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校本课程教材

文明礼仪

中年级适用

本教材由黄城乡 第二完全小学 唐贝小学 徐张屯小学 里村小学 联合开发



前言

学校是传承文明、培养文明、发展文明的场所，礼仪是

人类文明的标尺、是美好心灵的展现；文明礼仪是个人文化、 艺

术、道德、思想等修养的表现形式，是人们完善自我、与人

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学习做人就让我们从了解礼仪、学

习礼仪开始。

注重仪表形象、养成文明习惯、掌握交往礼仪、融洽人 

际关系，是每个人成长中的必修课程。小学生要主动学习掌 

握必要的礼仪，自觉地运用礼仪规范，有所为，有所不为， 

学会内外兼修，从仪表、举止、谈吐和待人接物等方面展示 

出高雅的教养，通过主动学习、热爱劳动、诚信友善等来体 

现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是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 为

了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我们会再接再厉， 

深入持久地开展礼仪、养成教育。

由于我们缺乏编写课本的经验，又加水平有限，错漏之 

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师生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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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办公室要喊“报告”，听到“请进”后方可进入；问老师要用“请

问”。

（4）指出老师的错处要有礼貌。

（5）虚心听取老师的教诲，接受师长的教育。

（6）对老师说实话、真话，不欺骗老师。

（7）珍惜老师的劳动成果，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

第一章 尊师礼仪

中国有名古话：“师同父母。”大家一定知道“程门立雪”这个

成语吧：宋代有位声显赫的大学问家,名叫程颐,同代人杨时对他十分

仰慕,早有拜他为师之意.时值隆冬大雪,程颐正在房中睡觉,因此杨时

只好在门外恭敬等候.等到程颐醒来,门外积雪已一尺多深,杨时也成

为一个雪人。程颐为杨时至诚至真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收其为弟。

作为深受老师教诲的小学生,理所当然应该热爱和尊敬自己的老

师。尊敬老师,应发自内心,见之行动,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对老师要讲礼

节。让我们进入主题吧。

尊师礼仪

一日之师，终身为父。——关汉卿

为学莫重于尊师。——谭嗣同

（1）见老师主动问好，分别时说“再见”。

（2）进出校及上下楼梯给老师让行。



（8）服从老师管理，不顶撞老师。

（9）在校道上遇见老师主动停下，微微鞠躬问好。遇见两个以上的

老师，问“老师们好”；排队在行进中遇见老师，由领队带领全

体同学问“老师好”。

（10）与老师交谈时，要起立并主动给老师让坐。

（11）老师在办事或与别人在交谈时，不可随意打扰老师，躬身站立

一侧，等老师办完事或谈完话后再找老师。

（12）老师进入学生宿舍，学生主动站起问好让坐；老师离开时起身

送出。

晨风吹，阳光照。好学生，讲礼貌。

见老师，问声好。学知识，遵教导。

与师谈，要谦恭。见师忙，不打扰。

写作业，贵独立。老师见，心欢喜。

遇老师，要让路。要诚实，不说谎。

讲学习，讲礼貌，习惯好，更重要。



第二章 行走礼仪

古人云：“站如松，坐如钟”，这是对人们站姿的要求，是啊， 

礼仪无处不在，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养，走路也

是如此啊。下面的要求你做到了吗？

行走礼仪

生命是短促的，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时间讲究礼仪。——爱迪

生

礼仪是微妙的东西，它既是人们交际所不可或缺的，又是不可过于计

较的。——培根

（1）走路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肩臂自然摆动，步速适中，忌讳

八字脚、摇摇晃晃，或者扭捏碎步。

（2）上下楼、过楼道靠右行，出入教室、办公室，会场等按指定线

路走，不拥挤，出入各功能室轻声慢步，不影响他人。

（3）遇到熟人要打招呼，互致问候，不能视而不见；需要交谈，应

靠路边或到角落谈话，不能站在道路当中或人多拥挤的地方。

（4）行人互相礼让，主动给长者让路，主动给残疾人和有需要的人

士让路。

（5）向别人打听道路，先用礼貌语言打招呼，如“对不起，打扰您一

下”、“请问”等，年轻人问路应选适当称呼，如“老爷爷”、“阿

姨”、“叔叔”等，然后再问路；听完回答之后，一定要说：“谢



谢您！”如果被陌生人问路，则应认真、仔细回答，自己不清

楚，应说：“很抱歉，我不知道，请再问问别人。

坐立走，要规范。站如松，坐如钟。

身立正，精神好。挺起胸，要记牢。

上下楼，靠右行。若问路，要礼貌。

文明语，记心间。“老爷爷，阿姨好”。

尊老人，爱幼小。助残疾，有爱心。



第三章 同学礼仪

来到学校后，每天和自己相处最多的就是同学们了，我们一起

学习，一起游戏，一起度过每一个欢乐和难忘的日子。和同学们在一

起的时光是快乐的，可是偶尔也会产生摩擦，那么，我们怎样去避免

