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泰国礼仪文化论文(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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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泰国礼仪文化论文篇一

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礼仪，饮食礼仪，见面礼仪，送礼礼
仪等等，那么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泰国的基本礼
仪。

泰国菜以色香味闻名,第一大特色是酸与辣,泰国厨师喜欢用
各式各样的配料如蒜头、辣椒、酸柑、鱼露、虾酱之类的调
味品来调味,煮出一锅锅酸溜溜、火辣辣的泰式佳肴。

招牌菜有冬阴功(酸辣海鲜汤)、椰汁嫩鸡汤、咖喱鱼饼、绿
咖喱鸡肉、芒果香饭等。

鱼、虾、蟹都是各餐馆的杀手锏,什么炭烧蟹、炭烧虾、猪颈
肉、咖喱蟹等等。

泰国是一个临海的热带国家,绿色蔬菜、海鲜、水果极其丰富。

因此泰国菜用料主要以海鲜、水果、蔬菜为主。

泰国人的正餐都是以一大碗米饭为主食,佐以一道或两道咖哩
料理、一条鱼、一份汤、以及一份沙拉(生菜类),用餐顺序没
有讲究,随个人喜好。



餐后点心通常是时令水果或用面粉、鸡蛋、椰奶、棕榈糖做
成的各式甜点。

由于深具得天独厚的优点,因此泰国菜色彩鲜艳,红绿相间,眼
观极佳,不管是新鲜蔬菜瓜果的艳丽清新,还是乌贼尤鱼等众
海鲜的肉感,都让人们大饱了眼福。

大凡首次品尝泰国菜的人都会觉得泰国菜的调料很独特,有很
多调料是东南亚甚至是泰国特有的,在本国找不着。

最常用的几种调料有:

1、泰国柠檬(kaffirlime)

最主要的用处是用来做泰国菜的调料,泰国人几乎在每一道菜
都会挤上柠檬汁,使每一道菜都散发出浓郁的水果清香,带有
典型的东南亚味道。

泰国人可以说食无鱼,但不能没有柠檬。

2、鱼露(fishsauce)

味品,做法和中国酱油差不多,主是让一些小鱼小虾发酵滴汁
而成。

味道可能会让有些人不适,因为它带有一股浓浓的臭鱼烂虾的
味道。

让不习惯吃鱼腥的人大倒胃口,掩鼻而逃。

3、泰国朝天椒

据说,泰国朝天椒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泰语叫“老鼠屎辣椒”,可见这是一种极小但极辣的辣椒。

它广泛应用于泰国人的烹调艺术中,做菜不撒上几颗切碎的朝
天椒,就像吃川菜不加麻辣一样。

4、咖哩酱

以椰乳作为咖哩酱的基本作料,还有许多调味料包括柠檬草、
虾酱、鱼酱以及十几种本地种植的香料、辣椒,由温和到极辣
的都有,任人挑选。

泰国文化深受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人说泰国文化的.父
亲是印度。

从泰国菜中咖哩酱的影响便可以感受到。

另外,柠檬叶和香茅(lemon-grass)也是泰国菜常用的配料。

做法多样

泰国的饮食深受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甚至葡萄牙的
影响,但又掺杂着奇怪的风格,独树一帜,吃起来别有风味。

它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国炒锅大火快炒。

这是一种近似广东菜的做法,新鲜的蔬菜,佐以泰式调料,可以
炒出一道道口感极其新鲜的菜。

主要代表作有:米粉(用虾,猪肉,鸡蛋及甜酸酱合炒的米粉)、
泰国咖哩鸡、椰汁鸡(鸡汁加柠檬加椰奶)与牛肉沙拉。

2、yam.目前尚且找不到可替代的中文。



其做法有点像做汤与做凉拌菜的综合。

泰国地处热带,因此孕育了许多有名的yam,比较著名的有一种
叫做“somtam”的木瓜沙拉,这种沙拉以木瓜丝、虾米、柠檬
汁为主,再伴以鱼酱、大蒜和杂的碎辣椒,口感辛辣。

