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同学间的礼仪有哪些 同学聚会礼
仪心得体会(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同学间的礼仪有哪些篇一

同学聚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时光。然
而，如果参加聚会的人不遵守礼仪，这个活动可能会沦为一
次浪费时间的聚会。因此，了解同学聚会的礼仪是非常重要
的。在此，我将分享我在同学聚会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到场时间

到场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遵守礼仪的一个重要
方面。如果你已经决定参加同学聚会，那么一定要在约定好
的时间到达。迟到可能会破坏其他人的计划，因此一定要提
前安排好时间。

第三段：穿着与礼仪

参加同学聚会的穿着也是礼仪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着装得体、
整洁，并避免穿着过于暴露或不得体的服装。穿着我们
的“成人礼服”也是一个好主意，以表达我们对这个场合的
尊重。此外，在同学聚会中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不要过
于放纵，表现出儒雅的一面将使全场感到轻松愉快。

第四段：礼物的选择与送礼的时间

第五段：表达感激之情



同学聚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应该好好把握。在这个时
刻，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感到欢迎和被尊重，以增加聚会的
气氛。一种方式就是公开感谢组织者和其他同学的付出和参
与。这样的表达只是简单的感谢，但始终是让大家感到快乐
和满足的重要方式。

结论：

以这些礼仪和技巧为理念，你可以更好地掌握同学聚会这样
的场合，这将确保这样的时刻有更多有趣的和放松的回忆。
然而，最重要的是心存感恩之情，记住为什么要参加同学聚
会并把握机会好好享受可以认可的乐趣。

同学间的礼仪有哪些篇二

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是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无论是
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男女同学之间的相处，都需要有一定
的礼仪与规范。在过去的学习与生活中，我从中汲取了不少
经验，形成了一些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
观察和思考，探讨男女同学交往的礼仪之道。

首先，对于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我们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尤其是在年轻人的成长阶段，情感变化频繁，容易产生误解
和纠纷。因此，我们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保持一种冷
静而客观的态度。男女同学之间的友谊可以很深厚，但是我
们要时刻知道自己的定位，不要让友谊变得暧昧。当感情双
方有互相追求的意愿时，我们应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遵守双方的意愿，不要搞暗中搞小动作，以免伤害他人感情。

其次，男女同学之间的交流要注重尊重和理解。一个好的交
流应该是平等互信的，男女同学之间不论是表达自己的意见
还是理解对方的观点，都要保持适度的尺度。不可以用过分
莽撞或者咄咄逼人的方式表达自己，也不能为了毫无意义的
争吵而伤害对方。我们要在交流中学会倾听，理解彼此的想



法，培养共同的兴趣，增进群体的凝聚力。在交往中，我们
还要善于用行动去表达自己的关心和关怀，例如送花或小礼
物，举手之劳也能给对方带来惊喜与快乐。

第三，男女同学之间应该遵守基本的社交规则。无论是在校
园还是社交场合，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人的隐私，不要过分干
涉或者过度追求。在社交过程中，礼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要注意细节，注重自己的形象与仪态。在聚会或活动中，不
要给对方带来尴尬或不便，注意言行举止，避免沦为狂热的
围观者。要尊重对方的空间与时间，避免不合时宜的请托或
相互之间的无礼行为。

第四，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要遵守道德底线。做人要有原则，
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也不例外。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道德底
线，遵守社会的伦理与法律规范。在交往中，不应该做出不
道德或伤害他人的行为，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与修养。如果
发现自己或他人出现了违背道德底线的行为，我们应该敢于
批评指正，及时止损，避免蔓延严重影响其他同学与社会的
情况。

最后，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要合理引导，成为彼此成长的推
动力。成长是关于共同体验与共同进步的过程，男女同学之
间的交往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互助互勉，共同进取。在交往
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与长处，为对方提供帮
助与支持，相互成就，在互相影响与感受中，一起成长，一
起进步。在这种关系中，双方能够相互激发潜力，相互成就，
不仅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更能够结识到更多的朋
友和资源。

总之，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礼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忽
视的一部分。从尊重距离、注重交流、遵守社交规则、遵守
道德底线，到合理引导成长，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时刻牢记的
准则与原则。只有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们才能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提升自身的修养与素质，共同成长，共创美好的未



