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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大学生礼仪文化现状探索高校礼仪教育的途径 
张姚丽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礼仪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的文脉延续中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继承保留创新。俨然已经是
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一。而反观当代高校基础教育中却缺乏了对于礼仪教育的系统化认知，高校学生对于礼仪教育的接受程度也参
差不齐。本文将对于这一现象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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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礼仪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需要得到高校教育

的重视。我国的礼仪教育不可落入对于西式礼仪的全面接受的限

制，需要发展出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精神的现代内容。本文将从

认识礼仪教育、分析高校礼仪教育现状、提出改进措施三个方面进

行论述。 

一、对大学礼仪教育必要性的认识 
第一、礼仪教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积极意义。在我

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者为了对社会民众加强管理，强调了礼仪

的教育作用。六艺礼乐射御书术中礼仪是首位，各个朝代也都建立

了中央政府直辖管理的学府负责礼仪教育，在政府中专门设立负责

礼仪的行政部门。这些事实无一不体现出礼仪作为教育手段的重要

性。虽然在具有等级尊卑的封建社会，礼仪的内容也具有落后的部

分内容。但是从整体上看，礼仪教育对于学生的塑造起到了积极作

用，辅助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了“尊老爱幼”“尊师重道”等优秀的

民族品质。历史上出现的众多文人志士将礼节与个人品质结合，不

断对君子这一品质要求进行丰富。各个朝代将礼仪与社会稳定结

合，为社会基础治理提供了思路。在外国使节来访时，各个国家首

先体会到的也是我们对于礼仪的重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传统社

会是以礼为核心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维持着中华民族的生生

不息，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追本溯源的源头。 

第二、礼仪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素养的必要手段。近些年来，大

学校园里不时发生一些恶性事件，造成受害者巨大的精神物质损

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这些恶性事件虽千差万别，但追究其起因

时我们不难发现，惨烈的后果往往来自于日常生活中极小的摩擦与

冲突。从礼仪教育的角度来讲，加害者无法以较高的礼仪要求要求

自己，将日常摩擦上升为不可解决的矛盾。从这些极端案例中，我

们可以看出大学生缺乏对于“严于律己”的认识，无法以高礼仪标

准要求自己，将轻微的负面情绪扩大为不必要的愤怒。 

第三、礼仪教育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所谓“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我国传统思想中礼仪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修缮

编纂《礼记》，由一代代学者传承维护。历朝历代封建时期的统治

者无一不将礼仪作为对于人民的要求。并专门设立与之相配的相关

的礼仪机构，包括负责教育的太学、负责礼仪专项政务的礼部等。

在民间，无数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着各类礼仪制度，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着每一个人。可见，礼仪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强烈特色，

