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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礼仪课程教学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研究 ①

———以湖南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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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为有礼、知书达理是当代大学生的基本素养要求。然而，当前高校开设的大学生礼仪课程还存在不少问

题，如教法单一，互动少，师资力量薄弱；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应用；考核方式不灵活，考评机制不完善等，严重影响该

课程效能的发挥。因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对该课程教学进行改革，构建全新的礼仪课程教学体系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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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１］清代教育家颜元也说过：“国尚礼则国

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２］３３８中华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礼仪在《现代汉语

规范词典》上的解释是：礼仪包括“礼”与“仪”两部分，“礼”即礼貌、礼节；“仪”即“仪表”“仪态”“仪式”

“仪容”，是礼节和仪式的统称［３］８０２。在现代社会，个体的礼仪行为不仅可以展现一个人的涵养、人格魅

力及风度，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社会化程度及知识层次。礼仪在教育、沟通、协调人际关系、塑造个人形象

及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４］１６。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不断推进，礼仪与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对提高大学生的文明素养，改善思政工作的效能均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１　开设大学生礼仪课程的必要性
常有用人单位反映，很多毕业生进入公司、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后待人接物不懂礼仪，缺乏基本的礼

仪素养，如：跟陌生人交谈拘束紧张；不会递名片；正式场合不着正装，穿西服不规范；开会期间手机不静

音，接打电话，与他人窃窃私语；站坐走姿势不雅观；食堂用餐随意插队；接待客户、宴请宾客不懂安排座

次，吃西餐不会使用刀叉等等。这呈现出来的仅仅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吗？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

我们对大学生开展的礼仪教学到位吗？高校对大学生礼仪教学足够重视吗？

专业课教学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有一技之长。而人文素质类的教学是培养学生如何成为一个

有品味有涵养且合格的社会公民。对大学生开展礼仪教学则是重要的一环。第一，开展礼仪教学有利

于学校形成融洽的人际氛围环境，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第二，开展礼仪教学有利于大学生更好地适应

社会，减轻心理压力与工作压力，提升社会竞争力；第三，开展礼仪教学有利于大学生提高道德水准，满

足自我发展的需要，彰显人格魅力；第四，开展礼仪教学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顺利求职，成

功就业或创业。如张海玲在《从就业方面谈大学生礼仪修养》一文中就论述到，在现代的人才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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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那些谈吐儒雅、服饰得体、仪表端庄、姿态大方、礼仪到位的大学生更能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５］。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礼仪教学的工作体验，以湖南 Ｃ学院大学生礼仪课程教学现状为基点，对
当前大学生礼仪课程教学做一些探讨，希望新的应对措施对大学生礼仪课程教学有所启示。

２　大学生礼仪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湖南Ｃ学院的大学生礼仪课程是作为公共选修课开设的，除此之外，每个学院根据专业设置

的需求开设一些相关的礼仪课程，如工商管理学院开设了商务礼仪，公共管理学院开设了职场礼仪，外

国语学院开设了商务英语礼仪，教学内容涵盖各类礼仪常识和社交基本理论。与其他专业课程不同，礼

仪课程在内容上难度不大，没有深奥的理论，学生一看就懂，往往不够重视，而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时局

限于教材教导学生怎样做，课堂气氛颇为沉闷，学生听课很难投入其中，教学状况不容乐观。从这些年

开设的情况来看，教学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２．１　教法单一、互动少，普及面不宽，专任教师不多
目前，湖南Ｃ学院大学生礼仪课作为人文素质类公选课，选修此门课程的人数在同类型选修课程

中占比算比较多的，一般超过１００人，但也只是限于对礼仪教学感兴趣的同学。学院一般安排晚上上
课，很难开展小班教学或者因材施教，担任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很多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礼仪培训，

凭借自己的阅历及对礼仪的理解来授课，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授课场所与环境的原因，教师拘泥

于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互动少，教法单一，学生很难提起兴趣，听课时容易产生疲劳感、倦怠感，课堂气氛

沉闷，教师讲授的内容、所提的问题无法在学生心目中产生共鸣与回应，教学质量与效果都不佳。

２．２　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应用
大学生礼仪是一门实用性强且运用范围广的课程，既需要讲授相关礼仪理论，让礼仪知识“入心”；

也需要训练相关礼仪技能，让礼仪行为“入行”。从目前湖南Ｃ学院的教学来看，礼仪实训场地小，硬件
设施不到位，讲仪容礼仪没有化妆用品；讲仪态礼仪没有形体训练室；讲宴请礼仪、西餐礼仪没有仿真的

