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餐桌礼仪手抄报(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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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餐桌礼仪手抄报篇一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只知道的是正月初一时，家长
带领小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朋友们也互致新年快
乐，以吉祥之语互贺祝新春。卑幼者并须叩头致礼，谓
之“拜年”。主人家则以点心、糖食、红包热情款待。其实，
春节拜年学问很多，春节文化元素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
中展示。

“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也包括向长
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健康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
到同辈亲友，也要施礼互贺。至今未曾改变这种礼仪，只是
在形式上更多元化了。

年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
齐齐，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中国人自明清起始，对拜年礼仪定下了不成文的规矩，有着
一定的次序：首拜天地神祗，次拜祖先真影，再拜高堂尊长，
最后全家按辈份次序互拜。对尊长要行大礼，对孩童要给赏
赐。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
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
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

拜亲朋也讲究次序：初一拜本家;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



岳父等，直至十六日。这种习俗早在宋朝时就已流行。宋人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十月
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到了
清朝年间，拜年礼仪有了升华。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
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
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
亦互相往拜于门……。”一般说来，平辈间拜年则拱手致语
就行了。

首先拜家里长辈。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
当然，长辈受拜以后，一定会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
给晚辈。不能忘记的是向邻居长辈拜年。中国有句古话：远
亲不如近邻。所以向邻居长辈拜年仅次于本属长辈，一般说，
邻居长辈也会给“压岁钱”的。

其次是走亲戚拜年。初一或初二必须到岳父、母家，并须带
贺礼。进门后还得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各行三叩首礼，
然后再给长辈们依次跪拜。

接着就是礼节性的拜年了。如给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
佛像三叩首，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而已，如比自
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连说免
礼表示谦恭。一般情况下，不宜久坐，客套话完了就要告辞。
主人受拜后，也应择日回拜。

还有一种就是感谢性的拜年。凡过去一年中对人家欠情的，
如曾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老师、师傅、医生等，就要买些礼物
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感恩谢意。

拜年习俗中最隆重的应该说是团拜。团拜，现在已成为国家
级礼仪活动了，甚至还带有国际性，一些与中国友好的国家
会致电中国政府贺新年;中国驻外使节也会举办春节团拜活动。
“团拜”形式，大约起源于清朝时期，清人艺兰主在《侧帽
余谭》中就曾说过：“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



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
欢”。

如今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发短信、寄贺卡、礼仪电话和电
报，都是一种新的拜年形式。寄贺卡时，也会同时寄上自己
的名片。

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
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
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此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清人
《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
成为时尚。”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
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
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某人，住大学士
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至今的
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古代文人雅士则流行互送拜年钻。拜年钻就是如今的贺年片，
是由古代的名片演变而成。据清代赵翼考证，西汉时没有纸，
削竹木为刺，上书名姓，叫“名刺”。后来还用大红绒线在
织锦上绣字为“名片”。东汉后用纸代木，叫做“名纸”。
六朝时简称为“名”，唐代叫“门状”。宋代还别称“手
刺”、“门刺”。

早在宋代，亲朋好友之间就已经相互送贴致贺，这就是早期
的贺年片。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
新年贺节，往往使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
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
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
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
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

据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拜年习俗最早行于明朝京都。
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述道：“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



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
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如东西长安
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剌，有不
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人不
纳，或有闭门不纳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结伴而往，
至入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始暇拜其父母。”朝官往来，
不管认识与否都要互拜，百姓则各拜亲友。

到了明清时，人们用“寸褚”、“红单”投谒代替拜年。这
时的贺年片设计更加完美、精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
地址，还写上了“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的祝辞。明朝
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

不求见面惟通谒，

名纸朝来满蔽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

世憎嫌简不嫌虚。

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清
代时兴在春节时送“拜盒”，即将贺年帖放在精致美观的饰
盒里送给亲友，以示庄重。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
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中国人春节拜年是很讲究的。讲究的核心就是时间观念。

拜年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这是拜年的第一要素。

由于平时劳碌，年节期间人们一般起得较晚。若过早登门拜
年，往往让主人措手不及。有人喜欢选择晚上拜年，一坐好
几小时，也难免影响主人休息。作客逗留时间一般以半小时
至40分钟为宜，这样，既不失礼貌，又不影响主人接待其他



