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仪课表演 教研活动礼仪心得体会(优
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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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仪课表演篇一

第一段：引入教研活动的重要性和目的（200字）

教研活动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通过教研活动，教师
们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分享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水平。然而，
在参与教研活动的过程中，一些教师可能会忽略了礼仪的重
要性。礼仪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规范和约束，对于创造良好
的教研氛围和促进合作至关重要。

第二段：教研活动中的礼仪要求和准则（200字）

在教研活动中，个人的言行举止应符合一定的规范和准则。
首先，教师们应尊重他人。在进行讨论时，要注意倾听他人
的意见，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其次，教师们应保持积极的态
度。无论是在提问还是回答问题时，都应以积极向上的姿态
面对问题。再次，教师们应注重沟通技巧。在表达自己的观
点时，要注意用清晰简明的语言，避免使用过于专业化的术
语，以便能够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交流。

第三段：做一个有礼仪的教育者的重要性（200字）

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还应
该具备一定的礼仪修养。首先，有礼仪的教育者能够给学生



带来良好的示范效果，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其次，有
礼仪的教育者能够创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促进学生的积极参
与和学习效果的提高。最后，有礼仪的教育者能够更好地与
学生家长进行沟通和合作，提升家校合作的质量。

第四段：个人在教研活动中的体会和改进（300字）

在参与教研活动中，我意识到自己在礼仪方面还有许多不足
之处。首先，我经常在他人发言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倾听和
理解对方的意见，而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行为不
仅掩盖了他人的声音，也削弱了共享和交流的效果。其次，
我在表达观点时，有时过于直接和冲动。我应该更加注重语
言的表达方式，控制情绪，避免过激或不恰当的言辞。最后，
我在与同事合作时，有时会没有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利益。我需要更加关注团队合作的精神，
理解并尊重他人的需要和意见。

第五段：改进的措施和期望（300字）

为了改进自身的礼仪修养，在参与教研活动时，我计划采取
一些措施。首先，我将努力培养倾听他人的能力，学会从不
同的角度去理解和体验别人的观点。其次，我将注重修炼自
己的情绪管理能力，学会在冲动的时候冷静思考和表达。最
后，我将更加注重团队的合作精神，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积极促进团队间的交流与合作。我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提升
自己在教研活动中的礼仪修养水平，为创造良好的教研氛围
和学习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结（100字）

在教研活动中，有礼仪的参与者能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
积极的合作关系。作为教师，我们应意识到礼仪的重要性，
并不断提升自身的礼仪修养。通过倾听他人、注重语言表达
和尊重他人需要，我们可以成为更有效的教育者，推动教研



活动和教学水平的提升。

礼仪课表演篇二

教研活动是教师们相互交流、学习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平
台。在参与教研活动时，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关乎个
人形象，更关系到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效果的达成。通过
参与多次教研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了礼仪的重要性，并积累
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教师敬业精神的展示

教研活动是教师的一项重要职责，更是展示教师敬业精神的
好机会。在参与教研活动前，我们应该做好充分准备，了解
活动的主题内容和要求。在活动中，要积极参与讨论，提出
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并认真倾听他人的建议和意见。在发言
过程中，要注意控制时间，不占用太多的讨论时间，尊重他
人的权利。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形象的展示，穿着整洁得体，
仪表端庄，言谈举止得体，不随意走动或打扰他人。只有展
示出教师的专业态度和敬业精神，我们才能在教研活动中更
好地融入和发挥作用。

第二段：沟通交流的艺术

教研活动的核心是沟通交流，而良好的礼仪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进行交流。在教研活动中，我们要遵循交流的基本规则，
尊重他人的意见和决策，不霸道或强行表达自己的观点。我
们应该耐心听取他人的发言，不插嘴或打断他人的发言，尊
重每个人的发言权和表达权。同时，我们还应注重谦虚和尊
重他人的感受，在发表自己观点时要语言得体，不使用过激
的语言，尽量避免争论和冲突。总之，通过良好的沟通交流，
我们可以更好地与他人建立信任和合作，进而促进教研活动
的有效进行。



第三段：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教研活动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而礼仪是团队合作的基石。
在教研活动中，我们需要与他人密切配合，共同解决问题和
达成目标。在团队合作中，我们要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
议，尊重团队中每个成员的贡献，不过分强调个人的观点和
意志。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合作的效率和质量，及时完成自
己的任务，不拖延工作进度，不对他人的工作进行过多干预
和指责。团队合作是一个需要互相支持和理解的过程，只有
凭借良好的礼仪，我们才能在团队中更好地协作和发挥作用。

第四段：尊重他人权益和个人隐私

在教研活动中，我们要注重尊重他人的权益和个人隐私。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表达风格，我们要尊重他人的个
性，不评价或嘲笑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同时，在活动中我们
要注意保护他人的个人隐私，不随意透露他人的个人信息或
私密事务。保护他人的权益是一个礼仪问题，我们需要尊重
他人的成长空间和个人尊严，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交流氛围。

