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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许多高校积极响应关于“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的指导思想,针对具体课程进行了

相应的改革。商务礼仪作为培养学生道德素养和言行举止的主要课程,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

学生自身道德建设和素质的培养,以及外表美好形象的塑造都有重要意义。在教授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注

意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言行举止相统一,更要注重认真分析讲授内容与思政元素紧密结合的

部分,并建立相应的案例库,通过课堂实践和评价机制提升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达到培育现代化建设合格

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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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guiding ideology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corresponding reforms are made for specific courses. As the main course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 quality 

and behavior, business etiquett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 cultivating students' own moral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and shaping a beautiful imag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ty of their own internal moral cultivation and external 

words and deed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part where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case base to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through classroom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qualified talents for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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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关于“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课

程思政”的重要论述和“立德树人”的

培养目标,各高校围绕各级各类课程开

始了“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探索和研

究。礼仪课程作为高校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大学生的重要课程之一,

它不仅要对学生进行礼仪行为、语言的

传达和教导,更重要的是担任着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的责任,同

时也是为未来社会发展培养内外兼修、

德行一致的高素质人才,实现社会文明

进步的阶梯。所以对礼仪课程思政元素

融入的探索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1 礼仪课与思政元素融合的

意义 

1.1有助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和精

神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庆

典“七一讲话”中说到,中华民族在悠久

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优秀传统文

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文化基因使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地生存和

发展,同时也是这种文化形成的精神力

量给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礼仪

是千百年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

的律己敬人的特殊行为规范,其中蕴含

着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着长久以

来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思想文化及生活习

俗。教师在讲授时,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民族精神融入礼仪课程内容中,不仅

可以使学生了解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

更能使学生对其中的民族精神有所了解,

增强学生对祖国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自豪感和责任感,自觉自愿地做文化的

传承者和精神的传播者。 

1.2有助于加强学生政治和道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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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礼仪与道德关系密切,道德是人内在

的规范总和,而礼仪则是外部行为举止

的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当前的时代是

好的发展时代,但也是各国激烈竞争的

时代。虽然不同的时代,礼仪教育的内容

有所变化,但其实质没有变,并且随着经

济的发展,在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尤其疫情爆发之后,疫情就像一

面照妖镜,照出了逆行者不顾个人安危,

救他人于危难之中的高大美丽形象,也

照出了个别人不居安思危,自私自利的

丑恶面孔。其中不乏有一些高学历的人,

国家危难之时避而不帮,国家安全之时

立刻现身从中得利。而且更为恶劣者一

边享受着国家带给她的利益,一边大放

厥词诋毁祖国和同胞。大学生是祖国未

来的希望和建设者,爱国是其基本政治

素养,尊重祖国和同胞是基本道德底线。

作为一个大学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

始终如一地遵从 低道德底线,为祖国

为人民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是 基本的

要求。礼仪课程不仅教授学生注重自己

的言行举止,使之符合良好道德素质的

人的标准,更要教授学生从内心不仅要

自尊自爱,还要尊重他人,热爱民族和国

家。“诚于内而行于外”、“修于心而笃于

行”。只有对学生进行内在道德和外在礼

仪相融合的教育,使学生真正达到身心

健康,才能发于声,表于行。 

1.3有助于塑造大学生美好外表形

象。礼仪课程内容丰富,首先教给学生美

好形象塑造的方法和技巧。无论是着装

打扮,还是站立行走,在不同的场合让学

生以 优雅的外表和行为展现给大家。

其次教给学生与他人交往时的言行举止

端庄大方,给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从而

辅佐学生畅达事业。再次让学生懂得如

何尊重他人,换位思考,帮助学生在社会

中立足,创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4有助于新时代社会精神文明的

建设。“七一讲话”中国家领导人强调,

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都属于青年,他

们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这些

因素是国家活力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

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作为未来社会建设

者的青年大学生更是青年中的核心,所

以他们是未来社会精神文明的引领者,

他们的素质高低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未来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因此对大

学生进行从内到外的道德和礼仪文明高

度融合的教育,使大学生成为一个真正

有道德素质的文明人对未来社会发展极

为重要。 

2 礼仪课程与思政元素融合的

有效途径 

礼仪课程从课程设置开始到 终课

程完成有一系列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

会有相应的方式方法,才能 终使礼仪

课与思政元素有效融合,达到培养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人才的目的。 

2.1教师方面。教师作为教学过程

的主导,对礼仪课程融入思政元素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1.1教师自身内外兼修,德才兼

