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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3 年我省将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这为促进我

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

充分调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爱家乡、建设辽宁的积

极性，做好第十二届全运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省委、

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

住“十二五”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

的有利契机，紧扣“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这个

主题，扎实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

充分调动全省人民满怀激情干事业的积极性，以集中

建设各项公共文体设施为重点，充分展示辽宁科学发

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形象，充分展示辽宁人

民爱家乡、干事业、文明好客的新风貌，为加快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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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强

大精神动力和浓厚舆论氛围，为成功举办第十二届全

运会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全运知识普及工程、文

明公民培育工程、城乡环境改善工程等。其中文明公

民培育工程的内容之一就是开展全民普及文明礼仪活

动，以“知荣耻、明礼仪”宣讲活动等方式，大力普

及礼仪知识。

什么是礼仪？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普遍遵循

的文明行为准则或规范的总和。它是礼貌、礼节、仪

表、仪式等的统称。礼貌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表示

尊重、友好的行为准则 ；礼节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

表示致意、问候、祝福等惯用的形式 ；仪表是指人的

容貌、姿态、风度等外在表现，是礼仪在个人形象方

面的体现 ；仪式是指在特定场合按特定程序和方式表

达礼貌、礼节的活动。

礼仪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规范性。礼仪既有

内在的道德准则，又有外在的行为尺度，对人们的言

行举止和社会交往具有普遍的规范、约束作用。遵循

礼仪规范，就会得到社会认可和嘉许 ；违反礼仪规范，

就会到处碰壁，招致反感、受到批评。二是操作性。

礼仪规范以人为本，重在实践，人人可学，习之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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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都有切实可行的

具体操作方法。三是差异性。礼仪规范约定俗成，不

同国家、不同地区，由于民族特点、文化传统、宗教

信仰、生活习惯不同，礼仪规范往往不同，这就需要

增加了解，尊重差异。四是时代性。礼仪会随着时代

发展变化而吐故纳新，随着内外交往日益频繁而互相

借鉴吸收。礼仪的发展变化过程，是继承与创新相统

一、差异与交融相伴生的过程。

崇尚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现代社

会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和精神追求。学习实践礼仪，

一要注重道德修养。礼仪是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外在

表现。修于内，方能行于外。缺乏道德修养，不可能

真诚自觉、表里如一地体现礼仪要求。作为一个现代

公民，要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的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

素质，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融入日常工作、学习和生

活之中，努力做一个讲道德、重礼仪的现代文明人。

二要注重实践养成。礼仪是知与行的统一。自觉、系

统地学习礼仪、知晓礼仪，是践行礼仪、养成文明行

为习惯的基础。礼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践行礼仪，

必须立足日常、注重细节，时时习礼、处处用礼，持

之以恒，日积月累、久久为功。三要注重行为示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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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交往中，个人礼仪行为客观上起着积极的示范

作用，其言行举止、仪容仪表生动具体地传播着文明

礼仪规范，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带动身边的人学礼用礼。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强化礼仪意识，人人争当传递文

明的使者，共同塑造辽宁人民热情好客、文明礼貌的

良好形象。

编写这样一个读本，是“迎全运、爱家乡、建辽

宁”文明公民培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读本系统介

绍了社会生活、职业服务、涉外交往、观赏赛事等方

面的礼仪规范，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希望大家

通过阅读、学习，掌握礼仪知识，践行礼仪规范，提

升自身文明素质，为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全运

会，为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辽宁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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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谓礼仪？

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

为规范和准则。

礼仪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

潮流等因素影响，在社会文化生活和人们相互交往

中逐渐演变，约定俗成。是人类文明和道德修养的

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礼仪的内容涵盖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

仪容、举止、表情、服饰、谈吐、待人接物等。从

总体上看，礼仪分为“如何要求自己”和“如何对

待他人”两方面。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礼仪就是律己

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尊重、理解的

过程和手段。

2. 礼仪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1）遵守：对于礼仪不仅要学习，更要加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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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任何人都有自

觉遵守应用礼仪的义务。遵守是应用与推广礼仪的

基础。

（2）自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习礼仪

要自我对照，自我反省，自我要求，自我检点，自

我约束。

（3）敬人：尊敬是礼仪的重点与核心。与人

交往应做到内敬外恭，平等有礼。处处不可失敬于

人，不可伤人自尊，不可侮人人格。

（4）宽容：在人际交往中应“以责人之心责

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多容忍和体谅他人。

（5）平等：对任何交往对象必须一视同仁，不

可厚此薄彼、区分对待。

（6）从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必要

时应该坚持《礼记》中“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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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入门而问讳”的做法。与绝大多数人的做法保

持一致。不宜自以为是，随意否定其他人的习惯。

（7）真诚：诚心诚意，以诚待人，表里如一，

光明磊落。应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敬意，

而不是仅流于礼仪规范的表面形式。

（8）适度：待人应适度得体，掌握分寸，凡事

过犹不及。

3. 礼仪的基本作用是什么？

（1）沟通作用：礼仪规范是人际沟通的润滑剂。

（2）协调作用：在社交活动中礼仪规范可以缓

和、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3）维护作用：礼仪是文化水平的外在表现形

式，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4）教育作用：通过对礼仪的评价、劝阻、示

范等教育形式，使人们趋于规范、促进和谐。

4. 为什么要遵守礼仪规范？

“不学礼，无以立”，礼仪不仅是人际沟通的纽

带和重要手段，也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精神风貌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