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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规范是指以优秀的传统道德
伦理为内涵、 具有软性制约力的一种
行为规则， 是道德意识的外化和实践。
中国是礼仪之邦， 礼仪文化源远流长。
生活中的礼大致包括三大类别： 一是
日常的社交礼仪，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怎么跟人打招呼， 见着人怎么说
话等； 二是人生礼仪， 包括人生的整
个阶段， 比如满月礼、 周岁礼、 成人
礼、 婚嫁礼、 寿庆礼、 丧葬礼、 祭祀
礼； 三是岁时礼仪， 即中国传统节日
里的礼仪。

针对孩童进行的礼仪规范教育 ，
第一应该学习一些礼仪经典， 家长借
此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进行讲
解和阐释， 让孩子理解明白。 知行合
一， 首先要 “知”， 父母一边讲解， 一
边可以在做的过程中解释， 让孩子理
解其中的内涵。

礼仪有很多内容， 比如要有恭敬
之心， 对长辈、 老师要打招呼， 这是
因为他们养育你、 教育你， 所以要感
谢他， 尊敬他。 怎么用语言表达也很
重要， 说话是一门艺术， 看见长辈怎
么打招呼， 走路是先走还是后走， 这
些都要通过在日常生活里不断训练 ，
形成身体的自然反应， 遇到一定场合
后才会形成自发的礼仪行为， 这也是
道德的自觉训练。 人要在社会上成功，
首先得知礼、 懂礼， 人家才会尊重你，
给你机会。

具体来说， 第一点要做到互相尊
重， 这是礼仪文化的基础， 父母尊重
孩子 ， 孩子尊重父母 ， 这是双向的 。
对孩子不溺爱， 也不能太苛刻， 要把
他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去尊重 。
告诉孩子要尊重他人， 首先在家里要
尊重父母， 儿女常常以为父母的关爱

是理所应当的， 总是忽视父母对自己
健康、 快乐成长而付出的努力。 如果
孩子明白这件事情后， 就会自觉在行
为上有收敛， 有表达。

第二点， 忌讳只讲不练。 家长只
是说教， 但是自己不示范， 没有言传
身教， 很难对孩子有真正的影响。 家
长在孩子面前要做礼仪规范的执行者，
做好榜样， 孩子才会学样。 而且做的
过程中带着孩子一起参与， 让他在过
程中自己学， 这样记忆更深刻， 更能
模仿。

第三点， 说教不能枯燥， 要根据
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去引导他， 用
孩子能听得懂的语言， 比如故事、 儿
歌、 谜语等图文并茂的形式， 用故事
性的浅白语言生动灵活地讲道理， 让
孩子能够接受， 然后在生活细节里影
响他。

孩子从3岁开始懂事起就要培养礼
仪规范， 这对他们的未来有好处。 如
果长到十几岁后再教， 很多东西教不
了了， 所以必须从小开始。 礼仪教育
要趁早成为习惯， 让道德成为内在自
觉， 孩子掌握了礼仪规范后， 在未来
社会里可获得很多先机。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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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讲礼的民族， 礼仪贯穿于中国人的一生，
对个体、 家庭、 社会起着相当大的规范作用。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家长怎么把礼仪规范浸润到孩子的习惯中， 用传统文化滋养孩子？
家长对孩子进行礼仪教育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一起来听听家长和
专家的建议吧。

黄女士 初中教师 儿子15岁 告诉孩子对老师要像对父母一样尊重

汪先生 建造师 儿子10岁

我从事教师职业， 自身也非常注
重对孩子的习惯培养， 礼仪教育是我
育儿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家里
对父母要守礼， 在外面也要讲礼貌守
规矩。 在我的教育下， 儿子成长为一
个 “小暖男 ”， 心思很细腻 ， 待人接
物彬彬有礼， 让我们很欣慰。

就以尊师教育为例。 我从儿子上
幼儿园时就告诉他对老师要像对父母
一样尊重， 老师提出的要求、 做的事
只要是对的就必须听从， 不对的也不

能当场顶撞， 因为那样做就显得没有
教养 ， 有问题可以私下找老师沟通 ，
或者回家后和我们说 ， 我们会帮着
分析出主意， 不要自己憋在心里。 当
然， 仅仅这样说只会让儿子记住表面，
还需要大人实际操作几回， 他看到效
果后才会真正记住。

每逢教师节前夕， 我都会提醒儿
子给他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送上祝福，
他知道我和授业恩师一直保持联系 ，
逢年过节我都发送祝福短信， 这对他