3、炖。

亚热带的气候炎热,孕育了丰富的汤文化。

汤对于泰国人来说是维持家庭和睦,

增进夫妻感情的润滑剂,因此,到泰国要多喝汤、喝靓汤。

泰国的柠檬虾汤口味非同一般,一般人可能难以接受,首先是
汤味极辣,而且其中又放有大量的咖哩,因此,只有口味非主流
的人才能喜欢。

泰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菜肴。

东北方人爱吃的是糯米饭配烤鸡。

而北方人则偏爱一种当地特有的酸肉,叫做“naem”。

南方的食物深受马来西亚的回教式风格影响,并且有各种生猛
海鲜。

基本座位形式

传统的泰国人用餐时是采取席地而坐的方式进餐,不过现在的
泰国餐厅都是桌椅的座位形式。

因此,在用餐方式上与一般的中餐并无差别。



如果一同用餐者有长幼或是辈分之分,则由靠近墙壁或是离门
最远的上手座位起依次落座。

早期的泰国人的传统用餐方式自由随兴,是以芭蕉叶盛饭,再
以手取饭菜进食。

而今日的泰国餐具也十分简单,基本餐具为一只汤匙和一双筷
子,以及一个圆盘。

进餐时将饭盛进圆盘中,并用汤匙取有汤的菜肴吃饭,而筷子
则是用来夹菜。

怎样吃泰国菜

由于不习惯用盘子吃饭,很多人刚吃泰国菜时会有一点不习惯。

只要懂得正确的方式,就没什么困难了。

吃泰国菜时正确的进餐方式是:就座先舀适量的白饭在盘中,
再以汤匙将菜肴与饭拌匀，用汤匙以西餐喝汤的方式，由靠
身体的内侧向前方舀起，吃完再盛饭。

由于菜肴种类多，所以不要一次盛太多的饭，以免各种菜肴
混在一堆吃起来五味杂陈也不方便。

另外，吃饭时不要为了图方便将盘子端起来往嘴里倒，既不
雅观也很失礼。

(1)泰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被誉为“微笑的国度”。

泰国人性情温和，待人热情，有礼貌。

泰国人见面时通常双手合十于胸前，互致问候，合十后可不



再握手。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外交和一些正式场合，泰国人也按国际
习惯握手致意。