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同学间相处应该做到哪些呢 如果你能做到下面

要求的，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朋友吧。

同学礼仪 

礼貌是人类共处的金钥匙。——松苏内吉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

（1）同学间要互相问候“你早”、“你好”可点头、招手。

（2）与同学说话态度诚恳、谦虚，语调要平和，听同学说话要专心， 

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话。

（3）同学间的交往应使用礼貌用语。问同学问题，问前要用谦语“请

问”、“对不起”、“打扰你一下”、“向你请教个问题”等，问后

要道谢；同学回答不上来，说“不要紧，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耽搁了你的时间，谢谢”等。

（4）尊重同学，不给同学取绰号，或叫同学的绰号，不说使别人感

到伤心羞愧的话。

（5）同学之间互助互爱，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

（6）尊重和照顾女同学，不欺侮女同学。



（7）向同学借东西，要先征得同学的同意。对同学的东西要特别爱

护，且按时归还。

（8）不在同学面前说长论短、搬弄是非。

（9）不斤斤计较，对同学的过失或冒犯要宽宏大量。

（10）讲究信用，答应别人的事要尽力办到。

见同学，问声早。互礼让，要记牢。

听人言，要专注。不插话，或友情。

表谢意，话先行。同学间，互关心。

善理解，乐助人。懂谦让，团结紧。

敬人者，人恒敬。言必信，行必果。

学尊重，懂宽容，集体荣，我才荣。



第四章 升旗礼仪

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每周一都要升国旗吗？国旗，国徽

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象征，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和奏响嘹亮的国歌的时

候，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骄傲。因为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

前人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作为先锋队的少先队员，更应该明白升国旗

的重要意义，并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

升旗礼仪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柳宗元

升旗礼仪

（1）立正站立。

（2）行注目礼。

（3）认真听国旗下讲话。

（4）唱国歌时要严肃，声音要洪亮。

星期一 操场上 奏国歌 升国旗

老师们 注目礼 队员们 行队礼

小朋友 要严肃 小眼睛 看国旗

身站直 不乱晃 唱国歌 要响亮

长大了 尽全力 使祖国 更美丽



第五章 穿着礼仪

新世纪的小学生要时刻展现蓬勃向上的风采，因为仪表、仪容、

仪态可以让人一看便知道你的修养。我们要努力学好礼仪知识，不断

地运用礼仪知识来完善自己的形象。我们小学生要着装得体，符合学生

身份，我们的穿着要朴素、整洁、大方，要按照学校的要求统一穿着校

服，不要追求名牌、高档、华丽的衣着。要知道，文明礼仪，从自己

做起，从仪表做起。

穿着礼仪

塑造完善仪容。——佚名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 

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南开中学镜铭

穿着礼仪

（1）按要求穿规定的校服，不穿奇装异服。

（2）着装整齐，朴素大方，不把上衣捆在腰间，不披衣散扣。

（3）不穿背心、拖鞋、裤衩在校园行走和进入教室。

（4）课堂上不敞衣、脱鞋。

（5）不穿名牌鞋，不穿中高跟鞋，不穿厚底时装鞋，以球鞋或平底

鞋为好。

（6）不佩戴项链、耳环（针）、戒指、手链、手镯等饰物。



（7）不涂脂抹粉，不画眉，不纹眉，不纹身，不留长指甲，不涂指

甲油。

（8）按要求修剪头发，不染发，不烫发，不留长发。

重仪表，明身份。穿和戴，有学问。

首整洁，次美观。要大方，要自然。

按校规，穿校服。不攀比，宜朴素。

仪容美，贵洁净。不染发，不烫发。

爱清洁，促健康。讲卫生，促成长。



第六章 称谓礼仪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可知道，我们中国素以礼仪之邦立世，而闻

名的称谓便是体现礼仪的重要内容。古代的国人对于称谓有严格的规定

，晚辈与长辈之间，同辈之间都有固定的称呼。作为优秀文化传统的接

班人，你们是否也赞同我们应该使用礼貌称谓呢？

称谓礼仪

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正，心尚礼则心泰。

——颜元

微笑是最完善的礼仪。——佚名

（1）对父母长辈不能直呼姓名，更不能以不礼貌言词代称，要用准

确的称呼，如爸爸、奶奶、老师、叔叔等。

（2）不给他人取绰号、说花名。

对长辈 心诚敬 礼貌称 显文明

唤亲戚 轮辈份 陌生人 看年龄 

同学情 胜手足 热情唤 亲切呼

说花名 取绰号 不文明 不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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