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专业实训体会(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旅游专业实训体会篇一

以自然、亲切为基本原则。

在正规肃穆的场合、客人尴尬狼狈的场合、众人忧伤情绪低
落的场合不要发笑或面带笑容。

笑声不能影响游客的谈话和休息，不宜开怀大笑、朗声大笑。

不能机械式呆板地对游客微笑致意。

握手

乡村接待员一般不使用握手礼，只有在游客主动伸手时，服
务人员才能与其握手。

握手时要区分主宾关系、职位关系、长幼关系等。

异性间握手一般由女士先伸手。男士一般只握女士手指，不
可用力过大。

异性间握手一般由女士先伸手。男士一般只握女士手指，不
可用力过大。

忌贸然伸手。即使是左撇子，握手时也应伸出右手。

忌目光漂移，心不在焉。握手时间不宜太久。



忌同时和两人握手，忌交叉握手。

忌出手犹豫、过慢或强行握手。

不能带手套与他人握手。握手后忌用手帕、纸巾擦手。

鞠躬

鞠躬时应摘掉帽子，行礼完毕后再戴上。

弯腰行礼时眼睛要看地，不能向上翻眼皮。

应注意弯腰前后与对方目光上的交流。

服务人员的鞠躬礼一般在15。～30。之间。

点头

点头是一种比较随意的礼节，在行礼时应同时说问候的话。

点头时应面带微笑，面朝对方，眼睛注视对方，微微颔首。
点头一次即可，不宜太多。

如果戴帽子，应先脱帽点头行礼，完毕后再戴上。

旅游专业实训体会篇二

1、良好站姿的要求：抬头挺胸，重心保持在两腿之双膝并拢，
收腹收臀，人体有向上的感觉；平肩目光平视前方、收、正
头；两臂自然下垂，双手搭放于小腹位或后腰际。男士站立
时，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此外，无论男女，站立时谨防
身体东倒西歪，重心不稳，更不得依墙靠壁，随意抖动不停；
也不易出现双手叉腰，双臂抱胸或其他一些失礼表现。

2、良好走姿的要求：良好的坐姿从入座就应开始有所规范：



入座动作轻应而缓。入座后上体自然正直，背距椅背约一拳；
男士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双脚平踏与地，双手分别置于左右
腿面之上；女士双腿须并拢且斜放后侧，双手轻握置于腿面，
这叫正坐。此外，侧坐时上身直立，臀部偏向一侧，双腿并
拢或一脚在后，但脚底不得抬起示众。

3、手势语：通过手势、掌、手腕的动作变化而形成的各种造
型即为手势。工作手势的运用力求做到少而准，动作幅度适
中，优雅自然，符合表现习俗。手势过多、幅度过大、生硬、
呆板或与交往对象的认知背景相悖，都无法起到积极作用。
面部表情：公共区、交区、亲密区。

旅游专业实训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入植物景观旅游实训的背景和目的（150字）

植物景观旅游实训是我们大学生积极参与的一项实践活动，
旨在提供对植物景观旅游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通过
实地实训，加深对植物景观旅游的理解与体验。在过去的几
个月里，我参与了这项实训，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第二段：对植物景观旅游实训活动的总体介绍（250字）

在植物景观旅游实训中，我们首先接受了理论培训，学习了
植物景观旅游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植物生态学、植物分类
学、植物保护等。随后，我们进行了实地考察与实训，前往
各地著名的植物景观旅游胜地进行考察与实践活动，实地感
受不同地区的植被特点和环境条件。同时，我们也参与了一
些志愿者活动，为当地进行植物保护、绿化等工作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第三段：实训过程中的收获与体会（300字）

通过参与植物景观旅游实训，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提



高了自己的实践能力。比如，在实地考察中，我学会了如何
观察植物的形态特征，如何判断其生态适应性，并运用相关
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总结。同时，我也了解到了植物景观旅
游背后所隐藏的种种文化和历史，比如许多名胜古迹与植物
景观相互辉映，给人们带来更深的体验和感受。此外，通过
志愿者活动，我深刻意识到植物保护对于旅游业的重要性，
也体会到了自然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第四段：个人成长与反思（250字）

在实训中，我发现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
实地考察中，要面对各种环境条件和困难，而我逐渐学会了
克服困难和找到解决方法，提高了自己的应变能力。同时，
通过与同学和导师的合作，我也学会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
技巧，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而最重要的是，
通过参与实践活动，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然的珍贵和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也对自己未来从事植物景观旅游
相关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坚定的信念。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250字）