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我也会告诉他学
生送给我哪些教师节礼物， 以及我的
处理方式： 贵重一些的我都当场退回，
只有自制的小礼物才收下。 我告诉孩
子， 教师节礼物不需要多么贵重， 老
师看的是学生的心意， 学生能发挥所
长出成绩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在我的引导下， 他刚上小学时会
发一条温馨的感谢师恩短信或微信给
老师， 特别之处在于每句话都是他自
己创作的， 绝不是从网上摘抄的那种

千篇一律的内容。 大一些了他开始自
制贺卡， 还给老师送过自己烤的小饼
干， 上实践课做的陶罐、 蜡染的丝巾
等等， 老师们都非常高兴。

等他逐渐养成习惯，暑假里就会提
前琢磨好点子，不用大人提醒。去年，他
给几位老师制作了创意视频，把老师上
课、师生开展社会实践、运动会上老师
为同学加油等画面剪辑进去，加上旁白
和花字，诚意满满，我看了都很受感动，
听说他的语文老师看到后都流泪了。

我喜欢中华传统文化， 那里面蕴
含着太多人生精华， 让后辈受益无穷。
虽然工作繁忙， 我也会尽量抽出时间
给孩子讲一些传统文化知识， 尤其是
老祖宗讲究的礼仪教育。 具体方法是
陪孩子一起看绘本， 教他从小背 《三
字经 》 《弟子规 》， 他有看不懂的地

方我及时讲解， 然后让他复述。 同时，
我经常带他去博物馆参观， 近距离观
察藏品， 了解其背后的历史知识。 通
过这些孩子能接受的方式， 时间长了
他自然会从心里牢牢记住。

每年清明节， 我都带他去为爷爷
奶奶扫墓， 过年时我会在饭桌上添两

副碗筷， 领着家人为逝去的祖辈上香，
这种传统的祭祀礼中蕴含着孝道，让孩
子通过这些仪式牢记先祖、缅怀先人。

逢年过节， 我们大家族都要聚会，
这时候特别能看出各家孩子的家教来。
我提醒儿子对长辈要恭敬， 对同辈要
友爱， 吃饭时注意餐桌礼仪， 待人接

物要守礼。 比如见面时主动打招呼问
好，接递东西要用双手，饭菜在嘴里时
不能说话，吃完要说 “我吃好了， 请大
家慢用” 等等。 这些细节虽然不起眼，
但孩子全掌握了就特别出彩， 我儿子
的礼仪规矩是家族小辈里最好的， 长
辈们都夸他是个知礼懂礼的好孩子。

以身作则教孩子掌握礼仪细则

刘女士 国企员工 女儿7岁

我的女儿今年7岁 ， 从她上小学
一年级起， 我就发现她的社交意愿开
始变得强烈。 孩子有大部分时间是在
学校度过的， 作为家长， 我们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在班级中更合群， 在和其
他家长沟通时， 我注意到有一个因素
被家长们反复提及 ， 就是 “知礼懂
礼” 的孩子更受欢迎。

孩子刚进入小学时， 我想很多家
长都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 就是担心

孩子无法融入新班级。 想让孩子快速
适应小学的环境， 一个好方法就是在
班级中结交几个好朋友。 可我们又不
能时刻陪在孩子身边， 能做的只是给
她一些引导， 于是我便通过角色扮演
的方式 ， 告诉她一些交友小技巧 ，
“你的橡皮很好看， 可以借给我用一下
吗？” “谢谢你借给我橡皮， 我们可以
做好朋友吗？” 我示范一遍后， 会和她
互换角色， 这时我再示范给她想要拒

绝别人时该如何表达， “很抱歉， 我
不同意。 ”这几句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
话，起初女儿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每次
需要使用礼貌用语时都会有些 “害
羞”。

看着她怎么也 “不上道”， 我心里
着急 ， 脸上又不好表现出来 ， 这时 ，
一直在旁观察的孩子 爸 爸 想 出 了 一
个妙招 ： 他用手机把我和孩子的互
动场景拍摄下来， 让孩子去看视频里

面的自己 。 这一招 “ 润 物 细 无 声 ”
起到的效果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
孩子看过视频后 ， 没用我们再多说，
就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经过
反复的场景模拟 ， 现在女儿已经把
“打扰一下” “谢谢” “请问” 等礼貌
用语挂在嘴边了。 而这些礼貌用语也
像敲门砖一样帮她敲开了友谊世界的
大门， 有了小伙伴的她很快适应了新
环境。

教礼貌用语可帮孩子敲开友谊世界的大门

礼仪规范教育需要在日常生活里不断训练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萧放

如如何何培培养养出出
知知礼礼懂懂礼礼的的好好孩孩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