可以单独分类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发展传统文化的道路上，礼

仪教育的出现将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 

二、大学礼仪教育现状  
第一、缺乏对于礼仪教育的系统化认知。礼仪是一个纷繁复杂

的文化范畴。需要对于礼仪的来源、礼仪使用场景、礼仪背后承载

的思想认识等具体知识进行一定的整理，建立系统化认识。但在大

学礼仪教育中，教师往往局限在讲解特定具体礼仪行为，很少涉及

礼仪系统的讲解。这就使得学生将礼仪课程视为零散的知识点，不

愿意对礼仪知识进行主动学习。同时，缺乏系统性的教育也使得礼

仪教育流于表面，无法将礼仪背后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传递给学

生。 

第二、礼仪教育缺乏对于讲解方式的丰富性。不可否认的是，

礼仪教育相比于其他领域的教育具有枯燥复杂、不易掌握的特点。

这一现状就要求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丰富的展开，将丰富的教育形

式作为吸引学生的重要手段。但这一点的实际应用并不十分顺利。

礼仪教育的实际形式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大部分学生表示礼仪教

育课堂无法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礼仪教育陷入了对于礼仪知

识的简单重复中。这一问题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之一。 

第三、礼仪教育无法对学生造成深刻的影响。与我国封建社会

对礼仪教育的高度重视不同，我国现代的中小学教育已经完全放弃

了礼仪教育的课程。大学基础教育中的礼仪课程也大部分成为了选

修课。现在将封建社会中的礼仪教育搬运过来显然不合适当代大学

生的教育程度的要求，恢复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教育也不应再以长时

间灌输作为要求。礼仪课程应做到在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将内容进

行简练的改编、形式的丰富、思想的提升。力求将礼仪教育对于学

生的积极影响进行传播。 

三、提高大学礼仪教育程度的方法 
第一、大量纳入传统礼仪教育。这一点是本文认为礼仪教育最

为重要的核心转变。西式礼仪教育体现的是西方对于教育、品质、

性格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基本社交礼仪也是基于西式礼仪发展而

来。但在对比了西式礼仪与中华传统礼仪之后，本文认为大学礼仪

教育应该将传统礼仪大量的纳入课程中。理由如下：我国的传统礼

仪教育并不局限于具体形式的归纳。实际上，我国传统礼仪的重点

恰恰是辅助文化教育。我国的礼仪形式都体现了祖先对于社会人文

问题的思索。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以在泰山

封禅为荣。这体现了统治者对于治理国家的统一认识：以儒家思想

作为统治思想、以秦始皇为统治榜样。在餐桌礼仪方面，以长者为

尊，最丰盛的食物要先给长者品尝。这其实提现的是对于尊老观念

的重视。诸如此类的例子还要很多。可见，我国传统礼仪教育更加

重视对于人思想价值观念的培养，更加适合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发展

要求。高校礼仪课堂应积极与大学语文、历史等课程进行合作，将

礼仪课堂的内涵进行提升。让礼仪课堂在学习相关动作的同时也可

以让学生收获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 

第二、礼仪教育课堂应对礼仪内容有所取舍。正如上文提到的，

我国传统礼仪教育非常丰富。各个朝代对于孔子留下的《礼记》都

进行了阐述发展。而佛教与道教的影响力虽然主要集中在民间，但

由于其在民间强大的影响力，也对传统礼仪有大量影响。但这些复

杂的礼仪内容无法适应当代高校教育。所以，教师应当在引入时对

于内容进行删减。例如：在学习饮食礼仪时，不需要将进餐全过程

进行论述。只需要将饮食中对于珍惜粮食、敬重长辈的内容进行挑

选。学习见面礼时，不需要将各个朝代的见面礼收拾进行全面介绍。

只需要将对平辈、长辈、小辈三者行礼的不同点做介绍，强调礼有

不同，按规行事的特点。 

第三、礼仪教育课堂应加强对展示形式发展。无论何种礼仪内

容，都需要教师对其进行表达方式上的改进。在传统的礼仪教育中，

学生往往需要对礼仪内容进行大量的记忆工作。本文认为，这一学

习方式确实有利于传统礼仪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但礼仪本质是行

为，是对于人行为思想的双重规范。记忆是基础，而行动才是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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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划分为若干个社群，比如本科与研究生社群、人文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社群、学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社群等等，每个社群内部具有

相通的灵魂、相同的利益与特点，但不同的社群基本没有关联甚至

相互对立，这就造成一个大学中同时存在多个灵魂，从而导致大学

的巨型化和多元化。 

除了上述的大学规模与社群组织结构的多元化外，巨型大学观

还包括大学的职能、目的多元化。克尔认为现代大学既不像牛津大

学一样一心关注学术，也不像柏林大学一样只潜心钻研科研，它应

该是一个多元的结合体，其职能包括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并且

大学的职能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不断进

行丰富与升级。而大学的目的与职能对应，不再是单纯的教书育人

和创造科技，而是要满足社会更加多元化的需求，除了本来就存在

的目的以外，还既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又要

能够在原有基础上，创新知识，引导社会向前发展。[10] 

3、个性大学观 

“个性化”是当今大学最贫缺一大特质。陈平原曾说中国的各

类大学都在冲着“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目标进行努力与发展，因此

每所大学的步调几乎一模一样——被生源与科研成果所绑架。已经

位处前列的学校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国内乃至世界的优秀生源，国

家优先拨款，从而使其科研成果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排名不

尽如人意的学校则无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获得最优质的的生源，资

金不足的情况也使其科研进行地力不从心，高水平教师与科研人员

也往往会扎堆地向名校迁移。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会使高校间的良

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不断加剧。因此，个性化办学是缓解这类情况的

最优解。 

“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大学之间，不可比，没有高下之分”[2]