通过这次植物景观旅游实训，我不仅收获了专业知识和实践
经验，也更加坚定了未来从事植物景观旅游相关工作的决心。
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继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实
践能力，为植物景观旅游的发展和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同
时，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推动更多的人关
注和参与植物景观旅游，共同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旅游专业实训体会篇四

根据案例内容，模拟办公室上班时的情景。

学生以秘书的身份模拟接电话内容如下：



1.通知部门经理开会的电话。

2.对方要找王总经理，秘书告知王经理不在的对话情景。

3.对方打错了电话，秘书的应对。

4.对方咨询本公司产品情况时，秘书需要查资料等对方等候
的电话。

实训二

根据案例内容，模拟秘书在特殊时间接电话的情景，所接特
殊电话如下：

1.经理正在开会，有一位客户要找经理，当秘书告诉他经理
正在开会后，他仍坚持要见经理。

请演示秘书处理的情景。

2.经理正在会见一位客人，有一位自称是经理朋友的人要经
理接电话。

请演示秘书的处理方式。

3.有一位客户的电话，经理交待秘书不要转给他。

请演示这位客户来电话时秘书的应对。

4.有一位客户，所购产品出了一些问题，打电话来，火气很
大。

请演示秘书的应对。

实训要求：



1.本次实训在情景模拟室进行。

2.学生2个人一组。

教师将要模拟的4个情景做成抽签条，由抽签决定演示哪两个
场景。

3.每个学生都要演示一次秘书角色。

4.每组演示时间不超过6分钟。

实训二

1.本次实训在情景模拟室进行。

教师将要模拟的4个情景做成抽签。

学生每8个人一组，每组分为4个小组，由抽签决定演示哪一
个情景。

2.学生分别扮演秘书和客户的角色，要轮换扮演一次。

3.演示时真正要从角色的角度考虑，所演示的任务的措辞要
认真斟酌，既要符合礼仪，又要有所创新。

4.每组演示时间不超过6分钟

实训步骤：

1.指导学生认真阅读案例及实训内容和要求。

2.分析案例主要内容以及本次实训目的。

3.讲解秘书接打电话礼仪要点；秘书接听特殊电话的礼仪和
技巧。



4.布置实训任务。

学生分组进行模拟。

实训提示：

电话时秘书处理日常事务时最常用、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
凡上级指示、下级意见，商务联系、人际交往、业务咨询等
都要通过电话进行。

因此，接打电话是办公室最普遍最日常的工作。

接打电话的礼仪十分重要，正确使用电话能提高工作效率，
创造友好气氛。

旅游专业实训体会篇五

在我们的生活中，旅游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方式，而乡村旅
游则成为了近年来备受欢迎的旅游方式。因此，乡村旅游导
游的岗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游客，我
参加了一次乡村旅游导游实训，这次实训让我受益匪浅，下
面我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乡村旅游导游实训的认识

在参加乡村旅游导游实训之前，我并不是很了解乡村旅游的
概念及特色，但通过该实训，我深刻认识到乡村旅游的概念
和特点，即能够与自然相融合、体现人文特色、具有生态环
保的实践理念。同时，乡村旅游具有多样性和交互性的特点，
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活动不仅可以满足游客的需求，而且可
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三段：培训内容与方法



在乡村旅游导游实训中，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培训活动。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讲座和现场实践。讲座环节主要
讲解了有关乡村旅游相关法规、引导游客保护生态环境，倡
导文明旅游的理念。现场实践环节则是针对实地解说进行的
指导，包括如何遵循导游职业要求、如何结合当地文化悠久
的历史及特色习俗为游客提供服务。

第四段：实训中的体会

在实践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乡村旅游导游应具备较为全面的
专业素养，既需要扎实的知识技能，更需要拥有人文情怀与
服务理念。在现实工作中，只有综合运用自身所学知识，加
强掌握现代科技手段，才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并有力
地推动乡村旅游行业的合规发展。

第五段：总结

通过乡村旅游导游实训，我不仅充分了解了乡村旅游的特点
和意义，同时也拥有了更为专业化的导游素养与服务技能。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以更优质的服务态度，更高效的工作
标准，为游客提供更优秀的服务。同时，我也将不断学习，
深化对乡村旅游导游行业的认识，争取能为乡村旅游的兴盛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