来。

同学间的礼仪有哪些篇三

干杯的意思是把杯子里的酒全部喝光

在餐馆里吃剩的食物可以打包

吃面类时不可以发出声音

骨头或核可以直接吐在桌上

吃饭时打嗝也不失礼

说起来台湾餐桌礼仪，突然想起舒国治先生的《台北小吃札
记》里面有这么一段：

小老板周围的姑娘，基本都是标准的吃货，厨房的菜鸟。人
来到世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便是吃饭。年初，小老板和姑
娘去台湾搭便车环岛，路线大部分都是按照夜市来定，吃到"
肚爱bong泥"但是几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口腹之愉却总是在意
料之外。这里想说说：

一次是晚上八点多，好冷，两个人在苏澳街晃荡找睡的地方，
突然瞥见一间「牛肉面店」，一百多台币，一人一大碗，吃
的热汗直流好满足。一次从宜兰车站出来，走了两个多小时
的路，肚困够爱死，在一家小店坐下，两碗卤肉饭，外加清
汤一份，油菜一碟。吃的一点不留。

还有一次，从台东搭便车到恒春，下车的时候，车主专门买
了甘蔗汁和四个玉米给我们吃，于是两人干脆坐在十字路口
边，喝甘蔗汁，嚼玉米，天蓝的像蓝精灵，微风轻拂，那种
超级悠闲的感觉实在可遇不可求。后来下次五点到了垦丁恒
春小镇，没有吃饭，两个人在海边吹秤风，一罐菠萝啤，一



包瓜子，把帽子丢在沙滩上，唱着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
看着太阳慢慢地沉进海里，直到星星慢慢地上来。

还有一次，晚上十一点还找不到住处，饿的不行，然后干脆
跑去一间面摊，各点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和一群上了年纪
的啊公啊嫲在那里哈拉。最后只好在airbnb上面找了一家阿
根廷人的家睡。

其实，有时候好像吃什么，并不是特别重要，而是吃饭时的
心情和周围的人与景，而不期而遇往往会让事情变的更加有
趣。

同学间的礼仪有哪些篇四

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

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
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
侧尊于右侧。

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
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

如果你是主人，应提前到达，然后在靠门位置等待，并为来
宾引座。如果你是被邀请者，就应听从东道主安排入座。

如果时间允许，你应该等大多数客人到齐之后，将菜单供客
人传阅，并请他们来点菜。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千万
不要因为尊重他，或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酒席吃得多，
而让他/她来点菜，除非是他/她主动要求，否则，他会觉得
不够体面。

如果你是赴宴者，你应该知道，不该在点菜时太过主动，而
是要让主人来点菜。如果对方盛情要求，你可以点一个不太



贵、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菜。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特
别是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或是“比较喜欢吃什
么?”让大家感觉被照顾到了。

a.点菜三规则

一看人员组成

一般来说，人均一菜是比较通用的规则。如果是男士较多的
餐会可适当加量。

二看菜肴组合

一般来说，一桌菜最好是有荤有素，有冷有热，尽量做到全
面。如果桌上男士多，可多点些荤食，如果女士较多，则可
多点几道清淡的蔬菜。

三看宴请的重要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点菜时不应该问服务员菜肴的价格，或是讨
价还价，这样会让你公司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小家子气，而
且客户也会觉得不自在。

b.中餐点菜的三优四忌

一顿标准的中式大餐，通常，先上冷盘，接下来是热炒，随
后是主菜，然后上点心和汤，如果感觉吃得有点腻，可以点
一些餐后甜品，最后是上果盘。在点菜中要顾及到各个程序
的菜式。

优先考虑的菜肴

(1)有中餐特色的菜肴



宴请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像炸春卷、煮元宵、蒸
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2)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
头，北京的涮羊肉，在那里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
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3)本餐馆的特色菜

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
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饮食禁忌

(1)宗教的饮食禁忌，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例如，穆斯林通
常不吃猪肉，并且不喝酒。