泰国人非常尊重国王和王室成员，平时不随便谈论或议论王
室，遇有王室成员出席的场合，态度恭敬。

在公共场合也很难看到有人大声喧哗或者吵架。

如需奉送物品，应请男士代劳，或直接放在桌上;到寺庙参观
着装应整齐，不要穿短裤、短裙和元袖上装，进入主殿要脱
鞋。

泰国人十分注意手、头、脚等方面礼仪，因而有关的禁忌很
多。

如向泰国人递送东西时，比较正式的场合要双手奉上，一般
情况下用右手递给对方。

但忌讳用左手接递，更不能抛东西给他人，否则会被认为鄙
视他人和缺乏教养。

泰国人非常重视头部，绝对不能用于摸泰国人的头，否则被
视为泰国人的极大侮辱。

在泰国，只有国王、高僧和父母才能抚摸小孩的头。

泰国人坐的时候，对双脚放置的姿势很有讲究，尤其是在公
共场合陪伴客人时，不能以脚底对着他人。

此外，在泰国还有诸多礼仪如下: 服饰礼仪:泰国各个民族都
有自己的传统服饰。

现在，泰国城市中的男子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深色的西装，



打领带。

妇女在正式社交场合穿民族服装，也可穿裙子;在日常生活中，
可穿各式流行服装，但在公共场合忌穿短裤。

仪态礼仪:在泰国，进入佛殿要脱鞋，进入当地人家的客厅也
要脱鞋。

他们讨厌在平时生活中拍拍打打的举止习惯，认为这是不礼
貌的。

当地人向上伸出小指表示和好，大拇指朝下表示失败，伸出
弯曲的食指则表示死亡。

餐饮礼仪:泰国人不喝热茶，而习惯在茶里放冰块，成为冰茶。

用餐时，泰国人习惯围着小圆桌跪膝而坐，用手抓食，不用
筷子，但现在有用叉子和勺子的。

泰国食品和中国食品大同小异。

相见礼仪:生性宽厚，温和有礼的泰国人在见面时不是握手说
哈罗，而是合掌说声“沙娃滴卡”。

这种合掌问候方式在泰语称为“威”(wai)。

做法是把双手提到胸前，双掌合并但不贴合，犹如在掌心握
着一片棉花。

这时您的双手的形状就有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

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或事时，“威”的做法便会有
所不同。

比如说在向同辈问好时，合掌后指尖不高过下巴。



在对长辈行“威”礼时，则须低头让指尖轻触鼻尖。

对尊贵的对象如德高望重的长辈表示尊敬时，则把双掌抬高
至额头。

泰国人遇到僧侣或象征佛陀的佛像，都会下跪，合掌，并以
额头触地膜拜。

一般遇到同辈向他们“威”时，泰国人都会以“威”礼回报。

但若是晚辈向长辈“威”时，长辈是不须回“威”的，有些
只以点头或微笑回应。

喜丧礼仪:泰国人的婚礼必须邀请德高望重的僧人主持仪式，
新郎和新娘还要接受客人的祝福。

泰国人的出生和丧葬，也都要按佛教习俗办理。

泰国人死后多实行火葬，火葬在寺院中进行，各地寺院大都
设有火葬塔，供火化用。

商务礼仪:到泰国从事商务活动的最佳时间是11月到次年3月，
与大公司打交道，须在赴泰国前两个月去约定。

泰国商人喜欢互赠礼物。

他们喜欢对方送些小礼品给他的孩子，玩具书画都行。

在商务活动中，接受邀请后，一般不能再随意改变主意，否
则显得反复无常极不礼貌。

旅游礼仪:当地公共汽车虽然拥挤，但车费便宜。

当地人习惯给年龄大的人让坐。



僧侣坐后面，避免与妇女接触。

在泰国，小汽车的后座是上座。

主人请外宾上车时，总是让客人和接待主人一起坐到汽车后
座上，一般工作人员则坐到司机座位旁边。

(2 )泰国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

商务活动中不要对他们身着的佛饰进行过多的不适当的评论，
交往中宜着西装或着衬衫，打领带即可。

见面时，通常不行握手礼，而行合十礼。

不要用左手交换名片或接递物品，泰国人视左手为不洁净。

送礼时勿用褐色纸张包装，泰国人喜爱红、黄色，禁忌褐色。

荷花最受泰国人喜爱，以荷花为礼，将倍受泰国女士们欢迎。

1.泰国的餐桌礼仪

2.泰国礼仪文化

3.职场的基本礼仪

4.接待的基本礼仪

5.面试的基本礼仪

6.个人的基本礼仪

7.基本电话礼仪



8.个人礼仪基本

泰国礼仪文化论文篇二

有一种美，令人惊艳，令人回味，令人追求，这是一种可以
吸引目光的美，它——光彩夺目;有一种美，飘逸在浮云之上，
深埋在故垒之下，这是一种可以吸引灵魂的美，它——深藏
不露;有一种美，给生活带来激情，给生命带来温馨，这美，
就是文明礼仪之美。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是闪耀着勤劳、淳朴、智
慧的中华儿女创造了这璀璨的文明。中华礼仪是祖先留给我
们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以“文明礼仪大国”、“礼仪
之邦”的美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新世纪接班人的我
们，理应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并将这文明礼仪之美发扬
光大。但是，就校园生活这块来看，我们身边的一小部分同
学身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同学们，当你随地吐
痰的时候，你是否想过，你吐走的，其实是自己的清洁和修
养;当你谩骂他人的时候，你是否想过，你丢掉的，其实是自
己的尊严和人格;当你打人的时候，你又是否想过，你打走的，
其实是自己的善良和人性。文明礼仪是由细节构成的，当我
们忽略细节的时候，岂不知优秀的品质已在不经意间与我们
擦肩而过。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身边也有文明的学生。

文明的学生，一定是讲礼貌的人。他会远离污言秽语，把礼
貌用语常常挂在嘴边，他懂得想要别人尊重自己，首先自己
要尊重别人，因为尊重他人与尊重自己同样重要。文明的学
生，一定是遵守纪律的学生。他会将自己的物品摆放整齐，
会自觉的排队就餐，不会大声喧哗影响他人的学习，不会违
反学校的规章制度。文明的学生，一定是有爱心和责任感的
人。他会懂得关爱自己身边的同学、朋友，他会懂得感恩，



