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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5/2021_2022__E6_8F_90_E

9_AB_98_E4_B8_AD_E5_c39_545611.htm 中央文明委在全国部

署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中央文明办、

国家旅游局联合下发了《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

划》，这标志着一场旨在纠正公民旅游陋习、提升公民文明

旅游素质的攻坚战正在打响，可谓正当其时，有利于维护中

国“礼仪之邦”的形象，推进国家“软实力”的构建。然而

，我国公民旅游陋习由来已久，影响较深，要想使公民养成

良好习惯、提升文明素质必须多管齐下，夯实基础，狠抓养

成，如此标本兼治，持久不懈，才能塑造出有尊严、有涵养

、有活力的文明健康的中国游客形象，让公民的旅游形象为

国家形象增辉添彩。 一、旅游不文明行为的现象 一是公德缺

失。如在公共场所不守秩序、喧哗吵闹、排队加塞等，自认

为习惯所为，无伤大雅，谁也管不着，但这种不讲社会公德

的行为，唯我独尊，置周边人于不顾，有损自己，也“伤”

及他人。 二是违章违规。如随地吐痰、随意刻画、乱扔废弃

物、攀折花木、越位游览、违章野炊露营、随意给动物喂食

等。景区提示、导游提醒，明明有禁令，却置若罔闻，我行

我素。此种不文明行为当为突出，影响较坏，破坏较大。不

少古物严禁拍照，因照相机闪光灯会对文物表面造成损坏，

可一些游客仍然偷偷甚至明目张胆拍照留念。 三是“入乡不

随俗”。游览中不尊重旅游地习俗、触犯宗教禁忌；出国后

不了解境外文化，甚至了解一些也不放在心上。如在中国，

看到可爱的小孩喜欢赞美几句甚至抚摸一下头部，但在泰国



，除和尚外，任何人不能抚摸他人头部，也忌讳赞美自己的

婴儿，据说这会引起恶鬼对婴儿的注意。作为国际旅游，这

种“入乡不能随俗”的不文明旅游行为容易误导“他者”对

客源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很容易使“他者”对客源国的形

象作出消极、歪曲评价。我国公民在国外的不文明行为对我

国国际形象的消极影响即源于此。 二、旅游不文明行为产生

的原因 不文明旅游行为的广泛存在，既跟旅游活动自身的某

些特性有关，也跟现阶段我国旅游者素质普遍较低而旅游消

费教育管理又长期滞后有关。具体来讲，不文明行为现象复

杂，呈现多因，旅游者、环境、管理方均有“责任”。 一是

文明程度不够。旅游活动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最明显

的特征在于异地性和暂时性，这一特征在旅游者行为上则表

现为道德感弱化、责任约束松弛、占有意识外显等特点。“

旅游者无姓名无责任”的结合，容易形成“抛弃旅游耻辱”

的倾向。旅游者随意丢弃废弃物、乱刻乱画、随意采摘等行

为多源于此。旅游者文明程度不够，认为可以不拘小节；外

出旅游是休闲，凡事不必认真；不懂得只有尊重别人，才能

得到别人的尊重⋯⋯。在这种“模糊”心理驱使下，一旦空

间置换，便极易放松，暴露自己。一些旅游者国内国外“判

若两人”，国内还能注意形象，但走出国门，便语言不美，

行为不雅，甚至违法乱纪，关键在于文明程度不够，修养不

到家，不能做到“慎独”。 二是跟客观环境有关。有些不文

明行为是旅游者“自愿”，如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完全

是个文明程度不够所致。但类似于过马路不走斑马线，不看

红绿灯，这些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环境造成的，

此时稍微缺乏自觉性，便很容易促成不文明行为的出现。如



国内交通人多车多，尤其是上下班拥堵高峰期，许多人担心

影响上班不得不“明知故犯”，一次“侥幸”成功，助长了

更多次数“侥幸”的发生，结果养成了习惯。如果交通便利

，秩序井然，恐怕就不会有人担心误点而产生毫无意义的“

闯红灯”想法。 三是管理不善造成。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尚

不成熟，景区管理尚需完善，行业运作尚需规范。入境、国

内、出境三大旅游市场中，出境游起步晚、发展猛，政府、

业界对这一与我国经济发展并不协调的“火热”现象准备不

足，被动适应，不能及时出台有关规章，管理缺乏针对性、

有效性。景区设施不足，服务不周，导致旅游者“非自愿”