(2)出于健康的原因，对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比如，心
脏病、脑血管、脉硬化、高血压和中风后遗症的人，不适合
吃狗肉，肝炎病人忌吃羊肉和甲鱼，胃肠炎、胃溃汤等消化
系统疾病的人也不合适吃甲鱼，高血压、高胆固醇患者，要
少喝鸡汤等。

(3)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往往不同。对于这一点，在安
排菜单时要兼顾。比如，湖南省份的人普遍喜欢吃辛辣食物，
少吃甜食。英美国家的人通常不吃宠物、稀有动物、动物内
脏、动物的头部和脚爪。

(4)有些职业，出于某种原因，在餐饮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
的特殊禁忌。例如，驾驶员工作期间不得喝酒。要是忽略了
这一点，还有可能使对方犯错误。



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动手取食。而应待主人打招呼，由主
人举杯示意开始时，客人才能开始;客人不能抢在主人前面。

夹菜要文明。应等菜肴转到自已面前时，再动筷子，不要抢
在邻座前面，一次夹菜也不宜过多。要细嚼慢咽，这不仅有
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

决不能大块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会给人留下贪婪的印
象。不要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莱吃，或者急忙把喜
欢的菜堆在自己的盘子里。

用餐的动作要文雅。夹莱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盘里的菜
拨到桌上，不要把汤泼翻。

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喝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
“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的表现。

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嘴里的骨头和鱼刺不要吐
在桌子上，可用餐巾掩口，用筷子取出来放在碟子里。掉在
桌子上的菜，不要再吃。

进餐过程中不要玩弄碗筷，或用筷子直向别人。用牙签剔牙
时，应用手或餐巾掩住嘴。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声响。

以下总结了一些酒桌上的你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细节一：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酒。敬酒一定要站起来，
双手举杯。

细节二：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
导。

细节三：自己敬别人，如果不碰杯，自己喝多少可视乎情况
而定，比如对方酒量，对方喝酒态度，切不可比对方喝得少，



要知道是自己敬人。

细节四：自己敬别人，如果碰杯，一句，我喝完，你随意，
方显大度。

细节五：记得多给领导或客户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
是要代，也要在领导或客户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
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比如领导甲不胜
酒力，可以通过旁敲侧击把准备敬领导甲的人拦下。

细节七：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
要厚此薄彼。

细节八：碰杯，敬酒，要有说词，不然，我干嘛要喝你的酒?

细节九：桌面上不谈生意，喝好了，生意也就差不多了，大
家心里面了了然，不然人家也不会敞开了跟你喝酒。

关于敬酒

1.主人敬主宾

2.陪客敬主宾

3.主宾回敬

4.陪客互敬

记住：作客绝不能喧宾夺主乱敬酒，那样是很不礼貌，也是
很不尊重主人的。

这里所说的倒茶学问既适用于客户来公司拜访，同样也适用
于商务餐桌。

(1)首先，茶具要清洁



客人进屋后，先让坐，后备茶。在冲茶、倒茶之前最好用开
水烫一下茶壶、茶杯。这样，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

(2)其次，茶水要适量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茶叶
过多，茶味过浓;茶叶太少，冲出的茶没啥味道。

再说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都不宜倒得太满，也不宜倒得
太少。

(3)再次，端茶要得法

要双手端茶，也要很注意，对有杯耳的茶杯，通常是用一只
手抓住杯耳，另一只手托住杯底，把茶端给客人。

(4)添茶

如果上司和客户的杯子里需要添茶了，你要义不容辞地去做。

常见一场宴会进行得正热烈的时候，因为有人想离开，而引
起众人一哄而散的结果，使主办人急得真跳脚。欲避免这种
煞风景的后果，当你要中途离开时，千万别和谈话圈里的每
一个人一一告别，只要悄悄地和身边的两、三个人打个招呼，
然后离去便可。

中途离开酒会现场，一定要向邀请你来的主人说明、致歉，
不可一溜烟便不见了。和主人打过招呼，应该马上就走，不
要拉着主人在大门大聊个没完。

同学间的礼仪有哪些篇五

中国是一个讲究吃的国家，想要达成一项成功的商务合作，
一顿欢愉的商务宴必不可少，而在酒桌上会点菜、会喝酒绝



对是一项技术活。在酒桌上能游刃有余的人都是高情商，所
以很多事情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当然也有很多怨恨也是在
酒桌上产生的。正所谓成也酒桌，败也酒桌。

