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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务礼仪》是在对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
，根据当代大学生尤其是高职高专学生的礼仪学习需求与现状，充分吸取专家意见和众多高职高专院
校在探索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教学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在内容选择、体系安排和教学方法上按照专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进行了探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服务礼仪>>

作者简介

　　金正昆，知名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外交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民航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西北大学、西南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应用礼仪、公共关系与外交学研究。
曾出版《外交学》、《外事礼仪》、《教师礼仪规范》等多部专著与教材。
　　杨茳，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专业人才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全国专业人才教育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行业组织机构与职业标准体系规划设计负责人，中华礼仪培训教学体系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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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道德原则规范对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定向和调节作用，在道德体系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
。
道德原则规范支配着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
道德品质的培养和锻炼，也是在一定的道德原则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的。
　　第二，道德品质具有巩固和强化道德原则的功能。
道德品质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它能使人们在冲突和困难的境地，自觉地选择某种符合道德原则规范的
行为；同时，也有助于人们达到对某种道德原则规范的自觉履行。
道德品质是自觉履行道德义务的前提，它使某种道德原则规范由外在转化为内在，由他律转向为自律
。
形成了的道德品质作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将更有助于人们自觉、自愿、自主地遵循和执行道德原则规
范，从而使道德原则规范更为巩固和深化。
　　第三，道德品质和道德原则规范相互依存。
一方面，品质和原则一般来说是统一和对应的，有什么样的品质，就有什么样的原则；有什么样的原
则，就有什么样的品质。
另一方面，品质和原则又是密不可分的。
没有品质的原则是空洞的，无生命力的；同样，没有一定的原则规范定向的道德品质则是盲目的。
原则和品质分离的后果是导致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道德要求与道德现实生活的严重脱节。
　　3.道德品质的形成　　任何道德品质，都是个人的道德品质。
个人的道德品质，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处理一切问题上的具有比较稳定的、形成了习惯的道德素质。
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发展，根源于社会。
它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培养和锻炼出来的，是在社会的生活环境中潜移默化、逐步形成的，是在
长期的道德实践中所不断追求并经过长时期的行为积累才能完成的。
　　个人的道德品质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一样，是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以一
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是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
合理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的。
每个人道德品质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根据，都是其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各自具体的社会存在。
这种具体的社会存在，不仅包括个人在一定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且还包括其所属的
民族特性、一生经历中具体的社会遭遇、社会交往、社会实践和所受的各种教育。
个人的道德品质及其能动作用，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制约。
　　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发展变化，依赖于个人的社会实践。
一个人的具体的社会存在是通过其具体的社会实践来决定具体的社会意识的。
这里的社会意识当然包括评判是非、正邪、善恶、荣辱等的道德意识。
这种道德意识长期地、一贯地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起着支配作用，成为这个人的个人道德品质。
社会实践是沟通人们主观世界同客观社会之间的桥梁。
一方面个人所处的客观社会的种种现象，要通过这个人亲身的社会实践而作用于他的主观世界，才会
逐步形成他自己评判是非、正邪、善恶、荣辱的道德意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也只有通过
自己的社会实践，才能作用于他所处的社会，并从社会得到反馈，从而加强或修正这种道德意识。
如此反复循环，逐渐相对稳定，便形成了这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对之进行道德评价的最典型的行为
特征或性格特征。
这些行为特征或性格特征，就是这个人在不同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道德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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