第五段：对自己的提升和反思

通过参与教研活动，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自己的不足和提升
的方向。在活动结束后，我们要及时总结自己的表现，并进
行反思和自我提升。我们要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建议，不
抱怨或推卸责任，为自己的不足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同时，
我们还要注重自我修养和知识的积累，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
水平，为下一次的教研活动做好准备。只有通过不断的反思
和提升，我们才能在教研活动中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作用。

总结：参与教研活动是一个不断提高自己和与他人交流的过
程，而礼仪是这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只有通过良
好的礼仪，我们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沟
通和合作关系，最终达成教研活动的目标。因此，我们在参



与教研活动时，应该重视礼仪，注重教师敬业精神的展示，
倡导沟通交流的艺术，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尊重他人的
权益和个人隐私，以及进行对自己的反思和提升。只有通过
这些努力，我们才能在教研活动中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取
得更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礼仪课表演篇三

首先，礼仪最重要的基础是不去引起别人的不适感觉，
在“高大上”的西餐厅里冒冒失失和在“普通”的西餐厅里
穷讲究都是让人不快的举动。餐厅的消费水准，是否需要预
约，是否有着装要求以及其他客人的着装举止情况都可以帮
你判断。其次，就是要有充满自信面带微笑临危不乱的姿态
以及得体大方的着装，如果是女士的话，适当的上妆也是基
本的礼仪。

接下来，就是西餐中最让人头疼(包括西方人自己)，但又让
人倍有用餐优越感的繁冗的餐桌礼仪了：

餐具的摆放及使用须知

席位卡： 由主人摆放，如果写有你的名字，那随意换位置可
不礼貌，而随意更换席位卡更是非常失礼的大忌讳。

餐巾：一般待东道主先拿餐巾，其他人再将餐巾折叠放在腿
上;在与别人交谈前，一定要先用餐巾擦拭一下嘴。如果中途
要离场，请将餐巾放在座椅上表示在场其他人和服务员你呆
会还要回来，只有待用餐结束的时候，才将餐巾放回桌上。

面包盘&黄油刀： 将面包在面包盘一手撕下一小块放入口里，
再扯成适宜入口的大小尺寸，如果要涂抹黄油或果酱，也要
先将面包掰成小块再抹。

餐叉&餐刀：“自外向内”使用，一旦开始使用，就不要再将



放回桌面上，不用时可以架在盘子上。

胡椒&盐： 即使您只要求了盐，一般胡椒和盐会一起上桌，
可根据口味自行添加。

尽管大部分食物都不应当用手碰触，但以下的食物例外：

刀叉的摆放，其实是像服务生传达你是否依旧在吃或者是结
束这盘菜的信号，将倒茶并排置于盘子里11点钟方向，就表
示你已经用好这道菜，可以撤下去了。正餐餐厅里，如果不
注意摆放，单单吃成光盘，服务员也不会给你上下道菜哦。

其他注意事项

若是私人餐会，入座时应以女士优先;而公事餐会时，则应让
上司或长辈先入座;入座时从左侧入座。

刀叉、餐巾掉在地上时别随便趴到桌下捡回，应请服务员另
外补给。

嘴里有东西时不要说话。

洗手盆一旦端上来，不可拧挤盆内的柠檬，也不可将两只手
同时放入清洗 。

女士用餐前应先将口红擦掉，以免在杯或餐具上留下唇印，
予人不洁之感。不要在座位上补妆，哪怕是用餐结束后。

抽烟最好在用餐后，等到饮用咖啡时才抽，实在要抽烟可以
和同席的人示意后离桌。

礼仪课表演篇四

活动目标



1.学习一些文明用语、并在交往中运用文明用语。

2.学习一些文明礼仪的知识，逐步养成文明行为。

3.形成初步的'规则意识，游戏、活动中能自觉遵守游戏规则。

重点、难点

建立文明用语意识，能遵守游戏规则规则。

活动准备

1少儿礼仪录像(早晨到校、放学离校等等的情景)。

2、幼儿有序活动课件。

3、相对情景画面。

活动过程

一、观看少儿礼仪录像。

2、教师和幼儿互相问好。

3、幼儿和幼儿互相问好。对做得好的引导幼儿评价予以鼓励。

二、出示画面。

请幼儿指出那个行为正确，那个不正确为什么?滑滑梯一定要
有秩序，上下楼梯的靠右行等等。

三、组织游戏活动(猫捉老鼠)。

1、老师示范讲游戏规则。



2、按规定轮换猫和老鼠。对按规则做游戏的孩子进行导向性
评价。

教学反思

在这次有关礼仪教育的社会活动中，给幼儿一个实践练习的
机会。通过教师示范、师幼练习、生生练习多种方式对幼儿
使用礼貌用语进行训和建立游戏规则。教师看到有很多幼儿
在礼貌方面进步很快。现在班级中绝大部分幼儿早上来园时
都能跟老师问早、问好还对家长说再见。但离园时，孩子们
看到自己的家长来接时，都非常激动、兴奋，离园时跟老师
说再见的小朋友不是很多，在游戏时、大多幼儿都能遵守游
戏的规则。

