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礼仪课期末个人总结 个人礼仪之
驾驶礼仪实用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2023年礼仪课期末个人总结 个人礼仪之驾驶礼仪实
用篇一

1、上车前的礼仪：检查车辆号牌是否清晰，查看车辆周围有
无儿童、老人和障碍物，确认安全后上车发动。

2、停车的礼仪：开启转向灯并逐步减速向停车地点停靠。停
车遵守停车八字诀：入位、顺向、头齐、守时，避免妨碍他
人正常通行。紧急停车要开启双闪灯提示他人注意。

3、变道的礼仪：提前开启转向灯提示后车，待后车减速避让
后，平稳驶入目标车道。如后车连闪灯光拒绝，不要强行并
线。

4、避让行人的礼仪：遇斑马线主动减速，有行人通过时缓缓
停车，让行人先行。遇路侧有行人通行，闪烁大灯提示安全。

5、会车的礼仪：两车对向行驶，及时提示前方车辆注意避让。
遇到障碍需借对向车道行驶时，如来车频闪大灯拒绝，应让
前方车辆先过，不要强行插入。

6、启动车辆的礼仪：系好安全带，开启转向灯，避开其他行
人和车辆，缓缓起步。



7、转弯的礼仪：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安全后减缓车速，驶
入导向车道平稳转弯。

8、通过路口的礼仪：进路口前适当减慢车速，绿灯亮时，观
察确认安全后稳速通过。黄灯及红灯亮时，依次在停止线后
等待。

9、超车的礼仪：开启转向灯，进入超车道，闪烁大灯告知前
车，确认安全后加速超过。在高速公路，超车后及时返回原
车道，不长期占用超车道行驶。

10、保持车距的礼仪：行车时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遇
后车紧跟时，间断亮起刹车灯，同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车注
意，或开启转向灯，驶入其他车道行驶。

2023年礼仪课期末个人总结 个人礼仪之驾驶礼仪实
用篇二

前台接待人员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离座不应当太久，一般
不能超过10分钟。如果是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外出时，应当先
找妥代办人，并交待清楚接听电话的方法等。

2、严守工作时间

3、闲谈与交谈

应当区分闲谈与交谈。前台人员应当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私人
电话占线。更不应当出此刻前台与其他同事闲谈的场面。

4、注意礼节、讲究原则

物业管理礼仪接待要讲究礼貌，要克服服务工作低人一等的
思想，要认识到尊重宾客就是尊重自我，所以要在接待中既
坚持原则，又要注意礼貌。



5、一视同仁、举止得当

物业管理礼仪接待的对象都必须热情的对待，不能看客施礼，
更不能以貌取人，必须以优质接待服务来取得业主或用户对
你工作的信任，使他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6、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在物业管理接待服务工作中，业主或用户可能会提出一些无
理甚至是失礼要求，应耐心地加以解释，宽容待人。

2023年礼仪课期末个人总结 个人礼仪之驾驶礼仪实
用篇三

2、不管饮酒多少酒后坚决不开车，

3、系安全带(副驾驶也需系安全带)。

4、驾驶时不使用手机。

5、在路口转弯时应减速或停车，让直行的行人或非机动车先
行。

6、遇到盲人或其他行动不便的行人，应减速慢行，必要时应
停车。

7、靠近人行横道时，应注意观察周围的动态，如果有行人或
非机动车要横穿马路时，必须要在人行横道前停下。

8、起步、拐弯、并线、停车时要打转向灯，

9、拐弯时要进入适当的车道。

10、行驶时车与车之间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11、停车前要减速。

12、驾驶者应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3、不往车窗外扔杂物或吐痰。

14、不强行加塞儿、不争道抢行。

15、不乱停车。

16、不乱鸣笛，尤其是进入居民小区后，更不能鸣笛，且一
定要减速慢行。

17、雨天行车应避免溅湿行人。

18、避免在快车道上低速行驶。

19、避免开着问题车上路。

20、谨慎使用远灯、雾灯。

21、汽车发生故障时，应尽量把车推到一边，防止造成交通
拥堵。

22、保持车身清洁。

2023年礼仪课期末个人总结 个人礼仪之驾驶礼仪实
用篇四

整体：整齐清洁，自然，大方得体，精神奕奕，充满活力。

头发：头发整齐、清洁，不可染色，不得披头散发。前不遮
眉，侧不过耳，后不触领，长发刘海不过眉，过肩要扎起(使
用公司统一发夹，用发网网住，夹于脑后)，整齐扎于头巾内，



不得使用夸张耀眼的发夹。

耳饰：只可戴小耳环(无坠)，颜色清淡。面貌：精神饱满，
表情自然，不带个人情绪，面着淡妆，不用有浓烈气味的化
妆品，不可用颜色夸张的口红、眼影、唇线;口红脱落，要及
时补装。

