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实事求是吃饭演讲稿 吃饭礼仪演讲
稿(模板5篇)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演
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靠实事求是吃饭演讲稿篇一

中西文化历来是世界文化的两大派系，而饮食在两个文化中
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在两
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西方饮食习俗，不论在其观念、性
质，还是在其方式、对象等诸多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是非常
鲜明的。

笔者根据自己几十年从事西式餐饮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看
法，以供参考。

1、中西饮食观念的差异历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
之一，有5000年的悠久而厚重的历史，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
明，在这种文化蕴藏中，使中国的饮食更加博大精深。

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辽阔国土的地域差异，四大菜系逐渐形
成，四大菜系自成体系，各有特点，但共同点是用料复杂考
究，制作方法复杂，口味、菜式多种多样，令人惊叹。

西方以欧美为代表，其文化同样源远流长。

到中世纪，欧洲文化已十分完善，在此期间，旧西方的饮食



文化已经形成。

其主要特点为：主食以面粉为主，原料也较为丰富，制作方
法较中国简单，但同时也十分注重口味。

由于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于饮食重科学。

重科学即讲求营养。

故西方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犹如为一生物的机器添
加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热量的
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
收，有无其他副作用。

这些问题都是烹调中的大学问，而菜肴的色、香、味如何，
则是次一等的要求。

即或在西方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
在很多方面与我们近似，但一接触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
了距离。

中国五味调和的烹调术旨在追求美味，其加工过程中的热油
炸和长时间的文火攻，都会使菜肴的营养成分被破坏。

法国烹调虽亦追求美味，但同时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
一味含营养而求美味是他们所不取的。

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现代烹调思想，特别强调养生、
减肥，从而追求清淡少油，强调采用新鲜原料，强调烹调过
程中保持原有的营养成分和原有的味道，所以蔬菜基本上都
是生吃。

所以说西方饮食之重营养是带有普遍性的。



2、中西饮食对象的差异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专
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

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人视
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外国厨师无法处理
的东西，一到中国厨师手里，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足见中国饮食在用料方面的随意性之广博。

据西方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
多6倍。

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荤菜只有在
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所以自
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中国人的以植物为主菜，与佛教徒的鼓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佛教便视动物为“生灵”，而植物则“无灵”，所以，主张
素食主义。

西方人在介绍自己国家的饮食特点时，觉得比中国更重视营
养的合理搭配，有较为发达的食品工业，如罐头、快餐等，
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

故他们国家的人身体普遍比中国人健壮：高个、长腿、宽大
的肩、发达的肌肉;而中国人则显得身材瘦小、肩窄腿短、色
黄质弱。

有人根据中西方饮食对象的明显差异这一特点，把中国人称
为植物性格，西方人称为动物性格。

3、中西钦食方式、餐具及礼仪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



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

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
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
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

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
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

人与人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
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争让的美德。

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
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
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
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在餐具方面，差异就更甚明显。

众所周知，中国人包括亚洲一些黄种人的国家，使用的是筷
子、汤匙，吃饭也用碗盛;而西方人呢，则是盘子盛食物，用
刀叉即切即吃，喝汤则有专门的汤匙。

筷子与刀叉作为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餐具，筷子和刀叉
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两种智慧。

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
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
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

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
杆原理。

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



不怕高温与寒冷。

真是高明极了!” 在礼仪方面，中西两者更显不同。

在中国古代，在用餐过程中，就有一套繁文缛节。

靠实事求是吃饭演讲稿篇二

吹着风扇，吃着饼干，准备写日记的我被妈妈打扰了，她说：
“今天我们要去你表哥外婆家吃饭，准备一下吧~“哈哈，又
可以去亲戚家吃饭了，我感觉国庆节和中秋节都有很多人要
去亲戚家吃饭，不是过节，就是烧烤庆祝什么的。