中国宴席上，这饭该怎么吃呢？

守时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而赴宴守时是基本礼貌。如果你不是
酒桌上最大的老板、最大的领导，切忌不要迟到。中国的宴
席都会等人全部到齐才会开席，如果你迟到，直接结果并是
几人甚至十几人等你，这样你想谈的事情估计已经失败了一
半。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东道主应该第一个到场，而其他人不能去
太早，也不能比大领导去得晚。可以提前几分钟进场，熟悉
一下环境，和参宴人员间联络一下感情。

座次

中国宴席礼仪上，落座也很有讲究，赴宴时切忌第一个坐下
去。如果你位尊权重，或你是甲方，亦或是别人有求于你，
在主人请你落座时，方可落座。

如果你是主人，应该提前到达，然后靠门位置等待，并为来
宾引座，如果你是被邀请的，那么就应该听从东道主的安排
入座。

座次顺序：中国座次讲究“尚左崇东”“面朝大门为尊”。
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座，如果是八仙桌，则正对大
门一侧的座位右位为主座。正常情况下，你的老板出席应坐
主座，最高级别的客户坐主座左侧位置。

买单者才有话语权



如果你只是一个列席的食客，不要比主人说话更多，除非你
是小品相声打鼓说唱演员节目主持人什么的，而别人希望听
你来一段，除此之外，就是看买单的表演了。

就餐要礼貌，夹菜要慎重

中国人餐桌上都很讲究，商务桌上的就餐礼仪更加讲究。用
餐时要注意文明礼貌，客人入席后，不要立即动筷，而应等
主人打招呼后，由主人举杯示意开始，才能开始就餐。

餐桌上不要反复劝菜，可以向对方介绍菜品及特色，而是否
食用由对方自己决定。也不要随便给别人夹菜，不知道他人
的饮食习惯，也不知道他人喜好或忌口，所以不要随便尝试
给人夹菜。如果真的有很有特色的菜品，可以在征询他人意
见下，用公筷给他夹菜。

就餐时不要挑食，不能只盯着自己喜欢的菜，就餐动作要文
雅，夹菜不要碰到邻座。嘴里有食物不要和人聊天，喝汤及
吃菜不要发出声响，如果需要用牙签，可选择用纸巾遮挡处
理，或者去洗手间处理，就餐结束用餐巾或餐巾纸轻擦嘴角，
在主人示意结束后，才能离席。

要掌控餐桌状况

在餐桌上不要凭自己喜好和习惯随意交谈，需要搞清楚餐桌
上众人间的关系，再决定怎么说话，不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
烦。

餐桌上如果有大老板在，就不要再谈自己的小生意，即便你
是大老板，也需要看桌上有没有大领导和更大的老板再交谈。
要分清场合，尤其是在别人组织的饭局上，切忌自己侃侃而
谈，要学会倾听别人的谈话。

懂得保守秘密



餐桌上可能会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如一些领导的私生
活情况，或者领导喝醉了和你说了一些你不该知道的秘密等
等，在知道一些特殊的事情后，不要随意对外说，要学会保
守别人的秘密。

不要劝酒和醉酒

在餐桌上要权衡自己的地位，不要随意劝酒，尤其是在等级
不够的情况下更不能劝比自己级别高的领导喝酒。

喝酒要量力而行，不要喝醉酒，避免醉酒后发生一些不愉快
的行为，所以根据自己的酒量，在感觉快醉的时候，保持礼
貌的拒绝再喝。

温馨小提示：喝酒不要开车哦！

点单和买单的智慧

点单一般是做为东道主的主家点菜，如果在主人要求的情况
下，可以问问服务员有什么特色菜，然后挑选一个价格适宜
的菜。

如果是自己请客，那点菜时需要点一两道比较有份量的菜品，
另外也需要根据宾客的喜好或习俗，点一些适合宾客吃的，
同时也点一些当地比较有特色的菜肴。

买单的时候，如果是你请客，则需要在适合的情况下悄无声
息将单买了。如果是别人请客，则可以说声“谢谢某总，下
次我请您尝尝哪里比较有特色的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