手：不留长指甲，指甲长度以不超过手指头为标准，不准涂
有色指甲油，经常保持清洁，除手表外，不允许佩戴任何手
饰。

衣服：合身、烫平、清洁、无油污，员工牌配戴于左胸，长
衣袖、裤管不能卷起，夏装衬衣下摆须扎进裙内，佩戴项链，
饰物不得露出制服外。

围兜：清洁无油污，无破损，烫直，系于腰间。鞋：穿着公
司统一配发的布鞋，保持清洁，无破损，不得趿着鞋走路。

袜子：袜子无勾丝，无破损，只可穿无花，净色的丝袜。

身体：勤洗澡，无体味，不得使用浓烈香味的香水。

1、卫生：清洁卫生是仪容美的关键，是礼仪的基本要求。不
管长相多好，服饰多华贵，若满脸污垢，浑身异味，那必然
破坏一个人的美感。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做到入睡起床洗脸、脚，早晚、饭后勤刷牙，经常洗头
又洗澡，讲究梳理勤更衣。不要在人前“打扫个人卫生”。
比如剔牙齿、掏鼻孔、挖耳屎、修指甲、搓泥垢等，这些行
为都应该避开他人进行，否则，不仅不雅观，也不尊重他人。
与人谈话时应保持一定距离，声音不要太大，不要对人口沫
四溅。

2、服饰：服饰反映了一个人文化素质之高低，审美情趣之雅
俗。具体说来，它既要自然得体，协调大方，又要遵守某种



约定俗成的规范或原则。服装不但要与自己的具体条件相适
应，还必须时刻注意客观环境、场合对人的着装要求，即着
装打扮要优先考虑时间、地点和目的三大要素，并努力在穿
着打扮的各方面与时间、地点、目的保持协调一致。生活中
人们的仪表非常重要，它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礼仪素
养，是人们交往中的"第一形象"。天生丽质，风仪秀整的人
毕竟是少数，然而我们却可以靠化妆修饰、发式造型、着装
佩饰等手段，弥补和掩盖在容貌、形体等方面的不足，并在
视觉上把自身较美的方面展露、衬托和强调出来，使形象得
以美化。

1、谈话姿势：谈话的姿势往往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修养和
文明素质。所以，交谈时，首先双方要互相正视、互相倾听、
不能东张西望、看书看报、面带倦容、哈欠连天。否则，会
给人心不在焉、傲慢无理等不礼貌的印象。

2、站姿：站立是人最基本的姿势，是一种静态的美。站立时，
身体应与地面垂直，重心放在两个前脚掌上，挺胸、收腹、
收颁、抬头、双肩放松。双臂自然下垂或在体前交叉，眼睛
平视，面带笑容。站立时不要歪脖、斜腰、曲腿等，在一些
正式场合不宜将手插在裤袋里或交叉在胸前，更不要下意识
地做些小动作，那样不但显得拘谨，给人缺乏自信之感，而
且也有失仪态的庄重。

3、坐姿：坐，也是一种静态造型。端庄优美的坐，会给人以
文雅、稳重、自然大方的美感。正确的坐姿应该：腰背挺直，
肩放松。女性应两膝并拢;男性膝部可分开一些，但不要过大，
一般不超过肩宽。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或椅子扶手上。在正
式场合，入座时要轻柔和缓，起座要端庄稳重，不可猛起猛
坐，弄得桌椅乱响，造成尴尬气氛。不论何种坐姿，上身都
要保持端正，如古人所言的“坐如钟”。若坚持这一点，那
么不管怎样变换身体的姿态，都会优美、自然。

4、起姿：行走是人生活中的主要动作，走姿是一种动态的美。



“行如风”就是用风行水上来形容轻快自然的步态。正确的
走姿是：轻而稳，胸要挺，头要抬，肩放松，两眼平视，面
带微笑，自然摆臂。

2023年礼仪课期末个人总结 个人礼仪之驾驶礼仪实
用篇五

2、礼者，敬人也。——孔子

3、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

4、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晏子春秋》

5、礼貌不花钱，却比什么都值钱。——塞万提斯

6、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孔子

7、不学礼，无以立。——孔子

8、良好的礼貌是由微小的牺牲组成。——爱默生

9、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况

12、德必报，怨不仇。——赵谦

13、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面貌、衣裳、心灵、思
想。——契科夫

14、在宴席上最让人开胃的就是主人的礼节。——莎士比亚

19、一个人的礼貌，就是一面照出他的肖像的镜子。——歌
德

23、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守。——孔



子

26、利益，是聪明人想出来的与愚人保持距离的一种策
略。——爱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