他们的家离我们家是特别的近，就几步就到了。他们的家要
走到5楼，这很累啊~而且楼梯很陡峭，路灯一闪一闪的有点
像进入鬼屋似的。终于走到5楼了，一进门，就是亲戚的热烈
欢迎。我们坐在椅子上，一个人不说话，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忽然外公说话：”你们等会啊，饭菜一会好~“……说了等于
白说，不如说点有意思的呢~一会儿，桌子上的饭菜一下子就
增添了许多，有鱼、肉、汤……各种妙不可言的食物，我挺
想喝饮料的，可是姨妈说：”吃完饭才喝吧！”我也不敢反
驳，毕竟她是长辈哈。最快吃完饭的是大表哥，他就去倒了
一杯可乐。我跟随也吃饱饭了，一喝可乐喝下去，爽爆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今天晚上玩得真开心，这种聚会多一点就
好了啊~

靠实事求是吃饭演讲稿篇三

商务接待礼仪常识礼仪大全

(2)不替对方夹菜，如有需要时应使用公筷;



(4)吃饭时不要高声喧哗，特别是有外宾时;

(6)饮酒时应考虑客人酒量，应友好但随意，不要强迫或灌
酒;

(7)不要在用餐的同时抽烟;

(8)不要在菜肴中翻找自己喜欢的菜;

(9)将食物残渣及纸巾放入渣盘中，不要堆在桌上或扔在地
上;

(11)洗指碗洗手时只将手指沾洗即可;

(12)勿在打开餐巾纸包装时拍得噼啪作响。

靠实事求是吃饭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有健康，才有快乐》! 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在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认为是健康，生命是相对的有限时空构成，而具有健康的
身心，就会使生命的相对有限时空得以延续与拉长。

健康虽说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就会失去一切。如果说：

事业是大厦，健康就是基石! 事业是列车，健康就是发动机!

事业代表生命的厚度，健康就是代表生命的长度! 我们不能
只关注健康而荒废事业，同样，我们也不能只追求事业而透
支健康!

我们的生命需要我们自己去呵护，我们的幸福需要我们自己



去追求，我们的健康需要我们自己去关注!

健康的生活，需要一种健康的理念，需要一种健康的觉悟。
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像经营事业一
样经营健康!做到生命与事业并存，健康与财富同在!

有了健康作保障，我们将如虎添翼!只有拥有健康才会拥有未
来。

那么，什么是健康呢?健康的定义是什么?有人说：没有病的
人就是健康的人，这样笼统的回答没有回答出健康人的实质，
也没有说明健康人的特性。国家卫生部于20xx年1月4日发布了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它是全
世界第一份由政府颁布的有关公民健康素养的官方公告。健
康素养就是指一个人能够获取和理解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
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的能力，以维
持并促进自己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仅是躯
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
健康。

1.身体健康：有充沛的精力、睡眠良好、抵抗力强、体重正
常、头发光泽、牙齿完好等。还有大部分人，总是感到身体
乏力、吃、睡不好，在医院又检查不出具体疾病，这种状态
称为“亚健康状态”，也不叫身体健康。生理健康是指人的
身体能够抵抗一般性感冒和传染病，体重适中，体形匀称，
眼睛明亮，头发有光泽，肌肉皮肤有弹性，睡眠良好等。

2.心理健康：为人处事积极乐观，勇于承担责任，关爱他人，
不抱怨社会。心理健康是指人的精神、情绪和意识方面的良
好状态，包括智力发育正常，情绪稳定乐观，意志坚强，行
为规范协调，精力充沛，应变能力较强，能适应环境，能从
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压力，经常保持充沛的精力，
乐于承担责任，人际关系协调，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相一致，
能面向未来。



3.社会适应良好：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当今社会的三大
特征：速度、多变、危机。 对策：学习、改变、创业。

4.道德健康：道德高尚，有良好的公德，不损害他人利益，
更不能偷、抢、吸毒等。主要指能够按照社会道德行为规范
准则约束自己，并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辨别真与伪、
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的是非观念和能力。把道德纳入健
康范畴是有科学依据的。巴西著名医学家马丁斯研究发现，
屡犯贪污受贿的人易患癌症、脑出血、心脏病和精神过敏症。
品行善良，心态淡泊，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心胸坦荡，则
会心理平衡，有助于身心健康。

