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礼仪培训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学习礼仪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随着人们日常交际的频繁，在商务活动、公务活动、社交活
动中越来越重视交往的细节，也许一个微小的细节决定了一
个人的第一印象。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
做任何事情，都应有一定之规。在交往中，礼仪既是一种规
矩。那么，何为礼仪?礼仪是一种在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准则
和规范，是互相尊重的需要。从内容上来说可以分为广义和
狭义。从广义上看，它等于礼节加仪式加礼貌;从狭义上看，
它建立在对他人的体贴、尊重和关爱之上，人们在社会交往
中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那么，到底什么是商务礼仪呢?

商务礼仪是人们在商务活动中，用以维护企业形象或个人形
象，对交往对象表示尊重和友好的行为规范和惯例。简单地
说，就是人们在商务场合适用的礼仪规范和交往艺术。和一
般的人际交往礼仪相比，商务礼仪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可操作
性，并且和商务组织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正如松下幸之助
所说：商务礼仪是管理者在商务场合中的脸面，如果不注重
礼仪，就会失去脸面。商务礼仪在我们生活的文明礼仪中也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我们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而
言，学习商务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在以后的商务工作中正确
运用礼仪能让我们受益匪浅。

还没开始学商务礼仪时，就对这门课充满了期待。由于自己



的专业是商务英语，所以当初选修课时选择了商务礼仪，但
当初对这门课程还很懵懂，只知道应该会对自己所学专业有
用，但不知道具体会讲些什么，在真正接触了商务礼仪这门
课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要真正做到优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个人举止得体，言语文雅，就给别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课后希望自己能够掌握全部的礼仪知识，因为它使我提升了
自己，慢慢的我融进了这门课程。像我们以后所从事的职业
中都会遇到以下一些场景，商务礼仪就引导了我们在商务交
际中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的上座就是客人坐在哪，哪就是上座，如果时主人亲自开车，
副驾驶座就是上座，如果是专职司机开车，那上座就是后排
右座。

除此之外，我还看了几期国际时尚礼仪专家周思敏的礼仪讲
座。她从坐姿，站姿，握手，微笑，递名片、用餐等一系列
在日常的商务交往中经常碰到的细节问题中感受商务礼仪的
真谛。周思敏老师用行为引导观众去学习，并且通过一边教
学，一边告诉观众该怎么做，让我深刻体会到礼仪的重要性。

学习礼仪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
码的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
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对一个社
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
惯的.反映,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
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

礼仪是一种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应具有的相互表
示敬重、亲善友好的行为规范，是人的一种内在涵养的充分
体现;从个人角度来说，优秀的礼仪素质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
的修养，还有助于美化自身、美化生活，并且有利于与他人
的交往与沟通，使人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



学习礼仪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礼仪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德育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每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体现，学习礼仪培训心得
体会。通过了文明礼仪活动的开展和平日里的培训学习，我
从中领悟到了文明礼仪的`真谛，现在我来谈谈自己的一些心
得体会。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离不开社交礼仪。所以，我
觉得我们在平时应真正地做到“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力
求做好每一件事。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树好自身形象，树好单位形象，那么，我们的生
活将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社会将更加温馨和谐。

外表文明是内心文明的反映，培养良好的礼仪行为，必须有
内心的文明素质。所以我们都应当认真学习社交礼仪的基本
知识，加强自身修养，培养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习惯。注意
自己的外表形象，说文明话，做文明事，着装端庄整洁，举
止文明斯文，保持一种有内在素质，有外表文明的良好形象。

学习礼仪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今日教师为咱们解说每个礼仪，我听后收获颇丰。我边听边
想自己哪点做得好哪点做得欠好。我以为我的餐桌礼仪是最
差的。

在曾经我非常挑食的，不喜爱吃青菜就把青菜放得远远地，
把肉放在自己前面，便利我夹肉吃;每次吃饭，菜一上桌，我
就好像饿虎饥不择食的吃饭，不等父母他们;吃饭中，只要父
母夹菜给我，而我连一声“谢谢”都没说过，也从来没夹菜
给父母吃;这都是有我喜爱吃的菜才这样的。没有我喜爱吃的
菜时，我就大发脾气，吵着闹着去买我喜爱的菜，父母只好
顺着我的意去买，累得他们上气不接下气的，他们也说过我：
“儿子，你现已长大了，不要那么不懂事了，”我底子没有



听进去。

今日，教师给我上了课，使我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现在
会等他们一同坐下，才开端吃饭;我现在会把好吃的菜放在父
母的前面，便利父母夹菜;我现在喜爱吃青菜了，不在挑食
了;我现在都会自动的夹菜给父母吃了;父母夹菜给我吃的时
分，我会向他们说声“谢谢”;吃完了之后，我会很有礼貌的
向他们说一声“父母，我吃饱了，你们慢用。”爸爸
说：“咱们的儿子长大了，”我笑了笑说：“哪里有嘛”。
正所谓：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
乃坐。

