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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青春期不仅是打好学习基础的重要时期，而且是身心日趋发

展成熟的关键时期。青少年只有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才能精力

充沛地去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克服挫折，从而有效地提高学习成

绩。因此，对青少年进行身心健康教育势在必行。所以我们编写

了本丛书———《男孩女孩青春期教育系列》，旨在通过分析研究青

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使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青春期自我保健的各种知识，从而健

康地成长。

本丛书重点阐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的

内容、基本原则以及对青少年进行健康教育的主要办法；青少年

时期身体发育的特点及体育锻炼的重要性；青少年性器官和第二

性征发育的特点，以及在此期间应注意的卫生问题；青少年如何

正确地对待学习，净化生长环境；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１—



观、价值观等相关内容。

本丛书语言浅显易懂，事例针对性强，操练设计切实可行，是

青少年进行青春期自我教育的首选书籍，也是家长送给孩子的首

选礼物，同时更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可或缺的参考

教材。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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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美在彬彬年少

———继承优良传统，讲究文明礼貌

礼仪之邦的文明风范

礼仪是人类社会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共同遵守的

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是一个人、一个组

织、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内在精神风貌的展示; 它既是一

种内在修养，又是一种行为规范，同时也是人们高尚道德

情操的感性行为，是人类文明的精粹。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以“礼仪之邦”著称于

世，许多杰出人物都提倡礼仪。如孔子曾经为推行“礼

治”而奔波一生，他认为: 人们“不学礼，无以立”。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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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把学礼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人无礼则不

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讲究礼仪的佳话，如“廉

蔺相交”，说的是战国时代蔺相如以大局为重、谦让有

礼，终于感动了廉颇，从此二人结为“刎颈之交”。“孔融

让梨”，是说后汉的孔融虽然年幼，却知道把大梨礼让给

别人，最小的梨留给自己。“张良纳履”说的是张良肯为

寒酸的老人拎鞋并谦恭地为老人穿上，从而感动了老人，

得到老人送的《太公兵法》。“程门立雪”是说宋代杨时

向比自己年少的程颐求教，正好碰到程颐瞑目而坐，杨时

侍立不去，待程颐醒来，门外之雪已深一尺。这些生动的

故事至今让人感动。

古代礼仪教育强调从小做起，养成习惯，做到体貌兼

习，文质彬彬，举止与内涵一致，行为美与心灵美统一。

对于我国古代礼仪教育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能一



3
概排斥，简单抛弃，也不能盲目照搬，全盘吸收，应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在礼仪修

养方面都是相当好的。他们的作风、态度、待人处事都堪

称典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为中国的革命事业

建立了丰功伟绩，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礼仪传统方面

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最有风度的领导人和外交

家，他的一举一动都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人们

用“富有魅力”、“无以伦比”等词语赞美周总理的风度。

曾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待人很谦

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

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周恩来的外貌

给人的印象是:仪态亲切、非常直率、镇定自若而又十分

热情。”与周总理接触过的中外人士都为他超凡的气质

所倾倒。

赫赫有名的陈毅元帅离别故乡几十年后回家探亲，

年近八十的老母听到久别的儿子回乡看望她，一时因过

分激动而小便失禁。陈毅进屋拜见母亲后亲自动手替她

洗净衣裤，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品德和文明风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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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礼仪教育的重要意义

有的青少年朋友认为，一个人只要品德好就行了，讲

文明礼貌只是一种形式，无关紧要。这种看法也是不正

确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

把一个人的好品德看作内容，那么讲文明礼貌就是这个

人好品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假如没有这个形式，他的优

良品德又如何体现出来呢? 你会设想一个品德优良的青

少年，言谈举止却是野蛮、粗鲁、不懂礼貌吗?

还有些青少年朋友认为，讲文明礼貌是虚伪客套，说

什么自己喜欢直来直去，不愿意矫揉造作。这种想法多

少是对文明礼貌的一种误解。诚然，社会上确有一些人

表面上彬彬有礼，肚子里却勾心斗角，文明礼貌对他们来

说确实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客套。但我们所提倡的文

明礼貌是以共产主义精神原则为指导的，是建立在人与

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基础上的，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社

会公德。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完全

出自内心深处对他人的尊重、友爱、同情和关心，这和虚

伪客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讲文明礼貌和性格直

爽是不矛盾的，直爽决不等于粗鲁，我们一方面为人要正

直、坦率、光明磊落;另一方面待人要礼貌、耐心、细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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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把这两方面很好地统一起来，使文明礼貌成为人

与人之间通向友爱和尊重的桥梁，这是我们每个青少年

所应具有的美德。

礼仪培养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素质。

礼仪是通过人的行为活动来体现的。一个人的文化

素质有多高，其个人修养如何，往往会反映在其行动中，

是否讲究礼仪，具有文明习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

仪即教养。青少年的礼仪修养是其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礼仪教育是为维护社会生活，保持社会稳定而形成