感恩父母和长辈的养育，感恩老师呕心沥血的教导……同学
们，请你回首望望曾经的自己，你是否是一个文明的学生呢?
若是，请你对自己鼓掌吧!如果你离文明还有一点距离，莫难
过，也请你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给自己，此刻，请下定决心
做一个文明的学生。

古今中外，文明礼仪都是一张最美丽的名片，是做人和做事
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作为华夏子女，千万别忘了”礼、义、
仁、智、信“，要做人，先学礼……在今天这文明和谐的社
会中，我们中学生更应懂得文明礼仪，践行文明礼仪，弘扬
文明礼仪，让文明礼仪之花开满校园!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泰国礼仪文化论文篇三

泰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被誉为“微笑的国度”。泰国人性情
温和，待人热情，有礼貌。下面有小编整理的泰国礼仪，欢
迎阅读!

泰国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服饰。现在，泰国城市中的男
子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深色的西装，打领带。妇女在正式
社交场合穿民族服装，也可穿裙子;在日常生活中，可穿各式
流行服装，但在公共场合忌穿短裤。

在泰国，进入佛殿要脱鞋，进入当地人家的客厅也要脱鞋。
他们讨厌在平时生活中拍拍打打的举止习惯，认为这是不礼
貌的。当地人向上伸出小指表示和好，大拇指朝下表示失败，
伸出弯曲的食指则表示死亡。

泰国人不喝热茶，而习惯在茶里放冰块，成为冰茶。用餐时，
泰国人习惯围着小圆桌跪膝而坐，用手抓食，不用筷子，但
现在有用叉子和勺子的。泰国食品和中国食品大同小异。



生性宽厚，温和有礼的泰国人在见面时不是握手说哈罗，而
是合掌说声“沙娃滴卡”。这种合掌问候方式在泰语称
为“威”(wai)。做法是把双手提到胸前，双掌合并但不贴合，
犹如在掌心握着一片棉花。这时您的双手的形状就有如一朵
含苞待放的莲花。

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或事时，“威”的做法便会有
所不同。比如说在向同辈问好时，合掌后指尖不高过下巴。
在对长辈行“威”礼时，则须低头让指尖轻触鼻尖。对尊贵
的对象如德高望重的长辈表示尊敬时，则把双掌抬高至额头。
泰国人遇到僧侣或象征佛陀的佛像，都会下跪，合掌，并以
额头触地膜拜。一般遇到同辈向他们“威”时，泰国人都会以
“威”礼回报。但若是晚辈向长辈“威”时，长辈是不须
回“威”的，有些只以点头或微笑回应。

泰国人的婚礼必须邀请德高望重的僧人主持仪式，新郎和新
娘还要接受客人的祝福。

泰国人的出生和丧葬，也都要按佛教习俗办理。泰国人死后
多实行火葬，火葬在寺院中进行，各地寺院大都设有火葬塔，
供火化用。

当地公共汽车虽然拥挤，但车费便宜。当地人习惯给年龄大
的人让坐。僧侣坐后面，避免与妇女接触。在泰国，小汽车
的后座是上座。主人请外宾上车时，总是让客人和接待主人
一起坐到汽车后座上，一般工作人员则坐到司机座位旁边。

