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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2021_2022__E5_AF_BC_

E6_B8_B8_E4_BA_BA_E5_c34_39222.htm 人产生紧张情绪，有

关器官的循环运动便会加剧，出现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呼

吸短促、肾上腺素大量分泌、体内热量迅速增加等生理现象

。带着怯场心理搞讲解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导游要有充分的

自信心，自信心直接影响着讲解水平的发挥与游客的信任感

。引用谈判界的定律：权力基于人的看法，如果你认为你拥

有权力，那么你就有权力；如果你认为你没有权力，那么你

即使把握着有权力，你也不会使用它。导游有将景点介绍给

游客的权力，有决定在什么地方讲，讲什么的权力；导游也

有选择具体游线的权力，等等。只要导游认识到了这个由广

大游客赋予导游的权力，认真准备、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就

不会也不该发生怯场现象，从而在任何场境下都能从容地带

好团，讲好景。 如何确保讲解的得体性 得体，就是语言体式

上的恰如其分，即既能合乎讲解内容，讲解场境，又能反映

导游的讲解风格。 首先，导游语言要有整体的和谐感，导游

作为一种特殊的讲演者，其和谐感体现在：语言严谨而不呆

滞，活泼而不轻率，幽默而不油滑，亲切而不低俗，明白而

不粗浅。 其次，导游语言要有分体的适应性，即针对不同的

景观，运用不同的修辞词汇，采用不同的基调。如自然山水

导游语言的轻快，园林建筑的斯文，文物古迹的凝重，革命

史迹的庄重，主题公园的高亢等。要因景因文，各有所宜。 

再次，导游语言要有个体的独特性，这主要是指导游个体的

讲解风格。即语言风格应与导游员个体气质、修养相吻合，



或平和舒展，或朴实简洁，或严谨详实，或情真意深，或激

情昂扬。 如何对待强手 导游的强手主要来之于两类人，一是

同行，即同在一个景区内讲解的导游；二是游客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任何一个高明的导游都会随时随地遇上超过自己

的强者。 但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如果导游看不到自己

的长处，甚至将长处也视为短处，那么，也就无法开展任何

一项社会工作了。老练的导游，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

自信心，常将游客看成学生和听众，做到“台上目中无人，

台下虚怀若谷”。既然已经“粉墨登场”，那就要有“全无

敌”的气概。这不是盲目狂妄，而是建立在“台下”练就的

良好素质基础之上的自信。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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