模拟实验室等。教务处在编排班级时也没有考虑到这门课程的实际情况，总是大班排课，不利于老师开

展有针对的个案指导。结果是学生理论知识懂得不少，实际运用能力却差一大截。

２．３　考核方式不灵活，考评机制不完善
目前湖南Ｃ学院依然以理论考试为主要手段，以分数高低来评判学生的掌握程度。学生学完之

后，礼仪知识说起来滔滔不绝，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还是出现差错。大学生礼仪课程教学最好的考核方

式就是让学生践行，学以致用，把礼仪知识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联合学工处、班级辅导员、后勤管理

等部门在日常行为中考核学生的礼仪素养。如上课时，向教师行问候礼，互打招呼；与同学友善相处；发

言先举手；爱护课堂环境卫生，不把早餐等食品带入教室；不在上课期间随便出入课堂；不在课桌乱涂乱

画；不给同学、老师起绰号；不在课堂玩手机、打瞌睡。在校园中，文明礼让行人，即便是谈恋爱的同学也

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扰乱公共秩序，不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在图书馆，能保持安静，不大声

喧哗，借阅书籍按时归还，阅读了杂志期刊及时放回原处。在宿舍，按时就寝，接打电话注意时间，控制

音量，不影响其他人休息，相互包容，相互体谅等等。

学生只知道礼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没有合适的途径来学习及践行礼仪。因此，根据形势的需

要，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构筑全新的教学体系是这门课程教学的唯一出路，也是提升大学生礼仪素养的

必然要求。

３　提升大学生礼仪课程教学效果的对策
３．１　变革课程的性质

“习礼，有礼”时代的到来，一个个关于个人形象、企业形象、社会形象、国家形象的关键词再次成为

热点话题。高校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除了个别专业开设的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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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课程之外，其他专业的学生（如会计专业、财政金融、计算机专业、工程管理专业等）也应该学习礼

仪知识，应把大学生礼仪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来开设，还不仅仅是人文素质类的选修课程。教学课时

应增加为３４课时，２学分（按一学期１７周安排），且主要以实训为主。让每一位同学学习礼仪，践行礼
仪，礼仪知识学好了，能提高其他课程的学习效果，优化学生的人际关系，美化校园环境，提高管理效能。

３．２　丰富课程的教学内容
笔者根据多年从事礼仪课程教学以及为企事业单位礼仪培训的经验，通过专家座谈、问卷调查，反

复论证，依据湖南Ｃ学院培养合格本科专业人才的目标及用人单位对员工礼仪的基本要求，认为对大
学生应该讲授以下六大模块的内容：第一，礼仪概述。讲述礼仪的变迁、内涵、功能与途径；第二，个人礼

仪。包括仪态（站、坐、走、蹲等）、仪容（发型、化妆、微笑、表情）、仪表（着装、服饰搭配）等；第三，社交

礼仪。包括见面礼仪、日常交往礼仪、电话礼仪、电梯礼仪、乘车礼仪、拜访礼仪、馈赠礼仪等；第四，宴请

礼仪。包括中西餐礼仪、礼宾次序、座次排列、宗教、民俗等；第五，求职礼仪。讲述面试礼仪、办公室礼

仪；第六，涉外礼仪。包括不同国家礼俗、外交迎送礼仪、外事活动礼仪等。

３．３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笔者在实践教学中总结出４种教学方法颇有成效：
第一，启发诱导式教学。所谓启发诱导式教学，即由任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设计有针对性

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主动探寻问题的解决办法，最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６］６－７。作为大学生，

人人都知道要遵守个人行为礼仪，但缺乏的就是自律能力。如讲授“个人行为礼仪”时，可设计如下问

题：“想一想，当你上完每堂课时，你会把垃圾带走吗？如果你单独一人去卫生间，发现便池不干净，水

龙头正在滴水，你会主动清洁便池，把正在滴水的水龙头关紧吗？还是认为这又不是我干的，关我啥事，

置身事外呢？”通过对生活中常见问题的点拨，使学生修正自己的行为，就算没有他人在场，也能自觉遵

守个人行为礼仪的人才是有道德、有涵养、有修为的人。

第二，情境模拟式教学。即教师进行实践教学时，通过设置一些社交或商务活动中的真实情境，组

织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一种方法。如讲授“见面礼仪”时，教师创设各种仿真的情境，让学生进行“介

