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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导游的职业发展剖析
马小琴  张荣秀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山西太原 030031

[ 摘要 ] 新冠疫情发生后，对文化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新兴旅游市场和业态随之出现，导游作为

文化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时刻让自己的发展跟上文旅市场的步伐。为此，本文对后疫情时期导游

的职业发展进行剖析，期望给导游的职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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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蔓延

全球，中国及时发布政策居家隔离不外出，旅游业也

随即按下暂停键，3 月后，全球旅游业因疫情原因也

相继停摆，旅游经济遭受重创，许多旅游企业不堪

重负宣布破产。文化和旅游部积极发布《关于积极

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导游队伍稳定相关工作事项的通

知》称，导游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各地要加强疫情期间导

游人员权益保护工作 , 依法落实导游人员权益保护

相关规定。在疫情期间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提前解除

与导游签订的劳动合同，一定要保持疫情期间导游

队伍稳定，为旅游业恢复发展蓄力储能。

4 月份，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取得决定

性胜利，中国经济重新摁下前进键，旅游业也开始走

上复苏之路。但是，复苏之路缓慢而艰难，导游有的

在坚守，有的转岗转业、另谋出路，当下，尽管国际旅

游业还未回复，但是国内旅游业在暑期已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由国内旅游业重启发展的这段时间来看，

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以及游玩体验、产品选择

等都发生了量到质的改变，有的体验、选择方式可以

说得以重塑，甚至是颠覆式改变。如：无预约不出

游、出游即预约以及网约导游、私人订制导游这些都

对“后疫情时代”，尤其是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时代

的导游从业人员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导游应

该如何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

问题。

一 导游的业务能力和竞争力急需提升

疫情使得线上云游成为旅游业的一种趋势和

潮流。人们越来越习惯网约导游、预约游、定制游、

自由行、个人行等高端旅游形式，旅游产品也逐渐注

重健康游、亲子游、休闲游、康体养老、研学旅行等形

式。所以，随着旅游业的产品创新和新兴业态的需

求量日益成为文旅市场的主流，旅游业发展领域也

相继拓宽。这些都对导游提出了不少新的知识和技

能要求。有的需要独特的知识讲解，有的需要户外

运动技能，有的需要耐心陪伴等，对导游的要求越来

越知识化、精细化、多样化，很多导游也跟随疫情的

发展需要以及旅游新业态的需求开始跨界学习，向

标杆“杂家”发展，将导游专业知识与其他专业知识

相结合，提升业务能力与竞争力，服务更细心、用心、

热心、爱心、智能，适应后疫情时代以及疫后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需求。

二 导游的知识深度和广度需要延展

随着人们旅游方式、旅游产品选择的内涵提升，

给导游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导游要服务好游客，就

必须根据文旅市场上的旅游产品补充自己的知识和

科技含量，而不仅仅局限于景点景区所要求的单纯

的讲解基本知识，尤其是要进行跨界知识的融合，领

域更细化和多样化。为此，导游要时时进行知识能

量补充，优质服务能力和技能的学习和培训，包括传

统文化、建筑、传统艺术、语文、历史、地理、文学、才

艺、音乐、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补充学习，促其

成为旅游业导游服务的全才。实现集导游、计调、销

售、客服等多岗位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服务知识和

实践的历练。苦练内功，增强自己旅途中的定力、移

情力、想象力和执行力，迅速带游客入角色，适应当

下旅游市场上游客喜欢并习惯的定制游、预约游、自

由行、自驾游等各种形式的高端游，实现“跨界融合”

