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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南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已有 1000 多年

历史，古称通州，也是著名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

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中的“南通

州”。南通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南通临海，拥有“黄金

海岸与黄金水道”集于一身的优势。近代史中，南通出

现了七个第一：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座民间博物苑、

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

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盲哑学校、第一所气象站等，南通

的历史人文资源丰富。此外，南通的生态旅游资源、风

景旅游资源等资源类型都颇具特色，这也是旅游专业特

色导游词创作教学的资源。

一、南通旅游资源概述

南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为南通的旅游业

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南通建城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

史文化深厚；近代以来，南通又受到实业家张謇先生的

建设，南通的城市建设水平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而现

在，南通是“精神文明南通现象”的发源地，是国内、

江苏重大精神文明先进典型最多的城市之一，连续五年

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也是著名的体育之乡、教育之乡、

长寿之乡。

南通的旅游资源丰富，有 5A 级的濠河风景名胜区，

还有一批 4A 级、3A 级的景区。南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南通旅游资源的多样性，既有景色秀丽的自然资源，也

有气息浓厚的人文资源，还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南通作

本文系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校级课题“南通地方性

特色旅游资源导游词创作”（课题编号：E202153）成果

之一。本课题组成员：组长：樊丽，成员：杨滨榕、施

建峰

为长江入海之前的最后一个经过点，在南通长江入海口

的北端，圆驼角风景区每天迎着朝阳开启新的一天。南

通既有水岸，又有海岸。南通的海滩开阔平整，退潮之

后沙滩上的文蛤冒出头，成为当地有名的一个旅游项

目——海上迪斯科。除了海岸，南通的濠河也是重要的

风景名胜。从护城河到景观河，濠河从南通建城开始便

陪伴左右。濠河不仅是守护，也是命脉，为南通承担着

诸如排涝、运输、饮用水等功用。在南通的景观中，濠

河风景区是 5A 级景区，风景如画，景色宜人，是游客来

南通的必游之地。南通人杰地灵，是著名的教育之乡、

体育之乡。南通的基础教育、素质教育全国名列前茅，

南通也涌现了大批的国家、世界冠军。南通在近代受到

实业发展的助力，在我国近代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也保留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这都是南通的特色

旅游资源，也是学校教学的特色资源。发挥南通特色旅

游资源对学校旅游专业的导游词创作教学具有重要帮助。

二、导游及导游词概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对休闲旅游的需求

在不断提高，旅游业蓬勃发展。近年来虽然受到一些影

响，但依旧可以从相关数据看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势头。

导游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个地区旅游

业发展的重要助力。游客从自己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的

环境中，需要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作为一个向导才能更好

地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现在大部分的游客都是组

团出行，这样既实惠，又方便，那导游的重要性就凸显

出来了。好的导游不仅只是为游客提供景点介绍，更是

传播当地文化、促进本地发展的基础力量。旅游业是朝

阳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

酒店住宿、交通、餐饮、伴手礼等，还能借助旅游业助

力乡村振兴。在整个环节中，导游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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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导游词创作也是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是旅游专业学生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能。导游词是导

游带领游客领略当地风景的第一道目光，旅游专业学生必须要掌握导游词的创作。南通旅游资源丰富，在教学导游

词创作时要结合南通的特色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旅游专业的认识，也能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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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者和保护者，同时也是本地文化的传播者，经济

发展的促进者，导游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游客的旅游

体验。

导游词，也称导游解说词，是导游人员引导游客进

行游览观光的讲解词，是游客感知自然之美和体验地域

特色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1]，也是导游必须要掌握的必

备技能。导游词是导游向游客介绍风景名胜、人物古迹、

风土人情的直接工具，也是本地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之

一。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可以眼观景色，但风景背后的故

事则需要耳听，这个时候可以看出一个导游是否专业。

随着现在短视频等技术手段的出现，一些导游已经成为

当地旅游的名片，也是当地旅游的一个 IP 符号。比如冰

蛋，比如杭州小黑诸鸣，比如普陀山小帅等。他们借助

短视频平台出圈，成为网红导游，导游词在其中的功能

十分突出，也可以看出想要成为一名优秀导游必须要具

备良好的专业素质与文化修养，这样才能将风景背后的

故事讲给大家。冰蛋主要讲解的是著名的兵马俑，这个

景点的观赏时间较长，解说也有 2 个小时，对游客来说，

如果单纯地讲解兵马俑，两个小时的枯燥讲解必然会让

游客反感。冰蛋为了更好地吸引游客对西安文化的好奇，

保持热情，他的解说词有时候会用陕西话来表达特色文

化，也会教游客一些简单的陕西话，这样更容易让游客

了解兵马俑、了解西安，了解陕西文化。

三、导游词创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导游词创作是旅游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学生必须