客人。拜年时，若进门问声“新年好”，旋即匆匆离去，也
会给人以“缺少诚意”的感觉。

送贺礼也十分讲究，这也是礼物也拜年要素之一。

贺礼一定要送的得体。给长辈、教师、师傅拜年时，应适当
带点礼物。礼物既不宜太昂贵豪华，又应能“拿得出手”。
捧上一束鲜花，送上一张精美的贺卡，近年已成为都市现代
人浪漫温馨的拜年方式。

拜年贺礼物还应讲究卫生、安全。比如，别人送给自己的糕
点，一般不宜转送他人，否则食品在“旅游”中难免会腐烂
变质;给年迈或患病者拜年，所送的水果等应该有益于对方强
身健康，以免造成浪费甚至引起误解;赠送花炮之类，则万万
不能去购买伪劣产品。

此外送贺礼还应注意节俭。

自己如果动手制作一个精美的小礼物送给同学、恋人、同事
等，既可表达真挚的情谊，又可显现自己的才华。

拜年时还一定要注意礼节和言谈举止。邻里相坐、同学相逢、
朋友相聚，皆应“过年言好事，出口称吉祥”，纵然平日有
所积怨，亦不应提起，至于聊侃时不谈粗俗之事，不讲无聊
低级话语，就更是常识、常理了。

餐桌礼仪手抄报篇二

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专门场所，礼仪教育是德育、美育的
重要内容。

(一)学生礼仪

学生是学校工作的主体，因此，学生应具有的礼仪常识是学



校礼仪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在活动中，在与
教师和同学相处过程中都要遵守一定的礼仪。

1、课堂礼仪：遵守课堂纪律是学生最基本的礼貌。

(1)上课：上课的铃声一响，学生应端坐在教室里，恭候老师
上课，当教师宣布上课时，全班应迅速肃立，向老师问好，
待老师答礼后，方可坐下。学生应当准时到校上课，若因特
殊情况，不得已在教师上课后进入教室，应先得到教师允许
后，方可进入教室。

(2)听讲：在课堂上，要认真听老师讲解，注意力集中，独立
思考，重要的内容应做好笔记。当老师提问时，应该先举手，
待老师点到你的名字时才可站起来回答，发言时，身体要立
正，态度要落落大方，声音要清晰响亮，并且应当使用普通
话。

(3)下课：听到下课铃响时，若老师还未宣布下课，学生应当
安心听讲，不要忙着收拾书本，或把桌子弄得乒乓作响，这
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下课时，全体同学仍需起立，与老师互
道："再见"。待老师离开教室后，学生方可离开。

2、服饰仪表：穿着的基本要求是：合体。适时。整洁。大方。
讲究场合。

3、尊师礼仪：学生在校园内进出或上下楼梯与老师相遇时，
应主动向老师行礼问好。学生进老师的办公室时，应先敲门，
经老师允许后方可进入。在老师的工作、生活场所，不能随
便翻动老师的物品。学生对老师的相貌和衣着不应指指点点，
评头论足，要尊重老师的习惯和人格。

4、同学间礼仪：同学之间的深厚友谊是生活中的一种团结友
爱的力量。注意同学之间的礼仪礼貌，是你获得良好同学关
系的基本要求。同学间可彼此直呼其名，但不能用"喂"、"



哎"等不礼貌用语称呼同学。在有求于同学时，须用"请"、"
谢谢"、"麻烦你"等礼貌用语。借用学习和生活用品时，应先
征得同意后再拿，用后应及时归还，并要致谢。对于同学遭
遇的不幸，偶尔的失败，学习上暂时的落后等，不应嘲笑、
冷笑、歧视，而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对同学的相貌、体态、
衣着不能评头论足，也不能给同学起带侮辱性的绰号，绝对
不能嘲笑同学的生理缺陷。在这些事关自尊的问题上一定要
细心加尊重，同学忌讳的话题不要去谈，不要随便议论同学
的不是。

