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
会 如何培养孩子的礼仪(汇总8篇)

实习心得是对自己成长和进步的认可和肯定，它可以帮助我
们建立自信和自尊。接下来请看小编为大家精选的军训心得
体会，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会篇一

有的父母，给孩子讲过《孔融分梨》的故事，与小朋友要互
相谦让;书本上的说教，也讲了很多，而孩子只记住了故事，
却依然不会在生活中应用。

孩子的学习，需要在真实的场景中学习，尤其父母自己去践
行，给孩子直接地示范。

过马路，遇到红灯，父母主动在路边停下来，孩子自然就会
学会过马路的礼仪;如果父母看看路上车不多，就闯红灯过马
路，那么，孩子很难养成过马路的礼仪。

父母从来不排队，无论在超市付款、在地铁候车、还是在肯
德基点餐，都是能挤则挤，那么，孩子自然也不会排队。

孩子看过书上、电视上的许多礼仪知识，父母也陪伴着孩子
一起看过、讲过，但是，如果不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这
些都只是美好的“故事”，与真正的教育无关。

如果父母自己不在意于礼仪，那么孩子也很难成为有教养的
人。

因为孩子的家庭礼仪，一般在3岁前养成;孩子的社会礼仪，
一般在6岁前养成;而这个阶段，孩子的`礼仪，主要来自向父
母的学习。



等到上小学，父母原本认为学校可以教好孩子，而实际上，
这个年龄，孩子的礼仪习惯基本定型，改变起来，已很困难。

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会篇二

具备基本的礼仪，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任何场合任何地
点，周围的人会觉得你是个很有品位、替别人着想的人，礼
仪是被众人所爱戴的重要条件之一。那么如何培养孩子餐桌
礼仪呢？下面本站小编告诉你。

1、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享受我们的每一顿饭。

这种感恩包括对大自然各个季节给我们带来各种当季的美味，
包括对培育这些食品的人，也包括给我们补充营养和能量的
这些食物。这种感恩的心情，比起拿筷子的方式，比起吃饭
的坐姿，更应该作为一种家庭的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2、吃完饭之前不要离开座位。

除了饭前洗手外，最好让孩子养成吃饭前处理完上厕所的问
题，这样可以更安心、放松地享受美食。

3、请长辈先入座，并先给长辈盛饭。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就要做
好示范，吃饭时先请家中长辈入座，并先给长辈盛饭。在长
辈还未动筷之前，晚辈不应自顾自地先吃起来。在家长把碗
递给孩子时，孩子应双手把碗接过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

4、坐正坐直，保持挺拔的姿势。

这样不但好看，而且还有利于消化。

5、正确地拿筷子。



其实只要1个小时妈妈就可以教会孩子用筷子，单单是一个用
筷子，就可以让一个人显得很有教养，我们老祖宗发明了筷
子，一种道具可以用于各种食物，蕴含着深厚的以不变应万
变、以简单应对复杂的传统文化精髓，这也是我们必须要传
承的。

6、吃饭时不要敲打碗筷或大声喧哗。

7、避免在盘中翻来翻去。

不要为了挑自己喜欢吃的菜而用勺子或筷子在盘中翻来翻去，
有的人甚至将自己喜欢的菜从盘中全部调走，而把不好吃的
留给别人，这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并且显得比较自私。

第一，入座的礼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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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进餐时。先请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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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喜欢咀嚼食物，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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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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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之类的话以示歉意。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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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着轮流请他们先
动筷子，以表示对他们的重视。

第五，吃到鱼头、鱼刺、骨头等物时将它放到自己的碟子里
或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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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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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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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前者，在安
排座位时就要注意把主要谈判人的座位相互靠近。如果是后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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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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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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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最好不要在餐桌上剔牙，如果要剔牙时，就要用餐巾挡
住自己的嘴巴。

三，要明确此次进餐的主要任务。现在商海如潮涌，很多生
意都是在餐桌上谈成的，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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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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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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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最后离席时，必须要向主人表示感谢，或者就在此时邀
请主人以后到自己家作客，以示回谢。

