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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5_9C_A8_E5_c34_635917.htm 导游的讲解能力是导

游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通过导游讲解，使游客感到旅游

活动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新奇性，对目的地留下美好的深刻

印象。出色的导游讲解能力需要导游员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

，包括语言的掌握、表达和运用技巧，正确、优美、生动的

语言表达能力对提高导游服务质量至关重要。 导游语言，狭

义地说，是导游员对游客进行导游讲解、传播知识、交流思

想和沟通情感的一种富有丰富表达能力的口头语言；从广义

上讲，是导游员在导游服务过程中必须熟练掌握和运用的所

有具有一定意义并能实现沟通目的的一种符号。现代语言学

家认为，语言是传递信息的一种符号。导游语言便是导游员

用以做好导游服务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导游员掌握的语

言知识越丰富，驾驭语言的能力越强，运用得越好，信息传

递的障碍就越小，游客就越容易领悟，导游讲解和沟通的效

果就越好。 从语言的表现形式分，导游语言可分为口头语言

、态势语言、书面语言。在导游服务中，口头语言、态势语

言使用最多，是导游员用以实现导游服务目的的主要手段。 

一、口头语言 导游服务中，口头语言使用频率最高。它的构

成应包括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但在口语交流中，语

音最富有表现力，它借助量、语调、语气和语速的变化，使

同样的词汇和语法在使用时令对方产生语义理解上的差异。

所以，掌握好语音的运用技巧，导游员的讲解就会对游客产

生较强的感染力。 （一）音量 音量是说话时声音的强弱程度



。导游员在导游讲解和同游客对话时，要善于应时应地控制

自己声音的强弱。一般说来，导游员在控制声音时应注意两

个原则： 第一，根据游客人数的多少和讲解地点的环境状况

来控制音量。游客人数多时，导游员可适当提高音量，反之

则适当降低音量，音量大小以每位游客都能听清为宜（必要

时可借助扩音器） 第二，浪据导游讲解和言谈对话的内容来

调节音量。对于一些重要的内容或信息、、关键性的词语等

可以加大音量进行强调，以加深游客对这些信息的印象和理

解。有时，为了强调，除了加重音量外，还要拖长音节或一

字一顿地慢慢说出。例如： 明天早上我们团队八－点在中餐

厅用餐。加重音量在“八”和“中餐厅”上，并将“八”的

音节拖长，强调力度加大。 （二）语调 语调即说话的腔调，

是指说话语句中语音高低升降的配置。语调一般分为升调、

直调和降调3种，带有相应的感情色彩。 1.升调多用于表示疑

间、兴奋、激动和惊叹等感情状态。 例如： 您老来过海南吗

？（表示疑问）您老80年代就来过海南？（表示惊叹、疑问

） 2.直调多用于表示庄严、稳重、平静、冷漠等感情状态。 

例如： 海瑞，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政治家，一生为官刚直清康

，体恤民情，深受百性爱戴，世人称之为“南包公”、“海

青天”。（表示庄重） 由于外语和地方方言都有各自的语调

习惯，国内游客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影响，所使用和理解的普

通话也各有差异。所以导游员在讲解时语音要标准，使用语

调要注意所需表达的情感的变化，符合游客说话的习惯。 （

三）语速 语速是指说话时语流速度的快慢。导游员的语速要

根据游客对讲解所使用的语言的理解程度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对于儿童、老人及语言领会能力较弱的游客应适当放慢语