到泰国从事商务活动的最佳时间是11月到次年3月，与大公司
打交道，须在赴泰国前两个月去约定。

泰国商人喜欢互赠礼物。他们喜欢对方送些小礼品给他的孩
子，玩具书画都行。在商务活动中，接受邀请后，一般不能
再随意改变主意，否则显得反复无常极不礼貌。



泰国礼仪文化论文篇四

泰国风情习俗 泰国的仪式繁多,礼节也很复杂,各民族都有不
同的仪式和礼节。小编为您推荐泰国的礼仪文化，给您提供
参考！

泰王国(the kingdom of thailand)，简称泰国，原名暹
罗(siam)。

1939年6月改名泰国，意即"自由之地"。

面积51.4万平方公里。

人口5620万， 95%的居民信仰佛教，佛教为国教，国王是佛
教的最高赞助人，通行佛历。

泰国人民的礼仪都沿用佛教的礼仪，全国有26万多和尚，一
殷每个20岁左右的男子都要当3个月的和尚，最短也要出家3
天，才能取得成年人的资格，王族亦不例外。

泰国有寺庙四万多，佛塔10万多，寺庙之多在东南亚首曲一
指。

泰国人喜爱红、黄色，禁忌褐色。

人们注意到广告、包装。

商标、服饰都使用鲜明颜色，并习惯用颜色表示不同日期：
星期日为红色，星期一为黄色，星期二为粉红色，星期三为
绿色，星期四为橙色，星期五为淡蓝色，星期六为紫红色。

群众常按不同日期，穿着不同色彩的服装。



过去白色用于丧事，现在改为黑色。

泰国的国旗由红、白、蓝三色构成。

红色代表民族和象征各族人民的力量与献身精神。

白色代表宗教，象征宗教的纯洁。

泰国是君主立宪国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蓝色代表王室。

蓝色居中象征王室在各族人民和纯洁的宗教之中。

俗话说，"入国问禁，入乡随俗"。

凡是初到泰国访问，经商的人，必须注意遵守泰国人的风俗
礼节，不然很容易发生误会。

泰国人认为门坎下住着神灵，千万不要踩踏泰国人房子的门
坎。

历史上，泰国人经商一般不喜欢冒险，小心谨慎，宁可依靠
自己的力量，积少成多地发展，也不愿大刀阔斧，大数额地
贷款，大范围地投资。

由于过分地谨慎，不轻易相信别人，故很多企业部带有浓重
的家族色彩。

泰国商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在他们看来，与其你争我斗，
费尽心思才获得一些利益，倒不如把这些利益让给给那些诚
实而富于人性的对手。

对于商品，他们重视质量甚于牌子，只要商品货真价实，既
使是名不见经传的产品，也能获得认可。

此外，同大部分的华人一样，同样很考虑面子，十分重视别



人对自己的外观看法，如能让对方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无疑
可以使洽谈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人们说泰国是"微笑之国"，他们对外国人特别和蔼可亲。

生意对象几乎都是华侨系统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华侨一样，
做生意要基于对个人的信赖，形式上的契约书依然有被轻视
的倾向。

在泰国，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人争执，咄咄逼人的表现会被泰
国人认为是最可耻的行为。

由于左手被视为不洁净，所以交换名片，接受物品，都必须
使用右手。

访问政府办公厅宜穿西装。

衣着整齐是对别人的尊敬，也是一种礼貌。

如果衣着随意或不整齐，就会让人觉得你对这个活动不重视
或不尊重别人。

拜访大公司或政府办公厅须先约会，准时赴约是一种礼貌。

宜持用英文、泰文、中文对照的名片当地两天即可印妥。

泰国人见面时要各自在胸前合十相互致意，其法是双掌连合，
放在胸额之间，这是见面礼，相当于西方的握手，双掌举得
越高，表示尊敬程度越深。

平民百姓见国王双手要举过头顶，小辈见长辈要双手举至前
额，平辈相见举到鼻子以下。

长辈对小辈还礼举到胸前，手部不应高过前胸。



地位较低或年纪较轻者应先合十致意。

别人向你合十，你必须还礼，否则就是失礼。

合十时要稍稍低头，口说"萨瓦迪!"(sawattdee，即"您好")。

双方合十致礼后就不必再握手，男女之间见面时不握手，俗
人不能与僧侣握手。

与别人谈话时不得戴墨镜，手势要适度，不许用手指着对方
说话。

从别人面前走过时(不管别人是坐着或站着)，不能昂首挺胸，
大摇大摆，必须躬着身子，表示不得已而为之的歉意。

妇女从他人面前走过时，更应如此。

学生从老师面前走过时，必须合十躬身。

泰国是个王国，泰国人民对王室很尊敬，身为游客也应入乡
随俗，对他们的国王、王后、太子、公主等表示敬意，在电
影院内播放国歌或国王的肖像在银幕上出现时，也应起立。

凡遇盛大集会、宴会，乃至影剧院开始演出之前，都要先演
奏或播放赞颂国王的"颂圣歌"，这里全场肃立，不得走动和
说话，路上行人须就地站立，军人、警察还要立正行军礼，
否则就会被认为对国王不敬。