五，入座的'礼仪。先请客人入座上席，再请长者入座客人旁，
依次入座，最后自己坐在离门最近处的座位上。如果带孩子，
在自己坐定后就把孩子安排在自己身旁。入座时，要从椅子
左边进入，坐下以后要坐端正身子，不要低头，使餐桌与身
体的距离保持在10～20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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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向主
人打个招呼。动筷子前，要向主人或掌勺者表示赞赏其手艺
高超、、安排周到、热情邀请等。

六，进餐时，先请客人、长者动筷子，加菜时每次少一些，
离自己远的菜就少吃一些，吃饭时不要出声音，喝汤时也不
要发出声响，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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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吃饭时喜欢用劲咀嚼食物，特别是使劲咀嚼脆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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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喝汤时，
也用嘴使劲吹，弄出嗦喽嗦喽的声音来，这也是不合乎礼仪
要求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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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之类的话，以示歉意。

八，如果要给客人或长辈布菜，最好用公用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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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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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会篇四

这不容置疑，彬彬有礼的孩子，会更有人缘。

礼仪好的孩子，让相处的人，感到有安全感，感到受尊重，
所以容易被人接纳;同时，孩子的涵养，也受到他人的尊重。
因此，礼仪好的孩子，往往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礼仪差的孩子，往往觉察不到自己“缺乏涵养”，但很敏感
地意识到别人不友好的态度，误以为别人存在偏见，看不起
他，于是人际关系变糟。

有的孩子长大后，与朋友一起吃饭，每道菜上来，都不顾别
人，总是抢着吃;这或许只是他小时候养成的习惯，而不是刻
意去抢，但这会招来讨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在孩子的未来，人际关系，越来越重要，网络生活方式，把
大家都链接在一起;社会关系好的，将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

许多西方的国家，都注重孩子从小的礼仪培养，认为这是把
孩子培养成贵族、拥有美好人生的基础。

同样，我们除了注重孩子的智力培养，也应同样关注于孩子
的礼仪修养，让他拥有智慧而又有涵养的人生。



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会篇五

就从餐具谈起吧。渤海湾彼岸的韩国与我们同用一把筷子，
这使不少急于洗脚上岸的”农民“在时尚面前不致于如面对
西餐的刀叉般尴尬。故而，西餐在人的印象中总是高雅之所，
而韩国料理却能进入大众生活。

但是，在韩国料理店的桌面上，看到的筷子大都是金属制品，
比如梨花苑，客人用的一律是不锈钢筷子，长度比中餐筷子
短2厘米，直径小1毫米，拿起来沉甸甸的'，像小孩子拿筷子
般，怎么调整手型都一下难以适应。问服务员，回答是金属
筷适合夹烧烤食品，爽利、卫生、经久耐用，且不像竹木筷
子般容易磨损，也没有使用一次性筷子造成浪费的问题。

再如饭碗，韩国饭碗就像僧人手中的斋钵，扁圆的形状，巴
掌大小，足可手托而食，而骨碟、海鲜碟也皆是如此，只是
个头大小的区别而已。而勺子也不是摆在碗中的，而是与筷
子一起搭在木质筷子架边上，筷子只负责夹菜，而扒饭、捞
汤则是勺子的专利。

习惯--烤肉搭着生菜一起吃

在韩国料理店，放在餐桌上给客人使用的不仅有大小刀叉，
还有剪刀，可以根据肉类的质地进行剪裁，以求烧烤熟度的
均匀，而吃法的绝妙之处在于吃时还必须用生菜包裹，再加
上一些蒜片、青椒丝，蘸上一点红色的甜辣酱塞进嘴里。类
似于北京烤鸭的吃法，却没有烤鸭的肥腴，而是一种清新甘
滑的味道。