速，语速过快会使游客无法跟上导游的思路，不能应时应景

地理解游览对象物，也会导致导游工作得不到良好的配合。

当然过慢的语速也会招人厌烦。导游员在调整自己的讲解语

速时，应考虑以大多数人的特点来进行。 语速还应根据导游

过程的进程和讲解的对象物来进行调节。重要的内容或需要

重点强调的内容，语速可适当放慢，以便游客理解、会和记

忆，像重要的景观名称、年代、人名、数字及时间、地点等

。导游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导游讲解还应注意配合引

导游览进程的节奏，徐疾有致，较好地控制旅游者的行程安

排。 （四）语气 语气是指说话时的口气。它通过陈述句、疑

问句、感叹句、祈使句等句子形式表现语言的感情色彩，增

加句子的变化，使语言富有节奏感。其中，停顿的巧妙运用

则能加强句子的语气和表现力。 二、态势语育 态势语言，又

称为身体语言，是以人的姿态、表情和动作等来表示一定语

义和进行信息传递的无声语言。虽然它是一种伴随性语言或

辅助性语言，但在导游语言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有

时还会起到口头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导游员和

游客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情感交流。 态势语言的划分有多个标

准，但就导游语言的运用角度而言，主要包括表情语、服饰

语、动作语等。 （一）表情语 即通过人体面部肌肉的舒张和

收缩来表现思想感情的一种信息。主要有平静、欢笑、哭泣

、气愤、紧张、优郁、迟疑、凶横、傲慢、谦卑等状态。导

游员的表情语发乎自然，用于自然，它与情绪紧密相关。情

绪具有一定的扩散作用，对他人有相应的感染力，对自身心

境也有持久的影响力。导游语言是一种工作语言，是提供给

游客的服务的一部分，所以导游员要学会控制自己个人的情



绪，保持微笑的表情语，使游客感到亲切和易于接近。在工

作中，以游客之优而优，以游客之乐而乐，自然的表情才会

令游客放松，令自己放松。 （二）服饰语 服饰语是通过服装

和饰品传递信息的一种姿态语言。服饰，不仅是一个国家、

地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反映，也是一个人的气质、爱好、

文化修养与精神面貌的体现。服饰语的构成要素包括色彩、

款式、质地和搭配等。 导游员的服饰，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要与职业相衬，朴素大方，便于工作。着装要求整

洁，常洗常换，保持清洁无味。服饰的搭配要注意色彩、质

地的协调，规格与形体相称。由于导游员是提供服务的主体

，所以服饰还应注意服务性质和工作环境，便于游客认可和

识别，便于外出行走和穿着携带。有些地方或旅游企业为导

游员定制职业装，也就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使之成为地方或

企业形象的一部分。 （三）动作语 动作语是通过人体的全身

或部分胶体的活动传递思想感情的一种信息。它包括走姿、

坐姿、手势、目光、首语（头部的活动）等种类。它们很大

程度上体现着一个人的礼仪风貌和文化修养。由于受长期形

成的地方和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很多动作语已经约定俗成

地代表着相应的含义，所以，如果导游员一知半解或平时不

注意留心学习，在接待四面八方的来客时就会闹笑话。 例如

：点头，在我国和大多数国家表示了肯定的含义，但是在印

度、尼泊尔等国，则表示不同意。再如，中国人竖起食指，

第一指节向下弯曲，表示数字“九”，但同样的动作，在日

本表示“偷窃”，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表示“死亡”

，在墨西哥则表示“钱”或与钱相关的价格、数量等。总之

，导游员在使用态势语言时，一要恰当，尊重游客的民族文



化和生活习惯；二要自然，切忌矫揉造作；三要综合使用，

以增强语义，强化信息的传递；四要避免和克服某些不良的

下意识动作，如耸肩、挠痒、手舞足蹈等一些无意义又会分

散游客注意力的习惯。这样，每一种态势语言能同口头语言

和谐地融为一体，对游客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书面语

育 书面语言作为导游语言，主要表现为旅游宣传资料的文字

内容，可以帮助游客了解游览目的地的概况，进一步理解和

记忆导游讲解的内容，更可作为一种纪念品。书面语言通常

较口头语言在语法、结构和词汇等方面来得复杂，表达方式

更为优美，但不如口头语直接和通俗易懂。 在导游讲解中，

很多书面语值得导游员参考，经过咀嚼、消化，转化为口头

语，成为讲解内容的一部分。 考试技巧：导游资格考试现场

口试（面试）要注意的细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