的自我知识储备，迎接旅游市场的各种挑战，服务好

游客。 

三 导游的服务质量内涵需要提升

疫情促使游客关注旅行质量超越了以前简单的

说走就走的出行，而是更加追求愉悦的舒适感、安全

感、获得感，新兴的预约游、定制游在线高端旅游模

式更加有助于激发和释放游客的多元化个性需求，

无形之中也给导游提供了自主灵活就业或服务的空



39 Tourism Today Vol.18 No.34 December 2020

当代旅游   2020年12月上旬刊  第18卷  第34期 ·专题研究·

间。导游的服务模式随着疫情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

化，导游的服务质量不再是以以前的“服务了、服务

好、零投诉”游客为目的，而是服务要使游客的旅途

实现安逸、舒适、开心、放心、安全的魅力之旅。所

以，导游要把游客的利益放在首位，身体力行和游客

融为一体体验旅游的乐趣，激发游客的兴致，为游

客提供优质服务，用自己的真心换得游客的真心，

真正实现靠自己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个人魅力、

职业素养为游客提供良心品牌高质服务获得更高

收入，既能不断提升游客的出游体验，也能在信息

体验时代、智慧化云游环境中拥有自己的一片职业

空间，为旅游业发展尽自己的“文化旅游传播大使”

之使命。

四 导游的职业素养需要提升

导游作为旅游业接待服务的纽带，是旅游主体

和旅游客体之间的媒介，也是以全域化、品质化、国

际化、智慧化等为特征的现代旅游市场新环境的市

场所需。当前，文旅融合的步伐越来越快，旅游产业

链延伸越来越长、产业边界拓展越来越宽，新业态不

断出现，导游人才的需求市场随时都发生者根本性

的变化，已由追求传统技能的培养，转向人文素养和

综合素质的需求。另外，旅游过程中的服务是给予

游客有温度的陪伴，导游不仅要对旅途所服务的地

区和城市有情怀，还要对旅途中经过的知名地区、景

区景点有所知，更要精通所服务地的地区文化，并不

断挖掘和提升，从而更好的为游客提供服务。所以，

导游要着眼于从业需求，市场需求，积极利用线下、

线上各种培训平台进行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学习、技

能的提升，从而培养自己的定力，提升专业素养，增

强工作实效和影响力，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品牌和

风格。

五 导游的智能化服务需要提升

2020 年，特殊年份旅游业发展中最为耀眼的就

是科技在旅游业恢复发展的巨大影响力。疫情期间

线上、线下旅游业的蓬勃绽放发展，无论是导游直播

线上云游、还是景区景点直播云游等无一不说明了

科技赋能旅游业发展。创造新的旅游增长点，成为

旅游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科技的应用无疑为

旅游业新业态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尤其这段时间科技助力互联网、新媒体、场景科技以

及 5G 网络技术等新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充分展现，

让旅游消费体验“升级”，使游客体验到更个性化、

品质化、多元化的文旅产品。同时，也使导游的服

务更加智慧化，比如，青城山旅游景区电子语音导

游就是景区在引进智慧化旅游发展之后，从导游各

自提供的语音讲解录音中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

的优秀语音讲解，投放在景区网站页面让游客自由

选择自己喜欢的导游讲解，既可以是电子语音讲解，

也可以是导游实际陪伴讲解。所以，未来随着文旅

融合快速转向转型升级、优质发展的快车道，智慧科

技在文旅融合的产品形态、产品打造、服务体验、管

理效能等方面的作用愈加明显，这对导游来说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导游要与时俱进，运用科技提升自己

的服务技能，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提升自己的服务

魅力。

六 导游制度管理机制需要完善

疫情不仅给导游带来焦虑、担忧、迷茫等心理问

题，造成导游的转岗、转业，以及导游人员在工作状

态和实际收入均受到较大影响的情况下，更容易产

生心理问题，同时，疫情还造就了导游角色的转变，

以及旅游新业态的出现为导游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

求，也对导游的高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因

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及专业机

构要借机完善导游的管理机制和制度，把关心导游

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写入制度管理，让每一

个导游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不惧怕、在困难时期

不掉队，尤其是意外来临时有组织、有团队可以依

靠，成为素质过硬的导游。旅游行业企业之间加强

横向联合 , 资源互补，信息共享，共享平台建设，获

得规模效应，提高了旅游业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

能力；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纵向发展，资源优势互补

共享，尽力降低旅游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实现良性竞

争，提高了企业效率，增强了企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给导游一份安心的职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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