我要感谢校园展开这个活动，是它让我懂得那么多的道理。

礼仪培训学习心得体会【篇4】

学习礼仪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西装的套色

西装的讲究非常多，价格从高到低相差也非常大，如何选择
西装确实要根据每个人自己具体的情况而定，很难给出统一
的标准。但有些意见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首先应该注意西装应该保持同色配套，并且面料以深色，尤
其是深蓝色为好，或是深色有细条纹的。有人疑问，“我们
学校有些教授是从国外回来的，他的西装就是上下颜色一深
一浅并不一致啊?”确实，在海外许多教授的着装就是上下颜
色不一致。但是请注意，你不是教授，你现在也不是在申请
教授的职位。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不要等到面
试前一天才去买西装，因为西装是需要精挑细选才会选中合
适的，匆忙之中挑选不出得体的西装。



这里有个关于西装的小故事，大家可以从中借鉴。有一些中
国旅行团到国外考察，团员们个个西装笔挺，但是细一看有
的人袖口上故意留着“××西装”的标签。

如果说最保守的西装颜色是深色，最保守的衬衣颜色则是白
色，这样的搭配是大多数商务人士的普遍选择。此外，有人
也会选择蓝色的衬衣，这就需要特别注意与西装颜色和款式
的配合，否则将会很难看。当然，白色的衬衣也有不足之处，
白色易脏、难以保持清洁，尤其在天热或空气质量较差的时
候，刚换的白衬衣往往一天就脏了。因此，白色的衬衣应该
多买几件，经常换洗。

挑选衬衣的时候，应该注意领子不要太大，领口、袖口不要
太宽，以刚好可以扣上并略有空隙为宜。质地以30%—40%的
棉、60%—70%的化纤为好。完全化纤质地的衬衣会显得过于
单雹透明，不够庄重，纯棉的衬衣如果熨烫不及时又会显得
不够挺括，而且每次洗过之后都需要重新熨烫。

西装不需要讲求名牌，衬衣也不需要。许多国际公司的职业
经理人的西装及衬衣都是订做的，只有裁缝店的名字，没有
大众熟知的牌子。这些人讲究的是制-作-工-艺和布料质地，
同学们的着装只要尺寸合身、风格庄重就可以了。

领带学问大

领带的色调、图案如何配合衬衣和西装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也与个人的品位有关，同学们平时应该多注意观察成功人士、
知名公司领导人的着装，看看他们如何选择领带，同时大家
也可以将各自的心得体会多交流交流。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不要使用领带夹。因为使用领带
夹只是亚洲少数国家的习惯，具有很强的地区色彩，并非国
际通行的惯例。至于领带的长短，以刚刚超过腰际皮带为好。



裤子的长短宽松

裤子除了要与上身西装保持色调一致以外，还应该注意不要
太窄，要保留有一定的宽松度，也不要太短，以恰好可以盖
住皮鞋的鞋面为好。同时，千万记住不要穿背带裤，年轻人
穿背带裤是很幼稚、很高傲的表现。另外，运动裤、牛仔裤
无论是什么名牌，都不是正装，不适宜在面试的时候穿着。

白色袜子太多了

袜子以深色为好，但平时经常见到一些人穿白袜子，这在国
际商务着装中不会出现。深色的袜子应该没有明显的图案、
花纹，另外，也不应该穿较透明的丝-袜。

皮鞋黑而不脏、亮而不新

皮鞋的颜色要选黑色，这与白衬衣、深色西装一样属于最稳
重、保险的色调。要注意经常擦鞋，保持鞋面的清洁光亮。
有的同学尽管买的皮鞋很好，但不注意擦拭，面试的时候皮
鞋看上去灰头土脸的，与上面笔挺的西装很不协调，这会让
招聘经理觉得应聘者粗心大意，不拘小节。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新皮鞋留到面试那天才穿，
因为新皮鞋第一次穿会很不合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让
人误认为你有腿疾。

公文包给谁用

男生随身携带不装电脑的电脑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注
意电脑包不要过大。如不使用电脑也不必把电脑放到包里一
起带着，背着沉重的电脑，整个人都会显得不灵活，不精干。

2文明礼貌



不讲究文明礼貌是面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基本的礼节是
必不可少的，文明礼貌，讲究礼节是一个人素质的反映、人
格的象征。因此，面试时应注意：

(1)在开始面试之前肯定有一段等候的时间，切忌在等待面试
时到处走动，更不能擅自到考场外面向里观望，应试者之间
的交谈也应尽可能地降低音量，避免影响他人应试或思考。

(3)走进室内之后，背对考官，将房门轻轻关上，然后缓慢转
身面对主考官;

(4)向主考人员微笑致意，并说“你们好”之类的招呼语，在
主考人员和你之间创造和-谐的气氛：

(7)尽可能记住每位主考者的姓名和称呼，不要弄错;

(8)面谈时要真诚地注视对方，表示对他的话感兴趣，决不可
东张西望，心不在焉，不要不停在看手表;要注意和考官的目
光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