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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大学生传统礼仪教育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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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礼仪，一个汇聚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词汇，让无数炎黄子孙为之骄傲与自豪，从唐代的“千里送鹅毛”到宋朝的“程

门立雪”再到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性行为逐渐规范，礼仪已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立德树人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基础，

是加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关键。高校承担着培养青年品德的任务，需要把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

重中之重。逐渐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提升高校文明礼仪教育质量，优化校园文化氛围，保证教育效果的长效性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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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iquette, a vocabulary that brings together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made countless descendants of Yan

and Huang proud and proud, from the "send goose feathers a thousand miles" in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Chengmen Lixue" in the Song

Dynasty to modern society. People's social behaviors are gradually standardized, and etiquette has become a symbol of modern social

civilization..Lid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it is the key to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the moral character

of young peopl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ivilized etiquet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ptimizing the campus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ensuring the long-term effec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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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代相承，传统的礼仪教育不仅

是现实的需要，还是传承与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不断探索历

史与现实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经之路。

1 大学生传统礼仪教育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1.1背景

“礼”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华的礼仪文化，礼仪文明

向世界昭示了中国能够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

式去实现社会和谐、民族振兴。礼仪文明能够代表中国的形象，

未来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必须以强大的礼仪文化

内涵作为根基。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千年发展

的过程中，虽然经历过挫折与坎坷，但其精髓却一直流传至今。

当代社会，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传统礼仪受到了很大影响。但

人们依旧需要礼仪教育，因为没有传统礼仪文化特色就无法在

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中国优秀传统礼仪教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

瑰宝的精髓，时刻发挥着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礼仪”成为我国传统礼仪文化的

核心，每一位中国人礼仪的展现，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建设

完善的体现。大学生是中国文明传统美德的继承者，重视中国

传统文明礼仪在高校大学生中的继承、发展和现代化，对传承

中华文明礼仪教育有着积极的作用。

1.2研究意义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日趋成熟的阶段。

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个人素质差异等

不同因素的影响，大学生之间出现了“失礼失仪”的现象。如

果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纠正，将不可避免地偏离育人的目

的。

本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传统礼仪教育为切入点，来提高了大

学生礼仪教育的有效性，规范和纠正大学生的问题行动，增强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价值感，升华大学生文明，形成优

良品质，促进社会公平，向外界展示中国“礼仪之邦”的美好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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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文明礼仪的整体概述

礼仪是人们长期在社会中习得的一种让社会正常运转的

规则。

大学生文明礼仪指的是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中

表现出来的一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礼貌行为。在校园生活期

间，大学生的自身交际能力、道德文化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结

晶出来的外在体现，是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硬性条件和柔性

指标，是一种有效促进大学生之间人际交往的催化剂。

一般而言，大学生文明礼仪行为有其特定运用的合适范

围，其主要适用范围是大学生在校园内与老师、同学间的相处，

在与他人交往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符合个人仪容仪表基本规范

方面的行为。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传统美德是需

要大学生来继承和传承的，大学生文明礼仪教育的学习是大学

生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独特性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手段。就社会

而言，传统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风尚的直观体现。

大学生文明礼仪教育是指对大学生进行基础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培训时，同时对学生进行礼貌用语、遵守法律法规、环

境意识等一系列按照标准和要求进行的教育。以达到大学生在

言谈举止中遵守基本要求，使用礼貌用语，在与他人交往中举

止从容，遵守社会规范和秩序，在社会生活中尊师重道，尊老

爱幼的文明礼仪教育目的。

3 大学生传统礼仪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1大学生对传统礼仪存在误解

当代大学生身上缺少一种文化人格，究其原因，是大学生

对传统礼仪了解不够透彻，缺少学习和接触传统礼仪的机会，

没有养成运用礼仪的习惯。长期以来，大学生对于礼仪文化的

内涵和特征知之甚少，通常将传统礼仪文化直接视为封建礼

教，对传统礼仪文化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导致其难以清晰的

对传统礼仪文化的价值产生正确的认知。

加上处于当代多元文化的社会，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眼花缭

乱的礼仪文化现象时，已经无法用一个合理信念来对这些现象

做出自己的判断。需要践行某项具体礼仪行为时，他们就会更

加无所适从，对于具体该如何践行传统礼仪，大多数被调查的

大学生显示出了迷茫。

3.2大学生传统礼仪教育未能与时俱进

目前，部分高校开设了传统礼仪文化教育课程，但却存在

着课程课时少，期末学生考试敷衍，考试形式过于随意的现象，

再加上高校传授的传统礼仪内容太过枯燥和乏味，大学生们难

以与它们产生共鸣，所以学习的效果和人数不容乐观。

具体缘由，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教育的内容还没有被浓缩精

华化，学习的时候既枯燥又冗长，大学生很难将这些传统文化

内容和当代生活联系起来，所以缺少学习的动机和欲望。另一

方面是因为大多教师在讲述传统礼仪课程时缺少时代性、创新

性，讲授内容没有新鲜感。加之，没有专门的传统文化教研场

所，授课教师难以将晦涩难懂的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融会贯

通，在传授给学生知识的时候，就无法保证知识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4 大学生传统礼仪的培育对策

