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礼仪性演讲稿称呼(大全6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
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
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礼仪性演讲稿称呼篇一

称呼，虽是件极简单的事，但只要留心现代称呼名目的复杂，
就会明白一个适宜得体的称呼，常会发生微妙的作用，至少
也不致因错用而闯下了不愉快的事件了。有人喜欢叫先生，
有人爱叫小姐。有些在社会中活动的女性，虽然已婚，但仍
然不高兴冠丈夫姓的，而愿意别人叫她做某小姐。有些更要
别人称她做某先生。在拜访她之前你最好调查清楚，以免误
事，若有人在旁介绍，则应按介绍人所用的称呼方法，不可
自作聪明，擅自更改。

先生两字是最普通的，甚至可以通用到称呼一切高级职位的
人们，当你觉得没有称呼他的职衔之必要，或急切中不知如
何称呼的时候，就称他为先生吧!以职衔来称呼一个军政长官
时，不必叫出对方的姓氏。总司令三字就够了，在同一地方，
难道除了他还有第二个总司令吗?对于董事长、校长等亦然，
除非同时有两个董事长或校长在座，才加上他的姓氏。有些
人在十年前作过市长，现在还喜欢别人称他作市长，若你是
一个宴会里的主人，在一个适宜的情形下，你直呼客人们的
名字，是可以打破了会场中严肃拘执的空气，使客人们受到
你的暗示而更感到自由随便的愉快。

跟人谈话最困难的，就是应讲什么话题。关于话题，最普遍
的误解是：只有那些令人兴奋刺激的才是值得一谈。因而便
苦苦地搜索，想找一些奇闻，惊心动魄的事迹，或是令人神
经错乱的经验，以及最不平凡的情形。这一类的话题，虽是



一般人听起来最有趣，而且能够在谈话的时候，讲出这样动
听的事件，无论听的人，或是讲的人，都是一种满足。但这
类的事情，到底不多，有些轰动社会的新闻，根本不用等你
来讲别人就已经听过了。即使你亲身经历过比较特殊的事件，
你也不能把它到处一讲再讲。因为你在某一个场合讲得很受
欢迎的.故事，在另外一些人的面前，不一定会适合。因此，
你以为只有那些最不平凡的事情才值得谈，那你就会经常觉
得无话可谈了。

有些人常常想跟别人谈一些很抽象的哲学理论，或是什么爆
炸的问题。但这一类问题，即使你准备得很充分，却很难找
到和你有同样兴趣的谈话对象，因此，在大多数的场合，你
就会觉得无话可谈了。任何题材都是良好的谈话资料，只要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加留意的话，你可以谈足球、篮球和羽
毛球；你可以谈食物、谈饮料、谈天气；你可以谈生命、谈
爱情；你可以谈同情心、谈责任感、谈真理、谈光荣；你可
以谈证券市场、谈流行的服装；你可以讨论书籍、戏剧、电
影、广播的节目、国际新闻、或者地方上的问题；你可以交
换一下关于某个故事、或是某个人物的意见；你可以复述一
下，你在某个杂志上面看到的一篇论文的要点。

礼仪性演讲稿称呼篇二

在社交中，人们对称呼一直都很敏感，选择正确，恰当的称
呼，既反映自身的教养，又体现对他的重视。

称呼一般可以分为职务称、姓名称、职业称、一般称、代词
称、年龄称等。职务称包括经理、主任、董事长、医生、律
师、教授、科长、老板等；姓名称通常是以姓或姓名加“先
生、女士、小姐”；职业称是以职业为特征的称呼，如：秘
书小姐、服务先生等；代词称是用“您”、“你们”等来代
替其他称呼；年龄称主要以“大爷、大妈、叔叔、阿姨”等
来称呼。使用称呼时，一定要注意主次关系及年龄特点，如



果对多人称呼，应以年长为先，上级为先，关系远为先。

问候是见面时最先向对方传递的信息。对不同环境里所见的
人，要用不同方式的问候语。和初次见面的人问候，最标准
的'说法是：“你好”、“很高兴认识您”、“见到您非常荣
幸”等。如果对方是有名望的人，也可以说“久仰”，“幸
会”；与熟人想见，用语可以亲切、具体一些，如“可见着
你了”。对于一些业务上往业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些称赞语：
“你气色不错”、“你越长越漂亮了”等待。

态度诚恳，表情自然、大方，语言和气亲切，表达得体。谈
话时不可用手指指人，做手势动作幅度要小。谈话者应保持
一定距离。在公共场合男女之间不要耳鬓厮磨，与非亲属关
系的异性避免长时间攀谈、耳语。

对长辈、师长、上级说话要尊重，对下级、晚辈、学生说话
则注意平易近人。同时与几个人谈话，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
一两个人身上，要照顾到在场的每一个人，注意听取对方的
话。