而在韩国料理店里，泡菜由于成本不高，除了特别精致的品
种外，大多数餐馆都是免费提供的，客人一到即有四五碟泡
菜上桌，虽不华美丰盛，但亦可开胃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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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会篇六

在学校食堂，经常会看到学生将整碗白米饭洒在一地，弃之
泔脚，却毫无珍惜之心。作为父母如何从小培养孩子的感恩
之心？餐桌是最好的课堂。重视对孩子感恩教育的父母是绝
对不会放弃餐桌上这一家庭教育的平台，常怀感恩之心的孩
子会珍惜每一粒饭，每一叶菜；常怀感恩之心的孩子，会知
足常乐，珍惜今日生活来之不易。感恩之心是一切道德的起
源，“常怀感恩之心”应从生活中每一件小事起步，从节约
每一粒粮食做起。

2、餐桌上，培养孩子的'文明“吃相”

在家中，与父母共同进餐；在社会，与朋友同学一起聚餐；
如果能养成一个文明，儒雅的用餐习惯，这是保证孩子将来
社会规范上的适应，人际互动上的和谐，以及各种条件下事
业成功的重要前提。如果从小能养成文明的用餐习惯，对孩
子来说，是父母留给孩子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这种资产是
永恒的，无限的。超越万贯家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儿童餐桌礼仪常识



1、请长辈先入座，并先给长辈盛饭。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孩子小时候，家长就要做好
示范，吃饭的时候先请家中长辈入座，并先给长辈盛饭。在
长辈还未动筷之前，晚辈不应自顾自地先吃起来。在家长把
碗递给孩子之时，孩子应双手把碗接过来，表示对长辈的尊
敬。

2、吃完饭之前不要离开座位

除了饭前洗手外，最好让孩子养成吃饭前处理完上厕所的问
题，这样可以更安心、放松地享受美食。

3、坐正坐直，保持挺拔的姿势。

这样不仅好看，而且还有利于消化。

4、正确地拿筷子

其实只要1个小时妈妈就可以教会孩子用筷子，单单是一个用
筷子，就可以让一个人显得很有教养，我们老祖宗发明了筷
子，一种道具可以用于各种食物，蕴含着深厚的以不变应万
变、以简单应对复杂的传统文化精髓，这也是我们必须要传
承的。

5、吃饭时不要敲打碗筷或大声喧哗。

6、避免在盘中翻来翻去

不要为了挑自己喜欢吃的菜而用勺子或筷子在盘中翻来翻去，
有的人甚至将自己喜欢的菜从盘中全部调走，而把不好吃的
留给别人，这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并且显得比较自私。

7、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发出声音



教育孩子嚼饭的时候尽量闭着嘴，喝汤的时候也慢慢等汤凉
了再喝，不要上来就西里呼噜地喝。

8、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干别的事情。

吃饭的时间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也是加强亲子沟通的
最佳时间，孩子也会有很多事情想与爸爸妈妈分享，请珍惜
这段时间。提醒孩子，吃饭时不可以玩玩具。吃饭时也尽量
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不要让孩子边吃饭边看电视。同时也
要提醒爸爸妈妈，再忙也不要在吃饭时长时间接手机了，毕
竟在这么繁忙的现代社会，一家人和和美美地、不受任何打
扰地在一起吃一顿饭，其实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9、饭后对准备食物的人表示感谢。

10、吃完饭后若要先离席，要跟长辈打招呼：“我吃好
了。”

11、饭后帮助清理餐桌、收拾碗筷或者帮助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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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会篇七

孩子礼仪教育养成方案:

1.让孩子知道什么叫礼貌

当看到孩子有不礼貌行为时，大部分家长的反应是:训斥、批
评，而没想过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孩子根本就不知道
礼貌是什么，什么行为是有礼貌的什么行为又是没礼貌的。