是陈平原对于大学间相互比较与竞争的观点。的确，中国国内办学

层次与方式应适当学习美国高校，做出多元化区分。美国既有大规

模的研究型大学，比如众所周知的哈弗、耶鲁；同时也有许多专注

于一个领域的小规模院校，如有些学校将精力全方位投入在本科办

学上，进行小班化教学，学生与学生、与老师、与学校的情谊都十

分深厚，从而学生对学校的回报率和归属认同感也非常高，从而产

生学校内部的内循环，使学校发展越来越快，名气也越来越高。相

对而言，国内这类高校较少，大家还是一股脑地争取硕博点，千军

万马地往一流高校挤，反而使办学质量下滑，学生认同感降低。 

三、结语 
大学应认清自己的优势，个性化办学，使我高等教育千姿百态

起来。这个路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首要的是改变对大学的偏见，

再将办学重心进行转移，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到自己的定位与路向

比什么都重要。良好的大学需要具有上述所论学术发展及科技建

设、育人、精神建设的三种目标，同时兼备三种大学观。除此之外，

还需社会、政府、学校本身等各方面合力作用才能建设现代社会的

一流大学。 

参考文献： 

[1] 邸燕茹,大学文化的内涵、特征和功能[J].思想教育研
究,2013(4):62-64. 

[2] 欧内斯特•博耶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
策［Ｍ].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０：１４２． 

[3]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4] 赵存生.大学文化的特点和功能[J].中国图书评论，

2002,(11). 
[5] 王素斌． 中国双一流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6． 
[6] 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农春仕.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

研究,2021(2):47-52 
[8] Murray G Ross.The University[M] .The Anotomy of 

Academe, New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6:152. 
[9] 克尔,C.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陈恢钦,周京,等,译.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10] 缪学超.克拉克•克尔的现代大学观[J].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报,2012,(7):22． 

 
 

（上接第 104 页） 
的目的。教师可以将这一思路运用于教学课堂中，丰富学生在课堂

上的活动。例如：在学习与人见面的礼仪时，教师可以将学生进行

分组，根据不同身份的情况要求学生做出相应的动作。在学习饮食

礼仪时，教师可以将影视剧中饮食片段的部分摘取出来，要求学生

进行挑错。在学习祭祀礼仪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回忆自己生活中

有关祭祀的活动，为课堂提供更多的实际内容。 

第四、强调对于大学礼仪教育的实际运用。这一问题是高校礼

仪教育的重要问题。大量的礼仪教育虽然可以将学生的思想与价值

观念提高，推动对礼仪文化的传播。但现实中，也有大量的实例表

明，学生对于礼仪的实际运用程度很低。礼仪教育课堂的发展程度

与校园里礼仪使用情况脱节，礼仪教育形同虚设。本文认为，解决

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礼仪教育的最终目标，即让学生在思想与行为

上自觉地认识与实践传统优秀礼仪。本着这一最终目标，高校应对

礼仪教育的课下活动进行系统化的安排。例如：由学校团委对礼仪

文化实践活动进行筹备。将学生社团活动作为礼仪教育的最直接帮

手，辅助以班级为单位的礼仪实践活动。活动结束后，由学生给出

对于礼仪实践的认识，由团委对礼仪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检收。在此

期间，可以将上述在课堂上的丰富活动进行范围的拓展。也可以将

学校师生整体作为活动对象。可以根据拜师礼的模式将教师与学生

进行互动。 

第五、礼仪实践活动应切合实际。本文始终认为，礼仪的最终

目标是践行，是通过礼仪的规范将优秀的思想体现在一举一动中。

警示自己，也提醒他人。所以，对于礼仪的实践是礼仪教育中的关

键，是将礼仪教育进行到底的“最后一公里”。在实践中，高校礼

仪教育同仁需要明确，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礼仪教育已然不可复

制，实践活动应以将传统礼仪融入现代教育生活中为实践目标。在

现有的实践活动中，过多的强调传统礼仪，忽视了对现代教育实际

情况的分析。这一误区使得大量的礼仪教育活动虽然丰富多彩，却

在实践中无法发挥其实际作用。而如同法律失去执行力后只是一张

白纸，礼仪失去了实践只是一句空话。再多的礼仪课堂教育也无法

弥补实践的缺乏。希望各位同仁在进行礼仪实践时根据学校的不同

特征，进行切合自身实际的礼仪实践活动。 

结论：礼仪教育作为塑造学生性格、培养学生观念的重要教育

领域，需要在大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解释。无论是对于传统礼仪的

大量引进，还是丰富礼仪教育形式，本质上都是为了将礼仪从纸面

上的要求转化为承载了优秀思想的行为体系，从而将礼仪教育落到

实处。而礼仪实践活动的适配性与丰富性将决定礼仪教育的最后成

果。希望本文的观点与措施举例可以为教学同仁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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