5、集会礼仪：集会在学校是经常举行的活动。一般在操场或
礼堂举行，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又是正规场合，因此要格
外注意集会中的礼仪。升国旗仪式：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升降国旗是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无论中小学
还是大学，都要定期举行升国旗的仪式。升旗时，全体学生
应列队整齐排列，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当升国旗、奏国歌
时，要立正，脱帽，行注目礼，直至升旗完毕。升旗是一种
严肃、庄重的活动，一定要保持安静，切忌自由活动，嘻嘻
哈哈或东张西望。神态要庄严，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所
有在场的人都应抬头注视。

6、校内公共场所礼仪：应该自觉保持校园整洁，不在教室、
楼道、操场乱扔纸屑、果皮、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
在黑板、墙壁和课桌椅上乱涂、乱画、乱抹、乱刻，爱护学
校公共财物、花草树木，节约用水用电。自觉将自行车存放
在指定的车棚或地点，不乱停乱放，不在校内堵车。在食堂
用餐时要排队礼让，不乱拥挤，要爱惜粮食，不乱倒剩菜剩
饭。

(二)教师礼仪

教师是学校工作的主体，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而
且是学生思想道德的教育者。老师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以自
己的言行举止、礼仪礼貌对学生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



而对学生的言行举止发生作用。因此，老师要十分注意自己
给学生留下的印象，要使自己从各方面成为一个优秀的、学
生能够仿效的榜样。

1、教师的行为举止：一个人气质、自信、涵养往往从他的姿
态中就能表现出来。作为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更要
注意自己在各种场合的行为举止，做到大方、得体、自然、
不虚假。

(1)目光：在讲台上讲课时，教师的目光要柔和、亲切、有神，
给人以平和、易接近、有主见之感。当讲话出现失误被学生
打断，或学生中出现突发事情打断你的讲课时，不能投以鄙
夷或不屑的目光，这样做有损于你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

(2)站姿：老师站着讲课，既是对学生的重视，更有利于用身
体语言强化教学效果。站着讲课时，应站稳站直，胸膛自然
挺起，不要耸肩，或过于昂着头。需要在讲台上走动时，步
幅不宜过大过急。

(3)手势：老师讲课时，一般都需要配以适度的手势来强化讲
课效果。手势要得体、自然、恰如其分，要随着相关内容进
行。讲课时忌讳敲击讲台、或做其他过分的动作。

2、教师的言谈：教师承担的主要任务离不开语言表达。因此，
作为一名教师，要注意表达语言时应遵守的礼仪礼节。

(1)表达要准确：学校中设置的每一门课程都是一门科学，有
其严谨性、科学性。老师在教授时应严格遵循学科的要求，
不可庸俗化。

(2)音量要适当：讲课不是喊口号，声音不宜过大，否则，会
给学生以声嘶力竭之感。如果声音太低又很难听清，也会影
响教学效果。



(3)语言要精练：讲课要抓中心，不说废话和多余的话，给学
生干净利索的感觉。

(4)讲课可以适时插入一些风趣、幽默的话，以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3、与学生谈话：

(1)提前通知，有所准备。谈话最好提前与学生打招呼，让学
生有一个思想准备，这既是一种礼貌，又是对学生的尊重。

(2)热情迎候，设置平等气氛。举止端正，行为有度。谈话时，
语气要平和，要有耐心，不要高音量、不反唇相讥，应表现
出良好的道德修养。

(3)分清场合，入情入理。在与人谈话时，老师的表情要与谈
话对象、内容协调一致。不要言过其实，故意夸大事实，也
不应传播不利团结或道听途说的事情。

餐桌礼仪手抄报篇三

先请客人入座上席，在请长者入座客人旁依次入座，入座时
要从椅子左边进入。入座后不要动筷子，更不要弄出什么响
声来，也不要起身走动。如果有什么事要向主人打招呼。

进餐时，先请客人中长者动筷子。

夹菜时每次少一些，离自己远的菜就少吃一些，吃饭时不要
出声音，喝汤时也不要出声响，喝汤用汤匙一小口一小口地
喝，不宜把碗端到嘴边喝，汤太热时凉了以后再喝，不要一
边吹一边喝。有的人吃饭喜欢使劲咀嚼脆食物，发出很清晰
的声音来，这种做法是不合礼仪要求的，特别是和众人一起
进餐时，就要尽量防止出现这种现象。