和存在的，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是提高全民族

文明素质的需要。

青少年朋友，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愿你们每个人在社

会生活中，都是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美好形象。美，在

彬彬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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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入“乡”随俗知礼仪

众人读《红楼梦》以为林黛玉为多愁善感、言语尖刻

之人。其实，为情所动、为爱所迷者的言语行状多与常人

不同，不被人们理解，古今中外皆是一理，无可惊异。梁

山伯之爱祝英台，罗密欧之恋朱丽叶，莫不如此。细考之

下，黛玉其实是位知书达“礼”，又处处注意入“乡”随俗

的姑娘。

黛玉出身书香之族、钟鼎之家，其父林如海为苏州巡

盐御史，其母贾敏出自京都望族———贾府，父母膝下仅黛

玉一人，就被当作男孩子教养，自小研习诗文，知书达礼。

贾雨村任黛玉的私塾先生时，经常发现她读书时，凡

遇到“敏”字都会念作“密”;写字时，凡遇到“敏”字都减

少一二笔。他十分奇怪，后来才了解到“敏”是黛玉母亲

的讳字，而当时的黛玉年仅四五岁。

不幸，她六岁时，母亲“一疾而终”，患病期间，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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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汤奉药，细心照顾，宛若成人。

京中的外祖母贾母念及黛玉无人依傍教育，派人来

接，黛玉遂被护送进京。

来至贾府，黛玉见前来迎接的几个三等什妇吃穿用

度，已是不凡，即打定主意: 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

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

来至正房，拜见贾母众姐妹，众人皆悲喜交加，贾母

等问寒问暖，黛玉始终从容回答，落落大方。贾母介绍王

熙凤说这是“凤辣子”，南京有名的“泼皮破落户”，众人

皆笑，黛玉未敢冒然称呼，经姐妹们介绍，方陪笑见礼，以

“二嫂”称之。

贾母命人带黛玉见两位母舅。贾赦告知: 连日身体

不好，见面彼此伤心，不要想家，外气。黛玉一一答应，要

辞别舅母，舅母留饭，黛玉婉拒: “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

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了赐去不恭，异日再

领，未为不可，望舅母容谅。”二人惜别。

黛玉来见二舅贾政，王夫人告知:今日斋戒，以后再见

不迟。今后多与众姐妹来往，勿惹宝玉。黛玉连连答应。

这时，贾母传饭，王夫人携黛玉来到，贾母正面榻上

独坐，两边两张空椅。熙凤忙拉黛玉坐到左边第一张椅

子上，黛玉十分推让。贾母告知:你舅母和嫂子不在此吃

饭，你是客人，应坐在此。黛玉才勉强坐下。饭毕，丫环

送上茶来，黛玉虽受过家教“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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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吃茶，方不伤脾胃”，此时也不免入乡随俗，立即用茶

漱口。

饭茶已毕，贾母问黛玉曾读何书，黛玉道: “刚念了

《四书》。”黛玉遂问姐妹们读何书，贾母道: “读的什么

书，不过是认识几个字，不是睁眼瞎罢了!”黛玉即知外

祖母不喜爱女孩子们读书。偏偏此时宝玉赶到，询问黛

玉可曾读书，黛玉见众人都在，就顺势答道: “不曾读，只

上了一年学，些许认识几个字。”

至此，黛玉正式入居贾府。

在这一个简要的入住过程中，黛玉在深谙礼仪、克尽

孝道、善辨称谓、谨言慎行、入乡随俗方面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传统礼教深入人心，代代相

传，成为维系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可轻易遗

弃。我们介绍林黛玉入贾府知礼仪，目的也在于此。当

然这不是要当代青少年去机械地学习照搬林黛玉的礼

仪，礼仪的具体形式是经过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林黛玉那

时的礼仪形式许多现在已不适用了。我们希望大家学习

的，是林黛玉的深谙礼仪和处处讲礼仪的那种文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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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差距，明确方向

在这一章的操练部分，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调查问

卷，通过一些简单的问题来测试你的文明礼貌程度如何。

建议你在阅读其余各章节之前，先做一遍这个问卷，统计

一下自己得了多少个是、多少个否。当然，其中肯定有很

多问题，你做得还不够或不知如何做，那么别着急，仔细

阅读本书的各个章节，许多问题你就会茅塞顿开，各章中

的操练与行动部分也会为你提供有益的提示与帮助。这

样，在认真学习本书一个月后，再来做一遍这个问卷，你

一定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巨大进步。

1．你是否认为养成文明礼貌行为是青少年个人成才

的重要组成部分?

2．每天早晨进校时，你是否对所有遇见的老师都打

招呼? 跟同学打招呼吗?

3．你在班里是个受人欢迎、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