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旅游实训心得体会(通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心得体会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
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
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旅游实训心得体会篇一

旅游是一种休闲方式，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然而，旅游中的突发事件和意外事故也时有发生。为了提高
旅游者的自救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所在的学校组织了一
次旅游急救实训，我有幸参与其中。在这次实训中，我收获
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并且对旅游的安全意识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二段：叙述实训内容和收获

在这次实训中，我们学习了基本的生命体征检查，如脉搏、
呼吸、意识等的观察和判断。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一些常见
旅游急救知识，比如心脏骤停、中暑、跌倒扭伤等应急处理
方法。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急
救技能，如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此外，我们还进行了模
拟实战训练，例如模拟旅游意外事故，要求我们利用所学的
急救知识展开应急处置。

通过这次实训，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还深刻体会
到旅游安全的重要性。在以往的旅游经历中，我总是只顾着
玩乐，没有关注旅游安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亲身感
受到了应急处理的高度紧迫性和刺激性。我了解到，只有提
前做好安全准备和学习应急处理知识，才能更好地应对旅游
中的突发情况，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第三段：思考意义和启示

旅游是一种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方式，但我们不能忽视旅
游中可能发生的意外和突发情况。领会并掌握旅游急救知识
和技能是每个旅游者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通过这次实训，
我意识到应急处理不仅仅是专业医务人员的责任，每一个人
都有义务学习急救知识，为自己和他人提供可能的救助。只
有当我们的安全意识得到提高，我们才能真正享受旅游的乐
趣。

此外，在实训中我还学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模拟实战
训练中，我们需要协调配合、相互支持，才能在短时间内完
成任务。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在应急处理中团队的力量是
不可替代的。当我们面对紧急状况时，我们不应该独自承担
所有的责任和压力，而是应该与他人合作，共同应对困难。
团队合作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减轻个人的压力，更好地应
对紧急情况。

第四段：总结收获与展望

通过这次旅游急救实训，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技
能，提高了自己的安全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我相信这次实
训对于我的个人成长和未来的旅游经历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今后的旅游中，我会更加重视旅游安全，密切关注个人健
康状况和周围环境。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
转化为实际行动，能够在旅游中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救助。

第五段：总结全文

旅游急救实训报告心得体会是一篇总结性文章，通过叙述实
训内容和收获、思考意义和启示、总结收获与展望等来呈现
个人对实训的理解和感悟。这篇文章旨在提醒读者重视旅游
安全，参与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和
团队合作能力。通过这次实训，我在应急处理方面得到了锻



炼和提升，相信这对我今后的旅游经历和个人成长都将产生
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也期待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行
动，为他人提供可能的帮助和救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安全
和有趣的旅游环境。

旅游实训心得体会篇二

第一段：引言（150字）

近日，我参加了学校开展的旅游管理专周实训活动，用5天时
间深度体验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实践运用。这一次实训给我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孕育了许多收获和感悟，今天我将
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感受与认识（250字）

通过这次实训，在实践中，我深刻认识到旅游管理专业的复
杂性和重要性。在旅游市场竞争激烈的现状下，如何制定市
场推广策略，如何提升服务质量，如何保障游客安全等各种
面向旅游企业的问题，都需要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具备广博的
知识和良好的实践技能。另一方面，实质性的实训，让我真
正融入了旅游管理工作的实际环境，了解旅游业的生动面貌。

第三段：技能与操作（350字）

在实训过程中，我学会了许多旅游管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操
作和知识点。比如说，如何处理紧急情况、车辆维修、安全
保障等。在接触各种业务流程和实体业务的过程中，我更准
确了解每个工作岗位的职责及必备的工作计划，掌握了一些
常见的技巧，提高了实际操作技能。实训之后，我明白了专
业理论与操作技能的融合很重要，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
满足旅游服务客户的需求。

第四段：团队与合作（300字）



此次实训最令我震撼的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一艘船能否划
准确、一台设备能否调整合适，都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实现。
不同工作岗位的同学们互相支持，共同合作，才能顺利完成
任务。在整个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
任与沟通，也树立起了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合作信念。

第五段：总结与感谢（200字）

通过这次实训，我不仅学到了专业在实践中的运用，更加对
旅游业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同时也明白了旅游服务业必须要
注重管理和行业规范，做到诚信管理，对人富有同情心，否
则将难有长远发展。最后，我要感谢这个团队、这次经历和
这个实训计划，让我更好地了解到旅游管理的重要性及其潜
力，以及亲身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旅游实训心得体会篇三

旅游管理专业作为一个广受欢迎的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学生。进入大学后，我们不仅需要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更
需要实践和体验。近期，我们的专业举办了一次为期一周的
实训，让我们有机会走出课堂，亲身感受旅游管理的各个环
节，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迪。

第二段：准备阶段

在这次实训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遵循老师的指
导，我们在实训前查阅了大量的背景信息，了解了相关的旅
游景点以及规定，提前谋划好行程，买好了各种必备物品和
装备。这样做不仅让我们准备更充分，也能减少不必要的麻
烦和意外。

第三段：实训阶段

实训的过程相当丰富多彩。我们作为一个小组，分工协作，



进行了接待、旅游、导游、服务等角色的学习和体验。通过
亲身体验各个角色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让我们更好的了解
旅游管理各个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体验了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理方法。
在模拟的意外场景中，我们学会了冷静应对，组织有序的应
急处置方法。这次实训不但加强了我们对策划与组织的认知
和认识，也培养了我们的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第四段：反思阶段

实训之后，我们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我们将学习到的知识，
所掌握的技能，还有意识到的不足和不规范之处做了记录，
并进行了总结。我们通过这次反思，发现自己在接待客人、
导游所需要的地理知识和操作技能、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还
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我们明白了实践的重要性，对旅游管
理和服务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第五段：结论阶段

通过这次实训，我们对旅游管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实践中
所遇到的问题和不足，可以通过反思和总结进行改进和提高。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旅游管理领域的工作需要团队合作，
协作精神和勤奋创新的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这次实训让我们
更加深入认识到了旅游管理专业的价值和魅力，对自己以后
的工作和学习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划和期待。

旅游实训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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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实训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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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