相反，有违于社会道德准则，胡作非为，则会导致心情紧张、
恐惧等不良心态，有损健康。试看，一个食不香、睡不安、
惶惶不可终日者，何以能谈健康!据测定，这类人很容易发生
神经中枢、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其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也
会减弱，最终会在恶劣心态的重压和各种身心疾病的折磨下，
或者早衰，或者早亡。

那么，只有身体没有疾病，心理没有缺陷了才真正算得上是
健康的人，也只有健康的人才能拥有幸福与快乐。此时我想
说，有健康，才有快乐。

当今社会，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看看我们的社区，一个
个运动设施建立了起来，看看我们的身边，一家家运动养生
馆红火起来，再看看我们的社会，心理专家越来越多，这一
切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健康很重要。在过去，人
们“比肚子”，看你吃得好不好;后来，人们“比银子”，你
的钱有多少、你的房子怎么样、你的汽车是什么档次;到现在，
很多人“比身子”，崇尚健康第一，知识第二，家庭第三，
金钱排第四!

人们的意识加强的，那是因为健康是竞争力，是生命当中最
宝贵的财富。健康不止能使自己快乐，还能让家庭幸福，社



会也幸福。如果没有了健康，我们用什么去面对事业，面对
学业?又拿什么去享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可以这样说，没
有健康，也就没有了一切，有健康，才有快乐。

有健康，才有快乐。同志们，要拥有健康的第一要素是什么?
我认为是心态，要有好的心态，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碰上
问题从容面对，遇到麻烦，坦然处之。有了好的心态之后，
就让我们加强身体锻炼，强健我们的体魄。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加入体育锻炼，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节约时间，因
为减少了看病，减少了痛苦，锻炼是一项利于我们身体，也
利于我们身心的活动，让我们都加入进来吧，为了自己，也
为了家人，为了社会。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靠实事求是吃饭演讲稿篇五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三年级的——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
演讲题目是：《我是文明就餐人》。

小时候，妈妈告诉我：“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吃要有
吃相。”那时我只是将妈妈的话记在心里，心里却还有些懵
懂。

现在读三年级了，学校食堂办起了午餐，校园里掀起了“文
明就餐”的教育热潮，老师向我们提出了“三不”与“四
要”的就餐要求，倡导我们做文明就餐人，这时我才真正理
解了“吃要有吃相”这句话。

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吃相”一定是温文尔雅的，比如进餐
时，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前，吃东西时，切勿说话，要细嚼
慢咽;不争抢食物，大家共同分享美食;咳嗽、打喷嚏时应侧
身掩口等。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一日三餐，文明就餐既是
当代学生文明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体现一个人文明素
质高低的重要方面。从食堂开餐的那天起，我便暗下决心：
我要做一名文明就餐人!



《悯农》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古诗，从这首诗中我们知道了粮
食来之不易，可是《悯农》不仅仅是诗，更应该是行动。吃
饭时，不贪多，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就是我们文明就餐时的
必修课。

“微笑时文明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当我们面对别
人嘴角微微上扬时，一股暖流已涌入了他人的心田。把微笑
常挂在脸上，我们也能收获他人的微笑。不插队，不争抢食
物，不随意走动，不斤斤计较，不恶言相向，不窃窃私
语……我们努力创造出彼此理解的心灵境界，用心营造出安
静祥和的就餐环境，做到这些不就可以收获他人的友好的微
笑吗?这种细节处的微笑就是为文明做的最好代言。

我愿意做微笑的天使，做文明的小主人!

亲爱的同学们，文明宛若阳光，能普照我们的生活;文明好似
明星，能引导我们健康向上地生活;文明如同溪流，每个人的
文明之举可汇聚成浩瀚的文明海洋。我愿意做文明就餐人，
我愿意从自身做起，力争以自己为榜样，并以自己良好的形
象去感召身边的人都注意这一点，这是我是责任，也是我的
骄傲。那么你呢?你是否有和我一样的勇气和决心呢?让我们
一起来做文明就餐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