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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与礼仪》课程在三全育人过程中育人实效的探究
方红芹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形象与礼仪》课程的三全育人不仅是课程提升以及

内涵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三全育人主要是对教学内容、授课教师、

教学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举措要关注

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学生个人形象的塑造、学生为人处世的修

养以及学生职业素质的提升。在教学改革中，《形象与礼仪》三

全育人举措应追根溯源、挖掘课程中的三全育人元素，促进学生

思想以及行为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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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立德树人理念提升，高职院校纷纷落实相关的指示以及

要求，开始了三全育人任务落实工作。三全育人旨在利用多方位

的条件与资源，为学生开展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学生

的职业素养、道德素质等内容综合发展。如何将三全育人元素融

入到专业教学中，让专业知识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融合，是高

校课程改革的重点方向。

《形象与礼仪》课程是高职院校一门比较重要的公共必修课

程，同时也是落实三全育人任务的重要渠道，即培养学生职业素

养以及良好文明习惯的重要途径。形象与礼仪课程实行三全育人

举措不仅是课程提升以及内涵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传承中华传

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

一、三全育人改革对《形象与礼仪》课程的要求与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应将思政教育工作落实到教育与教

学的整个过程中，运用全程指导、多角度育人、全员育人的角度

来培养现代化人才，这种创新型的指导方式是育人工作发展的关

键一步。

在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各行各业对高素质、强技能

的现代化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而不仅仅是需要一定知识基础的学

生。高素养人才的培养不仅是高职院校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培养

人才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所需要遵循的原则。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进行分析，全员育人是对以往教学模式的

一种延伸，是学校各阶层教育工作者都积极参与的育人指导过程；

全过程育人则是将德育工作落实到学生的学习生涯，为学生未来

发展做好充分保障；而全方位育人具体是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

对来是实现学生的精神引导，其主要表现为深入思维、立体结合

等方面。

《形象与礼仪》课程的性质为行为科学，对于维护社会秩序

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共同约束下形

成的道德规范标准以及行为规范要求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一定约

定俗成的契约。

《形象与礼仪》课程将生活工作习惯、地方风俗以及禁忌等

内容整合在了一起。因此，《形象与礼仪》课程本身就蕴含丰富

的三全育人教育元素，进行三全育人改革顺理成章。

（一）三全育人背景下形象与礼仪教学要求

《形象与礼仪》课程的教学目标应定位于内外兼修，让学生

通过得体的外在形式表达尊重的内在情感。《形象与礼仪》课程

的教学内容不能只停留在教会学生外在形象的塑造和具体礼节仪

式的模仿，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领悟到得体、规范背后深层次的

文化内涵、价值内涵和情感内涵。

长期以来，高校学生形象与礼仪规范的养成具有知易行难的

特点，难以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和素养，这与《形象与礼仪》教学

内容侧重技能训练、忽视内涵教育不无关系。《形象与礼仪》三

全育人要求《形象与礼仪》教学内容以尊重为宗旨，重视学生的

思想品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修养，立德修身，将形象与礼仪规范

内化为自身的形象与礼仪素养。

（二）《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对授课教师的要求

《形象与礼仪》课程授课教师不仅要具有专业的知识结构，

在课堂和生活中发挥自身的榜样作用，严于律己，用规范化的举

止来充当行为准则。

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学贯中西，而且还要善于

捕捉一些较为敏感的信息，如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于社会生活

的总结等，进而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情具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能根据相关知识和技能要求，或引经

据典、旁征博引，或剖析社会、针砭时弊，透视现象，挖掘本质，

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认知能力组织和开展三全育人活动。

《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要求授课教师将专业知识与三全育

人元素巧妙融合，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精心设计，深入浅出，切

不可让学生产生“说教”的感觉。

（三）《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对教学模式的要求

现代化的课堂离不开多媒体技术的支持。《形象与礼仪》教

学中的三全育人元素极为丰富，涉及职场、社会和生活等方方面面，

古今中外，穿越时空，需要任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采用多元化的

呈现方式，给学生身临其境、如沐春风的感受。

巩固课堂教学效果的《形象与礼仪》作业也不同于传统的书

面作业，可以不拘一格，通过图片、视频、问卷、现场展示等多

种形式加以呈现。

《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要求《形象与礼仪》教学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知识学习、项目活动相

结合，借助慕课、微课实现翻转课堂的改革，以学生为主体，开

展学生体验式学习和浸润式学习模式，激发学习兴趣，引导习礼、

行礼的自觉自律。

二、《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的关注点和着眼点

从宽泛的层面来审视《形象与礼仪》课程，其内容主要是指

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需要采用的行为以及交际艺术。从狭义的

层面来看，《形象与礼仪》课程主要是指在较大隆重场合所表示

出来的带有敬意、谦让等行为举止的道德行为。因此，想要挖掘

《形象与礼仪》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实现三全育人目的，

应该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要关注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

形象与礼仪本身是个体内在的道德要求和体现，是社会道德

规范和准则的外在表现。态度谦让、语言平和、谈吐礼貌、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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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体等内容所展露出来的均是个体的内涵修养以及精神气质。