不可出言不逊、强词夺理。不可谈人隐私，揭人短处。不可
背后议论他人，拨弄是非。不说荒诞离奇、耸人听闻的事，
不搞小广播。谈话中意见不一致时，要保持冷静，以豁达的
态度包容异已或回避话题。忌在公众场合为非原则性问题大
声喧哗、争执打闹。遇有攻击、侮辱性言辞，一定要表态，
但要掌握尺度。

礼仪性演讲稿称呼篇三

大家好！我是八（11）班的戴xx

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以礼相待，与人为善中国是一个有着
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素来是一个温文尔雅，落



落大方，见义勇为，谦恭礼让的文明礼仪之邦。华夏儿女的
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体现一个人的气质与素养。

荀子云：“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国无礼则不宁。”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根基，是我
们健康成长的臂膀。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
学万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教师首先要教育学生要做一个
真诚的人，而学生的学习也应该首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之人，
学做社会中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无不遗憾的发现，在物质文明高
度发展的今天，我国公民的文明素质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新华社曾报道了一则新闻：“十一”黄金周的第二天，新疆
乌鲁木齐市南山旅游景区出现80多名韩国游客集体捡垃圾的
场面，其中包括30多名儿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游览途
中看到景区垃圾遍地，便自发地组织起来清理垃圾，短短20
分钟，方圆近1公里的垃圾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在驱车将5个
装满垃圾的纸箱送至垃圾站后，韩国游客才安心继续游玩。
参加集体捡垃圾的韩国游客柳仁圭说：“野外应该是一片净
土，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么漂亮的地方却有很多垃圾。”外
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捡垃圾的事儿并非头一遭：在咱们的城市
街头、园林景区以及长城上，都留下过外国人捡拾垃圾的身
影。他们或是一人或是数人乃至数十人，为我们的环境保护
充当“义工”。

而我们国人乱扔垃圾，却成了自然，因此即便到外地旅游，
也照样与陋习一路同行。

作为中国人，我们在对外宾捡垃圾的行为表达敬意的同时，
也更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中国有让我们引以为骄傲



的秀丽风光，更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然而秀丽风光今天
仍在，美好礼仪却被一些国人丢得差不多了。

孟子曾经说过：“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人不能总想着自
己，也要多想想别人。应该以开朗豁达的心境、热情友好的
态度，去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关爱他人，帮助他人。

与人交往，要心存感激，因为感激常常被描述为幸福生活的
秘方。要学会腾出一只手，腾出一只手给卑微者——赞扬他
们；腾出一只手给狂妄者——规劝他们；腾出一只手给奋斗
者——推进他们；腾出一只手给绝望者——点拨、鼓励、拯
救他们……在生活学习中，如果我们善于用友好的行为去帮
助别人，往往会得到同样友好善良的回报。

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让我们学会善待身边的人和事，学会以
礼相待。

让我们为着“礼仪之邦”而奋斗吧！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礼仪性演讲稿称呼篇四

称谓礼仪是在对亲属、朋友、同志或其他有关人员称呼时所
使用的一种规范性礼貌语，它不仅能恰当地体现出当事人之
间的隶属关系，而且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涵养。商务礼仪中正
确称呼有哪些?下面是本站小编搜集整理的一些内容，希望对
你有帮助。

令尊：尊称对方的父亲。

令堂：尊称对方的母亲。



令郎(令子、令郎君、令嗣)：尊称对方的儿子。

令爱(令媛)：尊称对方的女儿。

令婿(令坦、令倩)：尊称对方的女婿。

令媳：尊称对方的儿媳。

令正(令阃、贤阁，尊夫人)：尊称对方的妻子。

乔梓：称人父子。

昆玉(昆仲)：称人兄弟。

令侄：称人侄儿。

贤契：称自己的学生。

高足：称别人的学生。

家父(家严、家君)：称自己的父亲。

家母(家慈)：称自己的母亲。

家兄、家姐：称自己的兄姐。

舍北、舍妹：称自己的弟妹。

舍侄：称自己的侄儿。

内人(内子、内助、拙荆)：称自己的妻子。

外子：称自己的丈夫。

犬子(豚子、犬儿、小子)：称自己的儿子。



小女：称自己的女儿。

敝友：称自己的朋友。

请：有求于对方。

请问：请求对方解答问题。

赐教：请人给予指教。

高见(高论)：称对方的看法，见解。

贵姓(尊姓)大名：询问对方姓中。

贵庚(芳龄)：询问对方年龄。

高寿(高龄)用于问老年人的年龄。

尊府(府上、尊寓、华居)：称对方的住处。

拜望：探望。

拜访：访问。

拜托：托人办事。

拜辞：告别。

敬请：恭敬地请求。

恭候：恭敬地等候。

光临：客人到来。

光顾(惠顾)：商店欢迎顾客前来。



晚安：晚上道别。

奉陪：陪伴。(自己的举动涉及对方的用“奉字”)

