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仪课教学反思(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礼仪课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我主要采用情景教学，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礼仪，从
内心接受礼仪，这节课能够以活动课的形式展开教学内容，
课堂流程明快简捷，方法新颖。学生能在生动活泼的课堂气
氛中充分地感受到“礼仪”的重要，通过设计让学生在情境
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整节课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高、
参与面广，课堂中“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效果良好，同时，
教师还展现了自身较高的课堂应变能力，对学生活动中生成
的问题，都能够及时予以恰如其分的点评。此外，此节课在
理论深度的发掘上有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能够将国人在国
外所呈现的文明素养与国家形象、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

但这节课中仍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许多不
足之处，首先，在导入时利用三幅图片，学生提出对中国人
不尊重但我没有过多提到，只侧重了是中国人做得不对，其
实只是一少部分不讲礼仪的国人作出让外国人“礼遇”我们
的事情，其次，在礼仪大比拼环节中每组选出一名代表参加
礼仪大使的`比赛，但最终只是给个人鼓励，没有体现以组为
单位的比赛制度，再次，语言不够严谨，幻灯片操作过程中
不及时不到位，最后，在结束时板书归纳为一棵常青树，应
让学生总结这是一棵什么树，教师在命名为“礼仪之树”，
对这棵礼仪之树的含义在重点强调一定会达到教学效果，相
信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会有所改正，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如果课尾能够有意识地与课堂开始展示的三张体现国人旅游
文明素质的图片相结合，再次升华“国家形象大使”的行为



要求，可能还会体现出更好的效果。

礼仪课教学反思篇二

在《礼仪展风采》这一课中，要让学生懂得什么是礼仪，礼
仪有什么作用。掌握基本的社交礼仪，并能够在交往中加以
运用。乐于以礼待人，形成讲文明、讲礼貌的交往态度，从
内心愿意做讲礼仪的人。上完本课后，我有如下的一些感想：

老师在备课时，必须的一个工作就是阅读教材，弄清楚本课
的教学目标。基础课程改革后，使用的新教材与老教材的不
同点就在于新教材更形象，不如老教材的知识体系清晰。所
以初一第一年使用新教材，当我亦步亦趋的跟随教材的时候，
有的课却是别别扭扭的，仿佛已变成了教材的奴隶了。现在
适应了新教材，我也不再迷信教科书了，我想在大的教学目
标方面一致就可以了，而不必完全拘泥于教材内容，所以我
对本课的教学内容大胆作了整合、加工、处理，使本课的结
构层次更加的紧凑、清晰。我对教学内容重组后，分成四块：
礼仪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讲
究礼仪的意义（重要性）；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礼仪和少数民
族礼仪；社交礼仪的形成。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听到、感受到礼仪，礼仪
是一种美，我应该让学生表现这种美，欣赏这种美，接受这
种美。所以我设计了两个学生的表演活动，表演展示的就是
日常的给长辈打电话的礼仪，招待同学的礼仪。学生对礼仪
的了解不会那么详细，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事先要把礼仪的
细节设计好，达成教学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在礼仪的
教学方面，我觉得用正面的`表演要比反面的效果要好。班杜
拉曾经作过一个实验证明人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学习的。学生
观察到正面的积极的刺激越多，对他们的积极的行为的影响
就越大。所以课堂上要慎用表演，表演虽然能令气氛热烈，
但如果内容不恰当，反而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每个表演
活动完之后，我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表演活动中体现了哪



些礼仪细节，让学生从同学的表演中自己说出基本的礼仪要
求，在这个环节中，我充分运用了学生的教学资源，引导学
生学习，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第二个问题是，表演中如此
讲礼仪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情节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很近，
所以学生也很容易分析讲礼仪的意义，那么就把表演深化了，
达成本课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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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课教学反思篇三

礼仪展风采教学反思在《礼仪展风采》这一课中，要让学生
懂得什么是礼仪，礼仪有什么作用。掌握基本的社交礼仪，
并能够在交往中加以运用。乐于以礼待人，形成讲文明、讲
礼貌的交往态度，从内心愿意做讲礼仪的人。上完本课后，
我有如下的一些感想：

一、教材内容要敢于整合。

老师在备课时，必须的一个工作就是阅读教材，弄清楚本课
的教学目标。基础课程改革后，使用的新教材与老教材的不
同点就在于新教材更形象，不如老教材的知识体系清晰。所



以初一第一年使用新教材，当我亦步亦趋的跟随教材的时候，
有的课却是别别扭扭的，仿佛已变成了教材的奴隶了。现在
适应了新教材，我也不再迷信教科书了，我想在大的教学目
标方面一致就可以了，而不必完全拘泥于教材内容，所以我
对本课的教学内容大胆作了整合、加工、处理，使本课的结
构层次更加的紧凑、清晰。我对教学内容重组后，分成四块：
礼仪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讲
究礼仪的意义（重要性）；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礼仪和少数民
族礼仪；社交礼仪的形成。