绍、握手礼、递接名片、拥抱、鞠躬、致意”等技能训练。课前，布置学生预习有关的理论知识；情境模拟

教学中，让学生分组互练，教师挑选学生代表示范，并及时指出不足之处，纠正学生不合乎礼仪的行为举

止，其他学生观摩学习，扬长避短；最后由教师点评、评分，对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奖励。这种情

境模拟的教学方式学生都喜欢参与，积极投入，原本沉闷的课堂变得生动活泼而且高效。学生课堂满意

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９６％的学生认为情境模拟教学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第三，实战演示式教学。授课前，教师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在后续教学当中，既有以小组为单位

的，也有以个人为单位的。如在讲授“个人礼仪”时，先让部分学生进行站姿、坐姿、走姿、蹲姿的演示，

要求其他学生仔细观察，演示完毕后，由学生评论，最后由老师点评，做正确的示范。通过这样直观的演

示，学生从中发现哪些是失礼的举止，从而纠正不雅的姿势和动作。在讲授“办公室礼仪”时，创设“×
×公司办公室秘书的一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演示。在讲授“面试礼仪”时，提前布置任务，
由学生设计虚拟公司及职位，设计一个个面试应聘场景，一部分同学担任求职者，另一部分学生担任考

官，从个人形象、服饰着装、行为举止、见面交谈、进退场礼仪等方面进行点评。实战演示教学给每位学

生提供了一个表现的舞台，将抽象的理论变为直观形象的体验。通过这样的实战演示，极大地调动了学

生参与的热情，全面而正确地理解了礼仪的要求，培养了学生良好的个人素质。除了课内演示外，我们

还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对学生进行课外实训，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如让学生参与校园文化艺术节的

礼仪知识大赛、个人形象设计大赛、学院模拟面试大赛等与礼仪有关的活动；让学生亲临学校大礼堂观

摩会场布置，到校办公楼会议室实地进行座次安排。选派部分学生到公司参加一些相关的礼仪活动，进

行商务接待。学生通过参与一次次大型活动，实际操作能力、礼仪综合素质得到很大的提升。

第四，案例分析式教学。案例教学既可以克服空洞乏味的理论说教，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为了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平时要注意收集生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真实的正反面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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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课堂讨论。如在讲授“接待礼仪”时，可以举某单位在接待来访的客人时因座次安排不当、重要嘉

宾没有设台签而造成尴尬的例子；在讲“求职面试礼仪”时，把一些毕业生到公司面试遭受挫折的实例

拿出来讨论，让学生从着装、举止、语言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使学生感同身受，从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和体会。

３．４　善用现代教学技术
在大学生礼仪课程教学中，要善于运用现代教学技术，将一些寓意深刻的图片、动画穿插到文字中，

让教学内容更加直观、形象与生动。如在讲授“仪态礼仪”时，教师可将站姿、坐姿、走姿、蹲姿等标准仪

态、不雅仪态均通过ＰＰＴ演示出来，让学生理解与学习那些礼仪行为是自身应该掌握的，从而纠正不合
礼仪的行为，规范自己的举止。

再如学生对“宴会礼仪”中的“宴会桌次、座次安排及餐具摆放”等难点内容不易把握时，教师可以

将搜集到的相关图示投影出来配合讲解，让学生通过直观的视觉印象加深记忆，很容易地掌握知识

要点。

如今有关礼仪教学的视频也不少，如《金正昆谈礼仪》，湖南大学袁涤非教授谈《现代礼仪》，台湾礼

仪教母周思敏谈《礼仪培训》等，根据授课内容选择合适的礼仪影视片段或教学ＶＣＲ在电脑上播放，让
学生观摩并进行反思，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礼仪课程教学的趣味性。

３．５　优化考核评价方式
大学生礼仪课程采用传统的一张考卷定成绩的考核形式难以达到该课程开设目的，需要探索有别

于传统考试的新形式。

通过近几年教学的实践与摸索，笔者发现较为有效的考核形式是把考核内容细化。重在平时考核

与实际操作的考核，理论知识考试只能占很小的比例，如平时成绩占４０％，理论知识考试占２０％，实践
操作考核占４０％。理论知识考试可以采用面试的形式，由教师现场出理论题，学生口头作答。实践操
作考核则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情景剧来展示。让学生在创作情景剧、编排、分配角色与团队合作中展示

自身的礼仪素养。教师根据事先设计的考核评分表进行评分。这种考核形式颇受学生欢迎，既能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他们的潜力［７］２８５，又能对学生的礼仪素养进行全方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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