要掌握的一项技能。但是现在很多中职学校对导游词创

作教学并不重视，有的甚至都没有专门的课程进行讲解，

而是在其他课程中对导游词创作进行简单教学，这样的

情况极大地降低了旅游专业学生在导游词创作方面的专

业素养，也限制了学生未来在旅游业的发展。现在中职

学校旅游专业在导游词创作教学方面存在着几点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

导游词创作本应是旅游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在一

大部分学校，导游词创作甚至都没有单独的课程而是在

讲授其他内容有涉及时才会讲解，这对导游词创作教学

重视不够。导游词的内容相对其他课程在难度上会低一

些，但是专业程度也更高一些。导游词既有固定的三板

斧，同样也有不同的特色内容。风景名胜与风土人情便

不一样，而这些背后所隐藏的故事是更加吸引人的存在。

讲好故事，说好导游词才能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更加完美。

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学校对导游词创作教学重视不够，在

课时、教师方面都没有满足需求。

（二）教学资源不足

导游词创作教学是一个发散思维的过程，有更多形

式的教学方式会更好地完成导游词创作教学的工作。一

些学校对导游词创作教学重视不够，那教学资源自然比

较少。微课、线上教学等已经是教学的主流方式之一，

而配套资源更是丰富，但导游词创作教学则没有这样的

“优越待遇”。教师教学使用的案例还是多年前的老例

子，一些较为新颖的教学方式也没有在导游词创作教学

中使用。教师没有主动去搜集、制作新的教学资源，学

校也没有在这门课程上下功夫，资源的缺乏也导致师生

对这门课程缺乏兴趣。

（三）教师实践经验欠缺

导游词创作教学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才

能将这门课程教学的更有效果。导游是一个比较辛苦的

岗位，每天的工作比较琐碎。面对同样的景区给不同的

游客讲解，经过时间的消磨确实会产生疲惫感，思维也

会产生困顿导游词的创作也会停滞不前。但这也是磨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亲身经历过

带团、讲解，才能更加理解导游的职责，对景点的认识

会更加深刻，对景点后的文化会理解更深，但这却是现

在一部分导游词创作教学教师所欠缺的。很多教师没有

行业工作经验，对行业的理解停留在书本或者网络上，

缺乏深度，工作任务繁重，缺乏思考。经验欠缺带来的

教学问题便是创作出的导游词没有灵魂，没有特色。

（四）学生缺乏正确认识

对学生来说，旅游专业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专业，从

升学和就业的角度来讲，旅游业的人才缺口大，学生如

果不想继续升学，可以在毕业之后进入旅行社或者其他

单位工作，收入不低，也能在工作中饱览祖国河山景色，

对学生来说吸引力也很大。但学生对导游词创作缺乏正

确的认识，他们认为导游词就是一个景点介绍，没有很

高的“技术含量”，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学

习。学生对导游词创作缺乏正确认识，就导致学生对导

游词创作的兴趣不高，也不愿意去更多地思考、学习，

最终影响到自己的专业素养提升与未来职业发展。

四、南通导游词创作特色教学

我校为江苏省首批四星级中等职业学校、江苏省首

批高水平示范性职业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学校环境优美，文

化底蕴深厚。学校一直秉承以人为本抓管理，依法治校

正校风，科研兴校强素质，文化氛围育英才，求真务实

出精品的办学理念，始终坚持“尚德精艺”的理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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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加各项竞赛，获奖人次多。学校地处南通下属的海

门区，交通便利，也便于学生的导游社会实践。在导游

词创作教学中，学校摸索出具有特色的南通导游词创作

教学工作方式。

（一）课堂教学，加强学生基础

课堂是教学的第一阵地，强化课堂教学，加强学生

的基础知识，为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与素养做好准备。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将教材内容拆解到具体的景点介绍案

例中，发挥学生主观积极性，让学生自主创作导游词。

同时为学生推荐一些文化读物，开阔学生眼界；将导游

词创作与语文、演讲与口才、礼仪等内容结合起来，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一名合格的导游，创作出来的导游

词要有特色，这就需要知识储备来做支撑。在课堂教学

中，从眼界、口才、知识储备等方面全面强化学生的基

础，为南通特色导游词创作做好基础。

（二）外出实践，锻炼专业能力

实践是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最好途径。南通市有着

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同时也是江苏省著名的

文化旅游城市。狼山、濠河、军山、园博园、中国慈善

博物馆、蔷园、水绘园……都是旅游者流连忘返、记忆

深刻的景点，也是考验导游员水平以及培养中职导游专

业学生重要的实践场地。作为未来的导游人才，中职学

生的导游讲解，更应该从实践出发汲取营养。以狼山为

基地，聘请景点资深讲解员全程导览，让学生近距离观

摩导游词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为学生的南通特色导游词

创作提供灵感和帮助。

（三）以赛促教，提升教学规范

技能大赛是检验教学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学生成

长的重要助力。江苏省导游技能大赛的评分规则是对中

职旅游管理专业师生教与学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其中

景点示范讲解的评分规则对导游词创作方向起到关键引

领作用。南通的特色旅游资源为学生的导游词创作提供

了空间，技能大赛的评分规则为学生的导游词创作提供

了规范。在规定时间内创作出具有特色的导游词是对学

生的全面考核，这也为教学工作的开展点明了方向，提

供了借鉴，让南通特色融入导游词创作。

五、结语

导游词创作作为旅游专业学生要掌握的技能，每个

地区的旅游资源都有自己的特色，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

的导游词是学生职业能力的体现，也是学生职业发展的

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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