进餐时不要打嗝，也不要出现其他声音，如果出现打喷嚏、
肠鸣等不由自主的声响时,就要说一声“真不好意思”、“对
不起”、“请原凉”之类的话，以示歉意。

如果要给客人或长辈布菜，最好用公筷，也可以把离客人或
长辈远的菜肴送到他们跟前。按我们中华民族的习惯，菜是
一个一个往上端的，如果同桌有领导、老人、客人的话，每
当上来一个新菜时就请他们先动筷子，或者轮流请他们先动
筷子，以表示对他们的重视。

吃到鱼头、鱼刺、骨头等物时，不要往外面吐，也不要往地
上仍，要慢慢用手拿到自己的碟子里，或放在紧靠自己餐桌
边或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

要适时地抽空和左右的人聊几句风趣的话，以调和气氛，不
要光着头吃饭，不管别人，也不要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顿，更
不要贪杯。

最好不要在餐桌上剔牙。如果要剔牙时，就要用餐巾或手挡
住自己的嘴巴。

要明确此次进餐的主要任务。要明确以谈生意为主，还是以
联络感情为主，或是以吃饭为主。如果是前着，在安排座位
时就要注意，把主要谈判人的座位相互靠近便于交谈或疏通
情感。如果是后着，只需要注意一下常识性的'礼节就行了，
把重点放在欣赏菜肴上。

最后离席时，必须向主人表示感谢，或者就此时邀请主人以
后到自己家做客，以示回敬。

餐桌礼仪手抄报篇四

初一拜本家;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岳父等，直至十六日。
这种习俗早在宋朝时就已流行。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



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
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到了清朝年间，拜年礼仪有了
升华。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
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
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
门……。”一般说来，平辈间拜年则拱手致语就行了。

首先拜家里长辈。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
当然，长辈受拜以后，一定会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
给晚辈。不能忘记的是向邻居长辈拜年。中国有句古话：远
亲不如近邻。所以向邻居长辈拜年仅次于本属长辈，一般说，
邻居长辈也会给“压岁钱”的。

其次是走亲戚拜年。初一或初二必须到岳父、母家，并须带
贺礼。进门后还得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各行三叩首礼，
然后再给长辈们依次跪拜。

接着就是礼节性的拜年了。如给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
佛像三叩首，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而已，如比自
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连说免
礼表示谦恭。一般情况下，不宜久坐，客套话完了就要告辞。
主人受拜后，也应择日回拜。

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发短信、寄贺卡、礼仪电话和电报，
都是一种新的拜年形式。寄贺卡时，也会同时寄上自己的名
片。

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
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
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此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清人
《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
成为时尚。”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
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
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某人，住大学士



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至今的
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古代文人雅士则流行互送拜年钻。拜年钻就是如今的贺年片，
是由古代的名片演变而成。据清代赵翼考证，西汉时没有纸，
削竹木为刺，上书名姓，叫“名刺”。后来还用大红绒线在
织锦上绣字为“名片”。东汉后用纸代木，叫做“名纸”。
六朝时简称为“名”，唐代叫“门状”。宋代还别称“手
刺”、“门刺”。

餐桌礼仪手抄报篇五

1、礼，不妄说人，不辞费。

2、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

3、礼，天之经也，民之行也。——左传

4、礼节及礼貌是一封通向四方的推荐信。——西班牙女王伊
丽莎白

5、礼貌经常可以替代最高贵的感情。——梅里美

6、礼貌使有礼貌的人喜悦，也使那些受人以礼貌相待的人们
喜悦。——孟德斯鸠

7、礼貌是儿童与青年所应该特别小心地养成习惯的第一件大
事。——约翰•洛克

8、礼貌是人类共处的金钥匙。——松苏内吉

10、礼貌是有教养的人的第二个太阳。——赫拉克利特

11、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事，也是最珍贵的东西。—冈察尔



12、礼貌像只气垫，里面什么也没有，却能奇妙地减少颠簸。
——约翰逊

13、礼貌之风为每一个人带来文明、温暖和愉快。——诺•
文•皮尔

14、礼貌周全不花钱，却比什么都值钱。——西班牙。塞万
提斯

15、礼仪是微妙的东西，它既是人们交际所不可或缺的，又
是不可过于计较的。——培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