奉送：赠送。

奉还：归还。

奉告：告诉。

奉劝：劝告。

奉养：侍奉和赡养(尊亲)。

恭喜：祝贺对方已经取得成功。

雅正：把自己的诗文、书画、作品赠人时用此辞，表示请对
方指教。

斧正(指正)：请人对自己的诗文、书画、作品加以修改、指
教。

礼仪性演讲稿称呼篇五

在社交中，人们对称呼一直都很敏感，选择正确，恰当的称
呼，既反映自身的教养，又体现对他的重视。

称呼一般可以分为职务称、姓名称、职业称、一般称、代词
称、年龄称等。职务称包括经理、主任、董事长、医生、律
师、教授、科长、老板等；姓名称通常是以姓或姓名加“先
生、女士、xx”；职业称是以职业为特征的称呼，如：秘
书xx、xx先生等；代词称是用“您”、“你们”等来代替其他
称呼；年龄称主要以“大爷、大妈、叔叔、阿姨”等来称呼。



使用称呼时，一定要注意主次关系及年龄特点，如果对多人
称呼，应以年长为先，上级为先，关系远为先。

问候是见面时最先向对方传递的信息。对不同环境里所见的
人，要用不同方式的问候语。和初次见面的人问候，最标准
的说法是：“你好”、“很高兴认识您”、“见到您非常荣
幸”等。如果对方是有名望的人，也可以说“久仰”，“幸
会”；与熟人想见，用语可以亲切、具体一些，如“可见着
你了”。对于一些业务上往业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些称赞语：
“你气色不错”、“你越长越漂亮了”等待。

态度诚恳，表情自然、大方，语言和气亲切，表达得体。谈
话时不可用手指指人，做手势动作幅度要小。谈话者应保持
一定距离。在公共场合男女之间不要耳鬓厮磨，与非亲属关
系的异性避免长时间攀谈、耳语。

对长辈、师长、上级说话要尊重，对下级、晚辈、学生说话
则注意平易近人。同时与几个人谈话，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
一两个人身上，要照顾到在场的每一个人，注意听取对方的
话。

不可出言不逊、强词夺理。不可谈人隐私，揭人短处。不可
背后议论他人，拨弄是非。不说荒诞离奇、耸人听闻的事，
不搞小广播。谈话中意见不一致时，要保持冷静，以豁达的
态度包容异已或回避话题。忌在公众场合为非原则性问题大
声喧哗、争执打闹。遇有攻击、侮辱性言辞，一定要表态，
但要掌握尺度。

礼仪性演讲稿称呼篇六

这个忌讳也和乞丐有关，因为乞丐乞讨时，就是手心朝上托
碗；而我们平时吃饭则是用手端碗。因此，这种吃饭的姿势，
也是被视为不吉，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注意的。对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家长们来说，乞丐的举止是万万不能模仿的。

以前的乞丐行乞，经常是用筷子敲击着举起的空碗， 挨家挨
户乞讨，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用筷子敲碗几乎成了乞丐的标
志性动作。所以，家教好的孩子，从小就被告知，不可以用
筷子敲碗。调皮的小孩子如果故意违反，是会受到家长严厉
指责的，甚至被罚。而成人如果还有这种行为，则会被视为
少家教。

习俗中，祭祀逝者亡灵时，要把筷子直接竖插在饭中，以便
亡灵享用。因为筷子的这种插法是有特殊讲究的，意味着这
碗饭是给亡灵吃的。从小大人就会教育孩子不可以这样摆，
这也就成为了吃饭时的第一大忌讳。

整个进餐过程中，筷子要始终保持并列在一起的状态，切勿
将一双筷子分开放，以免产生“快(筷)分开”了的谐音、寓
意，影响感情。

古人是讲究“食不言寝不语”的。而现在一起吃饭成了沟通
感情、人际关系交流的重要手段，吃饭时不说话是不可能的。
但即便这样，也还是有一些细节要讲究。

饭桌上经常看到满嘴饭菜就张口说话的人，好像还唯恐别人
听不清楚，说的还特别大声，嘴里食物很容易就喷洒到饭桌
上，甚至别人的脸上。

这种行为不仅不卫生，不礼貌，还被视为没教养。

在家中请客吃饭，招待客人，要让客人感受到主人的热情，
更要避免一些非常失礼的地方。

比如说，吃饭过程尚未结束，主人提前离席，会让客人不太
安心；主人提前收拾桌上的碗筷碟盘，抹桌子扫地等，更会
被视为逐客的表示，是非常不礼貌的。



去别人家里做客，吃饭时不可太随意，要注意一些习俗、禁
忌、讲究。比如说最常见的剩饭现象，其实在做客时是很不
应该的。《朱子治家格言》有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劝喻人们不要浪费。现在
提倡的“光盘行动”，也是反对浪费的。去人家里做客的时
候，碗里剩下饭菜不仅浪费，还不太礼貌，也暴露了自己教
养的不够。再比如说，吃饭时起身去夹其他人面前的饭菜，
酒足饭饱之时做出放松腰带动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