二、活动设计要为教学目标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听到、感受到礼仪，礼仪
是一种美，我应该让学生表现这种美，欣赏这种美，接受这
种美。所以我设计了两个学生的表演活动，表演展示的就是
日常的给长辈打电话的礼仪，招待同学的礼仪。学生对礼仪
的了解不会那么详细，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事先要把礼仪的
细节设计好，达成教学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在礼仪的
教学方面，我觉得用正面的表演要比反面的效果要好。班杜
拉曾经作过一个实验证明人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学习的。学生
观察到正面的积极的刺激越多，对他们的积极的行为的影响
就越大。所以课堂上要慎用表演，表演虽然能令气氛热烈，
但如果内容不恰当，反而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每个表演
活动完之后，我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表演活动中体现了哪
些礼仪细节，让学生从同学的表演中自己说出基本的礼仪要
求，在这个环节中，我充分运用了学生的教学资源，引导学
生学习，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第二个问题是，表演中如此
讲礼仪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情节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很近，
所以学生也很容易分析讲礼仪的意义，那么就把表演深化了，
达成本课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三、教学资料要勤于创新

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课前问好有无必要？学生还是知



道尊师的。由此达成了教学目标：礼仪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而且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所
以，教师的教学资料在拿用其他教师资料的同时，还要勤于
创新。

礼仪课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教学后，我回顾了备课、教学设计、教学流程的点点
滴滴，看到了自己课堂教学的进步，也发现了许多不足。

从备课方面看，这节课的着眼点在于：当今社会太多数学生
是独生子女，文明礼仪是人与人交往的前提，是融入现代社
会做一个文明人的基本要求，而当今社会青少青欠缺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使学生学会以礼待人，不仅能使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更加纯洁，也可以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使社会更
加和谐，本框题主要是帮助学生培养文明礼仪的素质，掌握
基本的社交礼仪，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教学重点在于懂
得待人接物的一般礼仪，与中学生有关的礼仪规范，并能熟
练掌握社交的一般礼仪，从而展现自己的风采；在教学目标
上，这节课的教学目标基本达成；在教学设计方面，我通过
人所皆知的故事引入，揭示课题。课上我采用讲故事、情景
再现等互动活动，整个教学设计各个环节清晰，师生互动良
好。 但课堂教学过程也出现一些不足。首先，整个课堂教学
比较单调，我的激情还是不够。比如在讲故事那个环节，本
来是由学生自己去讲，但后来还是老师来代替，引导学生回
答能力有所欠缺。

其次，课堂调控能力问题，作为老师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给
予学生发挥其主体作用。在教学中，应注意给学生充分的思
考时间，学生回答后应进行适当的点评，再发挥自己的主导
性，给予归纳提升。而且，本节课课堂气氛是非常活跃，但
是学生比较随意，有偏离主题。

再次，感觉自己在某些设计方面没有考虑周全，多余和重复



的语言比较多，所提出的问题也不适当，以致学生难以切入
问题。在课堂知识方面，也没有怎么发掘课本内容。

今后，在教学中，应该吸取经验和教训，注意教学设计在备
课中应首先备学生，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在活动中
掌握礼仪的基本知识，做一个懂礼貌，讲礼仪的中学生。

礼仪课教学反思篇五

礼仪展风采教学反思 在《礼仪展风采》这一课中，要让学生
懂得什么是礼仪，礼仪有什么作用。掌握基本的社交礼仪，
并能够在交往中加以运用。乐于以礼待人，形成讲文明、讲
礼貌的交往态度，从内心愿意做讲礼仪的人。上完本课后，
我有如下的一些感想：

老师在备课时，必须的一个工作就是阅读教材，弄清楚本课
的教学目标。基础课程改革后，使用的新教材与老教材的不
同点就在于新教材更形象，不如老教材的知识体系清晰。所
以初一第一年使用新教材，当我亦步亦趋的跟随教材的时候，
有的课却是别别扭扭的，仿佛已变成了教材的奴隶了。现在
适应了新教材，我也不再迷信教科书了，我想在大的教学目
标方面一致就可以了，而不必完全拘泥于教材内容，所以我
对本课的教学内容大胆作了整合、加工、处理，使本课的结
构层次更加的紧凑、清晰。我对教学内容重组后，分成四块：
礼仪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讲
究礼仪的意义（重要性） ；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礼仪和少数民
族礼仪；社交礼仪的形成。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听到、感受到礼仪，礼仪
是一种美，我应该让学生表现这种美，欣赏这种美，接受这
种美。所以我设计了两个学生的表演活动，表演展示的就是
日常的给长辈打电话的礼仪，招待同学的礼仪。学生对礼仪
的了解不会那么详细，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事先要把礼仪的
细节设计好，达成教学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在礼仪的



教学方面，我觉得用正面的表演要比反面的效果要好。班杜
拉曾经作过一个实验证明人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学习的。学生
观察到正面的积极的刺激越多，对他们的积极的行为的影响
就越大。所以课堂上要慎用表演，表演虽然能令气氛热烈，
但如果内容不恰当，反而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每个表演
活动完之后，我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表演活动中体现了哪
些礼仪细节，让学生从同学的表演中自己说出基本的礼仪要
求，在这个环节中，我充分运用了学生的教学资源，引导学
生学习，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第二个问题是，表演中如此
讲礼仪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情节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很近，
所以学生也很容易分析讲礼仪的意义，那么就把表演深化了，
达成本课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学生，课前问好有无必要？学生还是知
道尊师的。由此达成了教学目标：礼仪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而且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象征。所
以，教师的教学资料在拿用其他教师资料的同时，还要勤于
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