有坐具的坐姿

在有长者或长辈在座的场合，小辈为了表示对他们的礼貌，
坐姿应该是两手掌相叠，放在腿上，上身微躬而坐。

如有至尊者或达官贵人在座，小辈的'上身还要下躬，使两肘



放在大腿上，两手掌相叠于膝盖稍上处。

席地而坐的坐姿

跪坐。

男子坐时，两腿跪地，脚尖直立登地，臀部坐在脚跟上，上
身挺直，两手掌相叠放在大腿上。

如是女子，脚背贴地，其他动作与男子同。

叠腿侧坐。

坐时两腿向一方自然曲叠，向左、向右都可。

男子两膝盖之间稍留距离，两手掌相叠放在膝盖上或自然下
垂;或一手支地，一手放在大腿上。

取这种坐姿时，还可用收腿、躬身等不同姿势来表示对长辈
或达官贵人的敬意。

这种坐姿文静优美，泰人把它视作具有民族特色的、有礼貌
的坐态。

坐姿中有一种叫"跏趺坐"，人称"盘腿坐"。

这是泰国和尚的坐姿。

有时，在公共场所可以看到有些泰人这样席地而坐。

但在长辈或上级面前，这样坐是不礼貌的。

日常礼仪 常为表友善和亲近，不习惯称呼其姓，而习惯称呼
其名。



泰国人颇有涵养，讲究温、良、恭、俭、让,讲话轻声细语，
举止温文尔雅。

微笑之国。

泰国平民遇见王室成员或高僧，须行下 跪礼，而王室成员和
高僧则不须还礼;行人从坐着的人身边经过时，要略微躬身，
以表示礼貌;用手抓食，长者在座，晚辈应坐地或蹲跪，头的
高度不可超过长者。

服饰礼仪

1、喜欢鲜艳的颜色。

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日期。

周一，黄色;周二，粉色;周三，绿色;周四，橙色;周五，淡
蓝色;周六，紫色;周日，红色。

2、平时：穿衬衫、长裤、裙子;商务场合：深色的套装或套
裙;