违规，如垃圾桶间隔较远，厕所指向不明，卫生打扫不及时

，容易使旅游者产生“不合作”心理，做出不文明行为。加

之诚信机制缺乏，旅游者处处提防导游人员“欺客”、“宰

客”，无暇顾及不良习惯；领队劳动强度太大，未能尽到提

醒告知的义务。这些因管理服务不到位都容易在旅游者身上

体现出来。 四是文化习俗差异。有些不懂礼仪、违章违规、

破坏习俗、触犯禁忌等不文明行为，固然与游客缺乏文化涵

养、旅游常识及旅游规范意识等因素相关，但很大程度是由

于地域、国度文化习俗的差异造成的。云南、西藏等少数民

族地区，常见山坡、路边或城市中建有许多石头砌的“马王

堆”，用于指示方向或象征吉庆，有的游客便感觉不伦不类

，有失环境自然，类似这种行为当地是很忌讳的。外国人对

中国人询问年龄、收入、婚否颇为反感，其实对中国人来说

则是一种客气；请人吃饭不停劝吃，本是国人的热情，却让

外国人受不了。文化习俗不同，旅行知识缺乏，入乡不能随

俗也就在所难免。 三、提升旅游文明素质的对策 提升我国公



民旅游文明素质，需要相关管理部门、景区、旅行社以及每

位游客的共同努力。固有的景观是不变的，但公民旅游素质

的养成是可以培育的。优美的景区、文明的游客，才能真正

形成旅游文明的亮丽风景。 1、加强教育引导。教育是提高

人们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和 道德水平最重要的方式方法，要

教育人们“先做人、再做事”，传统的道德观不能丢。一要

强化思想认识，增强游客“形象感”。通过短期培训、旅行

告知、发放资料等形式，使游客深刻认识到个人形象在出游

中的重要性。在国内是代表省、市的“地域大使”，在国外

则担负着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大使”的角色，一言一行，皆

为他国评判中国的直接依据，当慎之又慎。二要推进道德认

知，提高游客对道德规范的知晓率。要把培养和树立正确的

道德观，作为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长流水、不断线，采

取新闻宣传、知识竞赛、举办事迹报告会等多种形式，进行

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进行

正确的道德判断。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通过多种渠道，对国

人加强关于国际礼仪方面的教育宣传，首先从国内旅游抓起

，形成文明旅游的新风尚。 2、注重优化环境。环境育人，

环境约束人。置身于良好的环境，公民的环境意识、卫生意

识、文明意识就会得到提高，不良陋习也会得到约束而不随

意放纵。优化环境要以推进道德养成为切入点，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通过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景区、文明旅游”

等创建活动，引导公民革除各种旅游陋习，培养文明、健康

、科学的生活方式。针对一些人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不文明

、不礼貌问题，强调公民要做到“三管六不”，即管住自己

的口：不随地吐痰、不口出脏言；管住自己的手：不乱扔杂



物、不乱贴乱画；管住自己的腿：不乱穿马路、不践踏花草

。同时要大力推广先进典型。见贤思齐，择善而从，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们进行自我修养，追求更高道德境

界的重要途径。用先进典型的事迹和精神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更具说服力、感染力和号召力。去年导游英模文花枝先

进事迹的广泛宣传，对提高旅游从业人员道德素质，弘扬旅

游行风正气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生逢英模辈出的时

代。只要牢牢把握时代要求，遵循宣传规律，讲究科学方法

，就一定能使典型宣传在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工程发挥更

大作用。 3、建立长效机制。目前存在的很多旅游不文明行

为，正是长效机制缺乏所致。一方面，要加大告知的力度。

告知的前提是要尽快出台具体的出游规范。应充分借鉴国外

这方面的经验，如美国旅行商协会制定的《生态旅游十戒》

、加州制定的《旅游者伦理规范》等，在此基础上，制定出

科学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

游行为公约》，使游客出游管理有规范，行为有依据。旅行

社要搞好行前的文明礼仪培训，游客报名后必须参加，培训

结束后现场进行文字考核，直至合格为止。另一方面，要措

施有力，严格执法。有些陋习单靠教育是不能改变的，必须

有罚款和硬性的制裁。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多次“犯规

”的游客给予处罚，有效制裁游客在景区及公共场所的不文

明行为。不能因为乃小事一桩而熟视无睹，对小事不重视，

必然会出大事；对小错不纠正，必然会出大错。我国公民的

文明素质之差所体现的就是点点滴滴小事的汇集之中。新加

坡、韩国对不文明行为的惩罚帮助国民形成了良好习惯，值

得借鉴。特别是旅游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拥有出境旅游经营权



的旅行社的管理和指导，其举报中心应增加境外游文明礼仪

事件处理功能，凡经查实，对屡屡造成不良影响的领队和组

团社要进行批评教育和责令整改。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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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