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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大学生礼仪素养现状及对策的思考 

邹  霞 

（广州工商学院  510850） 

摘要：礼仪，是中华民族美德宝库里一颗最璀璨的明珠，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处中华礼仪之邦，应为礼仪之民。知
书达理，待人以礼，应当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基本素养。然而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人们时常可以看见一些不知礼，不守礼的行为。
为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大学生礼仪现状及成因的分析，就如何提高当前大学生礼仪素养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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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提出：“少年知礼则国家壮大。”当代大学生是文

化的使者，社会未来的栋梁，他们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国家的未

来和民族复兴大业，然而当前大学校园里，一些大学生的文明

礼仪素养不容乐观，存在着诸多不知礼、不守礼、不文明的行

为，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中与现代礼仪相悖的现象比

较严重。 

为此，笔者指导的大学生创业团队：雅礼大学生礼仪文化

工作室的团队同学们，对我校的大学生们做了一个大学生礼仪

素养现状的问卷调查。 

从收集统计的问卷中发现当前大学生礼仪素养存在以下问

题： 

一、部分大学生仍会出现以下不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 
遇到不如己意的事情，一激动会说出脏话；对身边其他人

所做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会反感，但不劝说，或者干脆置之不理，

置身事外；有一部分大学生不想学礼仪知识，觉得这个对他们

没有实际的用处；在大巴、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上，有少部分

的大学生不会给老弱病残让座；一部分大学生会随手丢垃圾，

并且不会反感出口成“脏’的人。 

二、从男女大学生调查的比例来看： 
会一激动就说脏话的男生比较多；虽然大部分女生不会一

激动就说脏话，但是对说脏话不反感的比率却较高。 

三、从在校大专生与本科生调查的比例来看： 
大专生中存在对礼仪不屑一顾，不希望学习礼仪知识，不

主动向师长打招呼，食堂打饭不排队，穿拖鞋上课等，这些问

题出现的相对来说比本科生较高；本科生中存在有时进办公室

不敲门，乱丢垃圾，不主动给老弱病残让座，宿舍里不顾及他

人等，这些问题出现的相对来说比大专生较高。 

究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性别、所学专业之间的差异 

在大学里有很多不同的专业，其接触了解到的礼仪教育也

不尽相同。女生的礼仪素养一般要高于男生，因女生所学文科

类专业较多，如工商管理、办公文秘、市场营销、艺术媒体等

专业。而男生大部分学理工类专业，如计算机、电子商务、工

程技术等专业。因为这些文科类专业里面，很多就安排了部分

礼仪课程，如工商管理专业里有的《商务礼仪》课程，办公文

秘专业里有《办公室礼仪》的相关礼仪知识学习，而理工类专

业里面这部分的课程内容相对较少。 

二．成长环境、家庭背景不同产生的差异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其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

响着孩子的成长。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父母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如不以身作则，单靠长辈

命令对孩子进行管教，这样的教育也起不到好的效果。有些家

长甚至当着孩子的面与父母顶撞，与邻居发生口角，背后说长

道短，为了鸡毛蒜皮与人动手，这样的行为就很容易传给下一

代。 

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时下，一些综艺类节目为了博人眼球，把“假丑恶”的典

型当作娱乐噱头进行炒作，误导学生价值观与正常轨道偏离；

另外，西方大众文化通过影视剧、流行音乐、麦当劳、肯德基

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学生；就连我们周边的韩国、日

本等国家也通过影视、书籍、服装等将软文化渗透到学生当中。 

四.大学生自身心理生理方面的原因 

这个时候的大学生还处于生理、心理的成长期，他们的人

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另外，他们

对新旧观念还不能很好地整合，以及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择优

选择的能力，很容易在优良传统和现代社会交错的生活方式中

迷失方向，从而形成对传统文化的不信任，认为礼仪教育是装

模作样、流于表面、刻板无趣的东西。 

就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的几点对策思考： 

1.首先要提升高校教师的礼仪素养 

教师是学生的灵魂工程师，是学生的领路人，更应注重自

身的人格修养和言行举止，发挥好学生的表率作用。学校的人

力资源部门应该加强对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和职业道德及礼仪

规范的培养，并对教师进行定期培训考核，将教师的师德师风

和礼仪规范列入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中，使教师们在礼仪规范

上先严格要求自己。 

2.创造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 

学校应注重校园景观的设计，环境的美化，将能凸显学校

特色的校训、人才培养目标、名言警句等与园艺、文化长廊等

建筑巧妙地结合起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通过组织

相关礼仪文化宣传活动，例如民俗文化展示、礼仪知识竞赛、

打造学生礼仪社团组织等活动起到宣传带动作用。补充完善一

定的校规校纪来纠正已经存在的行为素养问题；重视舆论宣传，

发挥先进作用，让师生们都能感受到礼仪的文明气息，耳濡目

染礼仪的美好熏陶，共创文明和谐的校园人文环境。 

3.礼仪学习应与时俱进的适当变通 

礼仪具有时代性。现代礼仪不仅要求我们要立足传统文化，

更要根据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而应有所创新。例如不少礼

仪用书指出出席正式场合的女性，西裙都应该在膝盖及以下，

所以很多大学生在面试的时候都在为没有及膝的裙装而苦恼。

其实作为身材娇小的中国女性，到达膝盖的裙装反而会显得人

矮小而没有精神，年纪较轻的女性穿上及膝长裙也会显得较为

成熟而缺少了青春气息。所以，裙装的长度不是限定不变的，

它可以根据个人的身材以及年龄、身份等进行选择。身材娇小

的年轻女性可以选择长度在膝盖以上 2 公分左右的裙装。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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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礼仪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

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合理的变通。 

4、高校应注重礼仪课程的统一性、实用性和趣味性 

高校不少礼仪教师是从其他行业转型过来的，没有经过专

业系统的学习，因此不同的教师在授课时都有不同的见解，容

易造成学生之间认知上的混淆。学校教务部门可将礼仪课程的

要求进行统一的规范，也可采取集中备课的方式，统一礼仪课

程的教学要求和具体内容，使教师们在备课的时候既能统一标

准和进度，又能集思广益提高授课质量。同时，在教学方法上

可以采用互动性强的项目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法来增强课程的实

用性和趣味性。 

结语：礼仪，作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并积淀下来

的一种文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和领域，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

行为，对于提高人的素养，促进社会和谐、文明与繁荣，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全面倡导

素质教育的今天，大学生的学习、交往、沟通和求职都离不开

礼仪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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