3、无论去哪都不要让鞋底露出，尤其不要把鞋底朝向对方。

旅行最好自带拖鞋。

餐饮礼仪

1、不喝热茶和开水，加冰块;喝果汁习惯加少许盐。

2、口味：喜辛辣和鲜嫩之物，爱吃咖喱饭和冬荫功汤;不喜
欢过咸和过甜的事务，也不吃红烧的菜肴。

3、民间习惯围绕低矮的圆桌跪膝而坐，右手抓食。



习俗禁忌

•泰国男子满20岁后，都要出家一次，当3个月的僧侣，国王
也不例外，否则会被人看不起。

•头部忌 随便用手触摸他人的头部，被视为对他人的极大侮
辱。

即使对小孩表示亲呢，也不要随便抚摸头部，以免给小孩带
来厄运。

• 左手忌 左手拿东西给别人是鄙视对方的行为。

• 门坎忌 到泰国朋友家中做客，进门时要小心跨过门坎，万
万不可踩着人家的门坎。

泰国人认为门坎下住着神灵，断不可冒犯。

• 红色忌 在泰国，人们用红笔将死者的姓名写在棺木上。

因此，泰国人忌用红笔签名，认为红色是不吉利的。

• 鹤、龟忌 鹤、龟的图案在泰国是不受欢迎的，泰国人忌讳
这两种动物以及印有其形象的物品。

鹤被视为“色情”鸟;龟则被视为男性“性”的象征。

• 发怒忌 泰国人讨厌在公共场所勃然大怒的人。

在社交场所大发脾气的人、常常会失去友谊; 在商务活动中
容易发怒的人，往往会丢掉生意。

• 言语忌 不要任意评说国王和王室成员，不要非议佛教 。

• 数字忌 喜欢数字“9”，泰语里的“9”是进步的意思。



• 进入泰国人住家按习俗要脱鞋。

• 切忌触碰任何人的头部，即使是对小孩子。

• 公然表示男女之间的爱恋之情会受到非议。

• 当地人向上伸出小指表示和好，大拇指朝下表示失败，伸
出弯曲的食指则表示死亡。

• 进入佛殿要脱鞋，进入当地人家的客厅也要脱鞋。

称谓与问候 款待、馈赠 、交谈

• 款待：对主人的家庭和住房表示感兴趣。

• 馈赠：在一般情况下，小小的纪念品可作为礼物相赠，鲜
花也是合宜的礼物。

• 交谈 ：应回避有关政治、王族和宗教方面的话题。

• 示意动作：别随意把你的脚指向任何东西。

• 泰国人不喝热茶，而习惯在茶里放冰块，成为冰茶。

• 用餐时，泰国人习惯围着小圆桌跪膝而坐，用手抓食，但
现在有用叉子和勺子的。

泰国的饮食以稻米、蔬菜为主食。

泰国人最爱吃民族风味的“咖喱饭”(它是用大米、鱼肉、香
料、椰酱及蔬菜等烹制而成的)。

• 泰人在饮食嗜好上有如下特点：

• 注重 讲究菜品要鲜嫩，注重风味特色。



• 口味 一般口味中喜咸，爱辛辣味。

• 主食 以米饭(糯米)为主食，面食吃的不多，对水饺和汤面
也感兴趣，乐于吃小蛋糕及干点心。

• 中餐 喜爱中国的川菜、粤菜、京菜、沪菜。

• 水酒 喜欢啤酒、葡萄酒;爱喝矿泉水、桔子水、橙汁、咖
啡、可乐、牛奶等;尤其喜欢喝冰茶(红茶)。

• 忌讳左手服务，认为左手不洁净。

• 不勾肩搭背,不从背后惊吓别人。

• 不可随便谈论或批评皇室。

• 进入寺庙要脱鞋,服装应整齐、端庄,最好不要穿短裤。

• 女性避免碰触僧侣,如奉献财物,可请男士代劳,或直接放在
桌上即可。

• 遇见僧侣要礼让,佛像无论大小新旧皆应尊重。

• 泰国禁赌,即使在酒店房间也不能玩牌或打麻将。

• 泰国人喜爱红、黄色，禁忌褐色。

• 习惯用颜色表示不同日期：星期日为红色，星期一为黄色，
星期二为粉红色，星期三为绿色，星期四为橙色，星期五为
淡蓝色，星期六为紫红色。

• 过去白色用于丧事，现在改为黑色。

1.泰国的基本礼仪



2.泰国的餐桌礼仪

3.饮食礼仪文化

4.餐桌礼仪文化

5.中国餐桌礼仪文化

6.韩国饮食礼仪文化

7.日本的礼仪文化

8.中国社交礼仪文化

泰国礼仪文化论文篇五

有一支歌，我们天天都在吟唱；有一支歌，就像鲜花四季开
放，这支歌的名字叫“礼仪”。

当你踏着轻快的步伐迈进学校的时候，你是否会看到那些手
拿扫把，埋头扫地的同学；当你在干净的学校里开心玩耍的
时候，你是否注意到角落里默默清理垃圾的老爷爷。

在这么美丽的学校里，同学们，我们怎样能够漠视到处飞舞
的果皮纸屑，我们怎能让干净的墙壁，留下笔迹和脚印，我
们怎样能和同窗好友吵吵闹闹，追追打打？我们又怎样不能
和同学互相理解、互相帮忙呢？同学们，学校的美不仅仅美
在环境，更美在你我的文明举止！

也许大家会有一种错觉：认为文明礼仪只是伟人、名人才具
备，我们普通人做不到，其实讲文明、讲礼仪很简单。在公
共汽车上给老人让座，把文具借给同学，扶起摔倒的小朋
友……这些都是文明的举止，爱心的奉献！



文明是风，它能够吹拂每一位同学的心；文明是花，它能将
学校装扮得更加美丽。同学们，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引领文明风气、创立文明学校、争做文明学生！相信自己，
我们必须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