一个三岁的男孩在被妈妈多次批评没礼貌之后，问妈妈:你老
说我不懂礼貌，到底什么叫礼貌呀?至此，妈妈才醒悟，一个



刚三岁的孩子对于抽象的礼貌是不理解的，因而也无法要求
他有礼貌的行为。

要让孩子懂礼貌有礼仪，第一步当然是告诉他什么是礼貌，
为什么要讲礼貌。

父母有意识地在不同场合、根据不同对象教给他具体的做法。

2.反复练习形成良好习惯

好习惯的养成，不是靠说出来的，而必须通过不断地练习才
能形成。

在告诉孩子什么是礼貌之后，父母要创造条件，让孩子在多
次重复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做，习惯成自然。

比如，每天都要搭乘电梯好几次上下楼，可以教孩子一走进
电梯先向开电梯的叔叔、阿姨或爷爷奶奶问好。

别人帮着按了楼层，要说谢谢。

离开电梯时，要向电梯里的人说再见。

每天这样练习，他自己就会主动地问候了。

另外，家长还可以让孩子去给邻居送信、水果等，教他如何
敲门，怎样和叔叔、阿姨讲话等。

教育孩子尊重长辈，做父母的应以身作则。

如果当父母的对长辈就不尊敬，不孝顺，孩子就不可能学会
尊敬老人。

3.及时制止孩子不礼貌行为



让孩子明白，你愿意在他对你有礼貌时答应他的要求，而不
喜欢听到他命令你。

这当中要注意的是，你自己与孩子说话，也不要用命令的语
气，因为，孩子的模仿力是极强的，父母就是他人生最重要
的第一任老师。

你应该经常对你的孩子说“请”、“谢谢”，让他明白礼貌
用语是日常交流的一部分。

让孩子明白，用不礼貌的方式表达要求，得不到好效果，比如
“你从来不带我去公园，妈妈坏!”可以教孩子用积极的方式
提要求，比如“咱们去商店买完东西以后能去公园吗?”随着
孩子语言能力的成熟，他就能用礼貌的方式提出要求了。

如果孩子打你或叫你“大笨蛋”时，怎么办?这时候，家长最
重要的是保持平静，然后坚决地告诉他这样做是错的。

然后，还要告诉他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

如果孩子在超市或商场大哭大闹，非要买一件东西，你想尽
办法也哄不住他，怎么办?这时要心平气和但坚决地把孩子带
出超市。

找一个较安静的地方，把他放在一边，你看看报纸，等他安
静下来。

这时，可以平静地对孩子说:说好了今天不能再买玩具了，今
天来买菜。

然后带他回到超市里。

这样，孩子就明白，自己哭闹是没用的。

4.表扬孩子的礼貌行为要具体



“鼓励”应该贯穿于教养孩子的全过程。

对那些已养成坏习惯的孩子，表扬就更为重要。

家长应留心孩子的行为，尽可能地鼓励他偶然的礼貌行为。

不过，要让孩子明白你为什么表扬他。

你应该在表扬孩子的时候，具体说明你表扬他的原因。

做得真不错!”你的表扬要具体明确，这样孩子才知道自己的
好表现会得到你的肯定和鼓励，应该坚持下去。

孩子礼仪教育补救措施：

已经“礼崩乐坏”，怎么办?

对那些没有礼貌的孩子，可以通过提高他的情绪管理与沟通
的能力，来达到有礼貌的目的。

因为，孩子不懂“礼貌”的原因，有时并不是他不想去做，
而是常管不住自己，或者他的表达有些问题，词不达意，导
致了没有礼貌的行为。

加上现在的孩子太过自我，情绪管理与沟通能让孩子不仅了
解自己，也能了解别人。

小孩礼仪教育，父母以身作则最重要

想让两三岁的孩子举止有礼貌，就像从石头里挤出水来那么
难。

原因在于，这个时候的孩子语言能力还在发育中，通常情况
下，孩子很可能根本不听你的话。



不过，无论什么时候，父母的以身作则永远是最重要的。

潜移默化中，教孩子要懂得礼貌，即便他一时不理解“尊
敬”、“谦让”等概念的确切含义，但只要父母每天都用尊
敬、谦让的态度对待别人，孩子就会注意进行模仿，这些都
是孩子今后形成良好家教的基础。