礼仪课表演篇五

近年来，教育界越来越强调教研活动的重要性，认为教师的
教学能力和教育素养的提升离不开教研活动的支持和促进。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到各个层面的教研活动
中去，通过不断地参与和思考，我深刻体会到教研活动礼仪
的重要性。在教研活动中，秉持一种礼仪意识，能够使教研
活动更加和谐、高效，这对于教师们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在教研活动中，礼貌待人是最基本的礼仪之一。在与
他人交流时，要尊重对方的感受，不以强势和傲慢的态度对
待。尽管参与者各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但我们应该通过尊
重他人的观点和意见，促进交流与合作。在我参与的教研活
动中，我遇到了与我意见不合的同事，但我始终保持客观和
冷静的态度，始终把握住场合和面对对象的交流方式，让对
话保持良好的氛围。

其次，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一种有效的礼仪。在教研活动
中，争论和辩论不可避免，但我们要掌握好方法和方式，使
辩论不演变成争吵和争执。要善于倾听别人的观点和建议，



对于不同的意见，要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当我们发表自己的
观点时，要言之有理、理有据，并且避免情绪化的言辞，以
免伤害对方。仔细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清晰和有
逻辑的表达，才能使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更有说服力。

再次，尊重他人的辛勤努力是一种礼仪。教研活动是教师之
间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场合，我们不能忽视每一个人的付出和
成果。即使我们对某个教学观点表示异议，也应该以尊重的
态度对待，通过友好和建设性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观点。
相互尊重和理解是教研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只有拉近
师生之间的距离，才能促进更加深入和广泛的交流。

最后，关注整体和团队的目标也是一种礼仪。在教研活动中，
我们不仅仅关注自己的发展，还要尊重集体的利益。无论是
刚刚加入教研团队的新教师，还是教龄较长的老师，都应该
秉持共同发展和进步的责任感。要关注整体的目标，促进团
队的合作，共同为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个人与集
体的利益相结合，才能使教研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果。

总之，教研活动礼仪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通过遵循礼貌待人、
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尊重他人的辛勤努力以及关注整体和
团队的目标，我们能够使教研活动更加和谐、高效。教研活
动的目的在于促进教师的成长和发展，通过教研活动礼仪的
培养和践行，我们能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进步，为学生创造
更好的学习环境。

礼仪课表演篇六

一、活动目标

为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创建文明校园，通过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
质和文明行为习惯，使学生具备文明生活的基本素养，为学
校德育工作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



二、活动内容

1、以三月“学雷锋”活动为契机，引导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从
而学会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2、以“三八”妇女节“我爱妈妈”主题教育为契机，促使学
生尊敬长辈，孝敬父母，让学生在活动中回报自己对妈妈
的`“爱”，学会感知亲情，回报亲情。

三、活动时间及要求

1.宣传发动阶段(2月25—3月5日)各班充分利用夕会课、班队
会课在班上宣传发动，做到人人知晓，营造浓厚的教育氛围。
结合学校总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班级实施方案。

2.方案实施阶段(3月6日——3月25日)各班切实按学校、班级
制定的方案做细、做实文明礼仪教育活动。

(1)各班要把主题教育作为“德育作业”告知学生及家长，发
动家长配合学校开展各类文明礼仪教育活动，把文明礼仪教
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把文明礼仪教育活动与学科教学活动
有机结合;把文明礼仪教育活动与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教
育有机结合。

(2)“爱妈妈”主题教育以班主任为主牵头实施;“学雷锋”
主题教育以辅导员为主牵头实施，也可班主任辅导员协商共
同策划。

(3)各班充分利用夕会课、班队会课、周日晚德育活动课和周
六、周日设计各类实践体验活动，通过实践体验，培养学生
的礼仪情感，激发学生对礼仪的认同感，不断强化礼仪的成
就感，感受到礼仪的乐趣，从而自觉地实践礼仪，形成高尚
的品质。



3.成果展示阶段(3月26——4月10日)

(2)进行“德育活动开放周”展示(4月6日——4月10日)。各
班以一节德育活动课的形式向家长展示3月主题教育。如有实
物展出，其地点为各班教室走廊墙壁、玻璃和教室内文化墙。

(3)填好申报表格于4月3日前上报到德育处，以便向家长发邀
请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