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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45年，托马斯·库克成立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标志着世界旅游业的出现。
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旅游业，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
从那时至今，旅游从少数上层阶层所能享受的活动发展到现今大众旅游和社会旅游时代，仅经历了50
多年的时间。
在这短短50多年的历程中，世界旅游业发展大大超出世界经济总体发展速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之一。
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国际旅游人数首次突破8亿人次，全球平均增长率高达5.5％
：2006年国际旅游人数达到8.42亿万人次，同比增长4.5％，超出了旅游业的预期。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0g，全世界每年将有10亿多人出国旅游。
旅游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还是影
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一个重要因子。
中国是一个旅游资源大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优势。
上下几千年的文明沉淀，方圆960万km。
的国土，使中国的旅游资源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尽管我国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正从一个旅游资源大国走向旅游
接待大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受世界关注。
2006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13.94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2494万人次，全国旅游外汇收入339.49亿美元
，出境旅游总人数为3452.36万人次。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g-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
届时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可达2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可达26亿人次以上，出境旅游人数可达1亿人次左
右，游客市场总量可达30亿人次左右，居民人均出游可达2次，旅游业总收入可达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
“十一五”期间中国旅游业将每年新增直接就业70万人、带动间接就业350万人。
到2015年，中国旅游直接拉动和间接就业总量将达1亿人左右。
蓬勃发展、无限生机的旅游业，给旅游教育，尤其是高等旅游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旅游管理是工商管理下面的一个小学科，却面向的是大产业，如何使旅游学科做大做强，更好地为旅
游产业服务，为21世纪旅游业发展培养所需各类人才，是每一个旅游教育工作者所要思考的问题。
做大做强旅游学科，使旅游教育要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步，就必须加大旅游学科建设的力度，其中之
一就是要搞好旅游教材的建设，因为，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
本工具，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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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旅游管理系列实用规划教材之一，共分14章，以旅游者心理为，中心，深
入探讨了旅游心理学的特定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研究概况等旅游心理
学自身建设问题，全面介绍了旅游知觉、旅游者情绪与情感、旅游需要与动机、旅游兴趣与旅游态度
、旅游者的气质与性格、旅游交通心理、旅游食宿心理、游览心理、旅游购物心理、旅游审美心理、
旅游服务接受心理、旅游投诉与诉讼心理、旅游心理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等旅游者心理系统知识。
本书的基本特色是：摒弃心理学原理+旅游案例的写法，直指旅游心理本身，对旅游心理学重要概念
做出科学的界定，对旅游者动态心理过程进行整体勾勒，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配有丰富翔实的经
典案例。
本书也可以作为旅游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科研人员、业务人员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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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1　旅游者对他人的知觉2.2.1.1　旅游者对他人知觉的含文旅游活动中，人对人的知觉是普遍存在
的，对人的知觉主要是指对别人的外表、语言、动机、性格等的知觉。
旅游者对他人的知觉属于人对人的知觉，是指旅游者对他人的行为、心理及其附属物等现象的整体反
映。
这里的“他人”是指作为个体的“他人”，包括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地居民、其他旅游者；“他人的
行为”是指他人的外显活动；“他人的心理”是指他人的内隐活动；“他人的附属物”包括他人的民
族、国籍、职业、地位、角色等。
对他人心理和附属物的知觉，最常见的是对他人性格和角色的知觉。
对他人性格的知觉性格是个体对待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的心理特征，是
人的心理差异的重要方面，是个性的核心。
通过对一个人的性格的深入了解，我们就可以预测这个人在一定的情境中的行为特点。
比如，知道一个人热心肠、讲义气，我们就可以预测在紧急情况下他会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吹毛求
疵的旅游者，我们预测他在旅游中会比较爱挑剔。
对他人角色的知觉角色是指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从事的职业、承担的责任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套行
为模式。
例如，教师、医生、导游服务员、司机等对角色的知觉主要包括2个方面：①根据某人的行为判断他
是什么职业；②对有关角色行为的社会标准的认知，例如，对医生这一角色，认为他的行为标准应该
是救死扶伤、沉着冷静、值得信赖等。
2.2.1.2　旅游者对他人知觉的途径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他人的知觉首先是通过感官去感知对方的言谈
举止、神情仪表、行为方式，然后进行深入的了解、判断。
所以，观察他人的言谈、举止、表情、行为方式，既是知觉他人的开始，也是知觉他人的途径。
（1）言谈言语是思维的工具，“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不仅其内容反映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趋向、民族国籍等（通过如实叙述），以及语音、语调、语
速的形式变化也能充分反映一个人的某一方面真实状况。
语音轻快，表明心情愉快；语调高亢嘹亮，表明情绪激昂；语速急促，表明心理紧张。
所以，旅游者常常通过言语知觉他人。
在旅游服务接受过程中，服务人员言语清晰得体、纯正悦耳，旅客会有柔和、愉快、亲切之感，并据
此做出“服务态度上乘”的判断；反之，服务语言不中听，生硬、唐突、刺耳，旅客会感到很难受，
结论自然是“服务态度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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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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