现在每个家庭养育的孩子越来越少，所以很多孩子都是娇生
惯养的，

如何培养孩子的进餐礼仪心得体会篇八

礼仪究其本意来讲是礼节，礼貌。儿童的可塑性强，喜欢模
仿，礼仪从小培养，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我国一著
名幼教专家曾说过：教孩子礼仪，等于教孩子优雅地过一生。
对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就教育而言，家庭是孩
子的第一所学校，孩子从小生活在家庭里，受到最初的、往
往也是最有影响的启蒙教育。因此，相对于学校、社会的教
育，家庭礼仪教育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家长就是孩子礼仪
的启蒙老师。孩子们自小与家长接触的时间最长，家长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孩子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认识到
自己是孩子的启蒙老师，是孩子在生活中模仿的主要对象。
我们的各种行为会深深的影响孩子。因此，在我们的现实家
庭生活中，常常严于律己，养成良好的生活规范。譬如：无
论是工作还是休息日都按时就寝，起床，讲卫生，保持家中
整洁等等。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互谅互让，互相尊重。
晚辈尊敬长辈，谦虚接受长辈的正确教导和意见；吃饭请长
辈先就坐，给长辈盛饭，拿碗筷。亲友来时热情欢迎，亲友
告辞时应该起身相送，对老者要搀扶照顾乘车等。孩子现在
还小，有些方面还不能理解，我俩常以讲故事等多种方式正
确引导，并力求他也这样做，慢慢跟幼儿灌输，这些习惯带
来的好处，这是一种礼貌的行为，这些行为要持之以恒，不
能半途而废，不然就会前功尽弃了。



我们在家庭中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还经常注意以下方面：

1、让孩子参与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每一个传统节日的背后都有
着独特的意义。

因此，每逢传统节日时，我们都带着孩子一起参与，除了让
孩子能够铭记我国的传统佳节外，还让孩子们在参与的过程
中了解我国独特的传统礼仪，让孩子们知道礼仪在现实生活
中的重要性。譬如元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
春节、元宵节等。在春节期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过一个热
闹、快乐的节日，孩子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尊老爱幼、家人相
互关心的美好道德风尚。

2、平时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

（1）物质环境

清洁。温馨的家庭环境

物品摆放位置固定。有序。

与孩子一起指定家庭中的行为规则，并一起遵守

创造的环境便于孩子养成好的行为习惯；让孩子自己穿衣服，
但选择的衣物是方便孩子穿脱的。教孩子用完物品应该物归
原位，放置孩子自己的物品的地方应该易于孩子拿放物品。

（2）精神环境

尊重孩子，给孩子创造一个民主。平等的.环境

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孩子的影响

3、在日常点滴生活中渗透礼仪教育



首先，我们一般不会认为孩子小就过度的溺爱；娇惯；迁就
孩子。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不会满足他；对孩子力所能及的
事情总是由他完成，从不大包大揽；对孩子的一些不良习惯，
及时纠正；纵容等做法，表面上看是在爱孩子，但实际上确
实在“惯”孩子，日久天长，孩子懒惰；依赖；自私；任性；
懦弱；没礼貌等坏习惯就会养成。这时候再要去改正它，没
有漫长的时间，不下大力气，将很难改变。

再次，不允许孩子做的事情，一开始就不允许做，并坚持到
底。比如不随着孩子的性子，想看多长时间电视就看多长时
间，想玩多长时间电脑游戏就玩多长时间。否则孩子习惯了
看电视，玩电脑游戏，就会很不习惯静下来读书学习。一般
放学回家后，看二十分钟动画片，做几道题目。

第三对幼儿多进行正面教育，反复强化其正确行，为就会抑
制其错误的行为。

4、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反复向孩子灌输各种
规范，力争让他体会、实践并理解。

在我们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孩子已开始懂得一些礼仪，
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