4.1创新传统礼仪教育的途径

当今是信息化时代，高校应该充分利用信息社会的优势，

占领传统礼仪信息宣传的“高地”，向大学生输送正能量。充

分利用校园网络资源，不间断地对大学生进行集体的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如利用学习强国 APP向学生呈现传统礼仪教育的视

频等。引导大学生能够分清观念的是与非，把握好自身的言行

举止，在复杂国际背景的当下，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三观。

首先，高校应从理念上给予正确引导。应该给大学生以正

确的伦理道德观和传统文化观，重拾古代圣贤留给我们的宝贵

的文化遗产，将传统的文明礼仪发扬光大。将传统文化中的精

华和优秀成果与当代文明礼仪相结合，引导大学生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的文明礼仪规范，展现当代大学生既富有青春的活力

又彬彬有礼的青年形象。在对待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过程中需

认真对待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和内蕴，理性地看待西方礼仪文

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中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合理性

的因素进行挖掘、提炼，使中华优秀传统礼仪文化不断充实与

发展。

其次，应该以教师为源头普及传统文化内容及文明礼仪规

范。教师是大学生的“传道者”，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大学生

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高校师德培训中，应提高对教师传统

文化和文明礼仪培训的占比，提供给高校教师更多学习的机

会。

最后，鼓励大学生成为文明礼仪的传播者。对于高校来说，

大学生是社会的主要群体。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可以带动

整个社会伦理道德风貌的提升。高校应号召大学生以自身的良

好道德修养和文明礼仪举止，展现在公众面前，带动公众的道

德修养，促进社会和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除此之外，大学生需要自觉充分学习我们国家传统文化中

宝贵的资源，从培养自身的文明礼仪做起，以形式带动内容，

从外观引向内在，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高尚的民族自

豪感。

4.2开设具有创新性和吸引力的课程

笔者以《中国传统礼仪与风俗》课程来举例，其中有一个

教学模块为“礼物的流动”（古代贽礼；礼尚往来与“人情”

等）同学们在学习该部分内容时，教师会带领同学们了解和认

识礼物馈赠文化下蕴含的理性和礼性，比较不同朝代礼物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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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和不变。课后，学生们还可以进行课程的延伸，自己制

作不同社交场合的礼物，进行礼物馈赠与接受表演等。还有一

个模块为“地域差异中的衣食住行之礼与俗”教师可以带领同

学们领略同一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的衣食住行礼仪文化差异，并

引导学生通过搜集资料与当今相同地域的习俗进行比较。以此

来激发学生们的自主钻研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因此，高校在开设传统礼仪文化课程时要将大学生当成主

体，给学生发言的机会，多鼓励学生主动发言，多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多给大学生提供讲课的机会，将讲台交给学生，实现

传统礼仪文化教育下的“反转课堂”，将传统礼仪文化教育的

课程变成学生主动学习与探索的课程。学生可以在听教师传授

传统文化知识时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和教师一同探讨传统礼

仪文化在当代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创新等新型话题。

4.3更新传统礼仪教育形式

高校除了要为大学生开展有趣、新颖的课程外，还需要进

行高校自身关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更新，高校需要创造机会邀请

在传统文化方面有造诣的教授到校对师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

在高校内多开展有关传统文化的讲座，或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

的比赛，并将其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考核内容，调动学

生探究学习传统教育知识的主动性；高校还可以开展传统文化

节活动，在节日内号召各个社团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扬术

业有专攻的精神，开展有关传统文化的相关活动，动员校内大

学生积极参与，并将参与的实况记录到本校传统文化教育节的

公众号上，引导大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传统礼仪文化，使传统

礼仪教育的气息成为高校内的新风尚。

5 结语

自古以来，礼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

一个人处理人际管理的规范，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工具，

是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祥和的礼仪环境需要全社会成

员共同的努力，尤其是青年一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着社

会和国家的未来。对大学生礼仪素质的培养，需要各个高校高

度重视礼仪的作用，建立健全相应的行为规范制度，开设礼仪

教学课程，全面地提升大学生在礼仪上的意识，循序渐进地促

进他们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改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提高自

己的自控能力，让外在的礼仪行为与内在的道德品质有机地统

一起来。促进大学生的礼仪道德培养，提升大学生自身的综合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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