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文化修养只有以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

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实际意义和重要作用；离开特定外在表现

形式的道德理论和思想教育都是空洞和乏力的。

正是因为如此，《形象与礼仪》课程实行三全育人可以培养

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以及高尚的情操，进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

形象与礼仪课程的内涵。

（二）《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要关注学生个人形象的

塑造

形象与礼仪塑造形象，形象决定成败。个体的外在形象是个

人仪容、举止、服饰、谈吐、礼节的集合，是个体在社交活动中

留给他人最直观的印象。

不同的社交场合对于外在的形象以及礼仪是有一定规范和要

求的，二者也直接体现出了个体的教养与丰富。穿着得体、举止

文明、谈吐风趣是良好个体形象的基本条件，有助于提升个体的

社交自信心。

因此，《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要关注学生个体形象的

设计和塑造，展现良好教养与优雅的风度，让学生通过个人形象、

形象与礼仪素质的完善和有机结合，提升社会交往中的成功体验。

（三）《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要关注学生职业素质的

提升

职业素质是职业人士必备的思想、知识、技巧等，包括职业

道德、职业形象与礼仪、职业知识、职业技巧等。高校专业课程

侧重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往往忽视了职业素养的培养。

《形象与礼仪》课程以学生的形象与礼仪素养提升为目标，

包括职业素养。形象与礼仪素养的提升有助于职业素养的提升，

有助于增强自身在职场上的竞争能力。

因此，《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要在提升学生个人修养、

道德品质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积极进取、低调感恩、

善于沟通与合作等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把学生塑造

成为高素质的职场人才。

三、《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的策略和途径

形象与礼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反映了文化、习俗观照下的

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道

德规范。《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既要追根溯源，又要与时

俱进，力求知行合一。

（一）追根溯源，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三全育人元素

形象与礼仪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经历了产生、发展以及形

成等一系列的阶段，进而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组成部分。

虽然古今中外的形象与礼仪根植的文化土壤不同，但都离不开人

类的文化和文明。

形象与礼仪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直关注的重点内容，也是

祖先留给现代人民的一种财富，其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讲“礼”

重“仪”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要追根溯源，深挖传统行为社

交中的三全育人元素。中华文化中“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尊

老爱幼”等形象与礼仪故事和形象与礼仪典范，经久不衰，荡气

回肠，在当今新旧社会思想并存、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之际，更能

起到引导精神、洗涤心灵的作用。

例如，当代家族之中会流传下来家风、家训便是先祖根据自

身社交经验以及社会发展趋势所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艺术，对当

代高校学生的道德意识、伦理观念的培养仍具借鉴意义。

（二）与时俱进，挖掘时代背景下的三全育人元素

“礼，时为大。”（《礼记》）由于时代特性和内容的影响，

形象与礼仪往往带有时代的烙印。形象与礼仪是古代文化的现代

化应用，也是时代发展的真实写照。不同时代的礼节规范、仪式

要求，甚至个人的穿着打扮等规范，均是社会制度、社会文明程

度的外在体现。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等方面相互渗透和影响，我国的传统形象与礼仪文化和形象与

礼仪规范理应汲取时代特色，赋予时代内容和精神，与国际接轨。

《形象与礼仪》课程中的三全育人元素要与时俱进，挖掘时

代背景下的三全育人元素，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例如，学

习强国平台上推送的《小服装连着大时代》的微视频，从服饰的

变迁来透视时代历史的变迁，不仅生动地说明了服饰 TPO 原则中

的“时代性”（time）原则，也从侧面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

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时代风貌。形象与礼仪是时代的镜子。《形

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要让学生通过这面镜子，感知幸福和快乐，

感恩家庭和社会。

（三）知行合一，挖掘社会生活中的三全育人元素

规范化是指对于某些行为存在着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而这

种标准被社会认同且遵守。讲究规范与否，不仅反映出一个人道

德水准的高低，而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交际的成败。每个人在不

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遵守和把握不同生

活领域中的形象与礼仪规范，才能更好地待人接物，才能避免角

色冲突和负面影响。

《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改革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不

仅要让学生知礼、懂礼，更应习礼、用礼，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观察生活，体验社会，感受身边违礼、失礼的现象，挖掘身边守礼、

行礼的典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例如，通过图片、微视频分享校园不文明现象，学生可以引

以为戒，倡导并践行校园文明新时尚。通过制作图文并茂的《大

学生形象与礼仪行为规范手册》，借助海报、网络、微信公众号

等途径，学生可以自主开展形象与礼仪宣传和教育活动。

四、结语

总之，《形象与礼仪》三全育人举措的施行不仅是帮助学生

了解在社交、职业工作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关于言行举止、穿着

礼仪等方面的标准，还要关注于学生的情感态度、文化修养等方

面的内涵，进而帮助学生养成真诚尊重、公平对待、宽容大度、

遵时守约的修养，掌握得体的待人接物等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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