备。打铁须得自身硬。教师作为学生知

识的传导者,不仅要具有精深的专业知

识体系,还必须时刻注意自身的着装打

扮和言行举止,做到规范无误,无论校内

校外,始终给学生起到身正为范的作用。

同时教师更要注重自己内在的道德修养

和人文素养,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用自

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征服学生,使学生时

时处处感受到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使

之无形之中受到吸引,积极主动与老师

并肩,与高尚者为伍。 

2.1.2教师课堂讲授穿着得体,语言

文明,行为优雅,思想正确。课堂作为教

学的主阵地,教师作为领军人物,只有自

己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才能有力说服学

生,引导学生。所以教师在每次授课之前

都要精心装扮自己,让自己以 优雅的

姿态展现给学生,用文明优美的语言讲

述内容,用优雅的举止展示礼仪,用正确

的思想阐述礼仪,使学生如沐春风,才会

感受到学礼仪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才会

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位如同老师般的优雅

者,才会认真学习这门课,使自身的道德

文明有所提升。 

2.2课程内容方面。课程内容作为教

师给学生传达知识和思想的媒介,教师

必须要精钻细研,深挖其中蕴藏的思政

元素,并把它与礼仪知识完美融合,每堂

课不但内容要有明确的思政目标,而且

将其潜移默化地贯穿于课堂内容中给学

生讲授,才能使学生受教于无形。 

2.2.1礼仪的起源与发展：礼仪课从

中华民族 早的“三礼(《周礼》《礼记》

《仪礼》)”、“五礼(吉、凶、军、宾、

嘉)”讲起,不仅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

化底蕴,并把之与外国礼仪起源相比较,

一方面让学生充分感受中华民族文明礼

仪的博大精深和对国外礼仪文化的影响

之大,从而激发学生的自豪感和爱国情

怀,另一方面让学生充分了解现代中外

礼仪文化在实践上的差距,促使学生增

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自我,

作一名合格的乃至优秀的大学生。 

2.2.2礼仪的内涵：礼仪是指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约定俗成的律己敬人的特殊

行为规范。约定俗成,表明礼仪是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探索人与人之间友

好相处和交流沟通的智慧结晶,律己敬

人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人为本,强调

为了发自内心地尊重别人从而约束自己

的行为,这符合现当代诚信友善的社会

核心价值观。 

2.2.3礼仪原则：真诚尊重,平等适

度,自信自律,信用宽容的内容不仅让学

生形成自尊自爱,诚实守信,宽容平等待

人的道德品质,更要深刻理解中国传统

文化和道德中所说的“和而不同”,进而

理解当代中国对外政策“求同存异”和

“一带一路”的大国风范,更加激发对祖

国的热爱之情。 

2.2.4个人礼仪：通过对个人仪容、

仪表、仪态内容的讲解,让学生充分感

受到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重要性,同

时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审

美意识。 

2.2.5见面礼仪：称呼礼仪使学生懂

得尊重他人；介绍礼仪和名片礼仪注重

礼尚往来,尊重他人及其隐私；电话礼仪

要做到表里如一；握手礼和其他见面礼

要求要有自信微笑,乐观向上、宽容诚信

的人生态度,这些内容都可以培养学生

坚强、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观,自觉践

行敬业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

加个人魅力,体现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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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谈话礼仪：不仅让学生懂得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自我反

省、自我提升,做一个善良人的道理；公

众场合和商务社交场合与他人交谈,如

何选择合适的话题,体现自己高尚的道

德,高大的格局,同时语言是一个人思

想的表现,优雅的谈吐,文明的词汇更

能体现出一个人内在道德素养,有时候

更能体现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文

明精神。 

2.2.7拜访礼仪：体现中华民族注

重礼尚往来,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精

神内涵。 

2.2.8乘车及餐饮礼仪：使学生明白

筷子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以及用餐

过程中宽容忍让,尊老爱幼,平等待人的

中国传统道德素养。 

2.3教学方法方面。教学过程中运用

得当的教学方法可以提升课堂教学效

果。授课时可以将一些融入思政元素的

案例运用到课堂中,不仅可以活跃课堂

氛围,提升学生认识,而且还可以使学生

更深层次的理解知识的运用与实践,实

现培养优秀大学生的目的。 

2.3.1创建案例库,采用多案例教

学。礼仪很多内容都与现实生活紧密相

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多搜集古

今中外的著名案例,如“程门立雪”--

尊重老师；“张良纳履”--尊老敬贤；

“周恩来与美国记者握手--尊重他人,

公平、平等待人等。这些案例不仅阐释

了礼仪教学内容,更能很好地帮助学生

理解课程内容,清楚地表现主人公的道

德素养和人品,能有效帮助学生提升道

德素质。 

2.3.2增加实践活动,做到知行合一,

以实践促教学。礼仪课程本身是一门实

践性较强的课程,很多内容都需要学生

在实践中领会其内涵,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多增加一些实践内容,如开学可

以让学生对校园文明现象做调查,尤其

是学生的一些言行举止,如无爱国情怀,

杀人越货,意志力不坚定,自杀轻生,辱

骂老师,上课玩手机、睡觉等情况,再通

过写调查报告或者课堂讨论,使学生理

解校园或者社会不文明现象和道德紧密

相关联,正如孔子所说“质胜文则野,文

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从而增

强学生对礼仪和道德关系的认识,督促

自己做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2.3.3课程考核评价机制,也可以融

入思政内容。课程考核评价机制是检验

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课

程有机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在考核时加

入思政元素与礼仪内容相结合的评价方

式,如让学生通过自编自导排演文明礼

仪小品来展示自己的学习效果,或者通

过设置学生参与商务谈判项目等情景,

其间加入道德素养的内容,不仅激发学

生学习积极性,更让学生感受到礼仪是

“修于心而笃于行”的心灵美与外表美

的结合,还可以加大学生平时表现所得

成绩在期末考试中的比重,以此来促使

学生平时对自己言行举止的规范,进而

形成习惯, 终改变学生不好的一些方

面,向更全面的高素质人才发展。 

总之,礼仪课程融入思政元素任重

道远,但只要我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就可

以不断地从教师本身,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诸多方面找到契合点,使礼仪课程立

德树人,三全育人的目标 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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