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 文明人手抄报的内容
(优秀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
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篇一

2、以文明求发展，以发展促文明

3、用爱心播撒阳光，用高尚践行平凡

4、片言只语体现修养，小事细节彰显文明

5、说文明话以"诚"为尺，做文明事以"法"为度

6、诚信如山，诚信似水，诚信是金

7、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争创一流

8、公德装在心中，文明贵在行动

9、提升服务理念，创建服务品牌

10、讲文明、树新风，立足本职做奉献

11、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愚昧

12、塑窗口形象，树行业新风

13、倡导文明礼仪，提高员工素养



14、学习道德模范，参与志愿服务

15、文明创建重在行动，树立新风贵在坚持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篇二

1、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

2、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

3、鸟儿因翅膀而自由翱翔，鲜花因芬芳而美丽，校园因文明
而将更加进步。

5、文明抑揄大数人，赞扬极少数人。——阿尔科特

6、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遵守公共
道德。

7、良好的礼貌是由微小的牺牲组成。——爱默生

8、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管仲

11、不学礼，无以立。——孔子

12、如果把礼仪看得比月亮还高，结果就会失去人与人真诚
的信任。——培根

14、文明就是要造就有修养的人。——罗斯金

15、文明的人为自己购置了马车，而他却失去了使用双足机
会。——爱献生

16、讲究社会公德，爱护公共环境。

17、土扶可城墙，积德为厚地。——李白



18、向老师说声好，不困难;困难的是，要坚持向老师真心地
说声好。

19、关心学校，我们的职责;爱护学校，我们的义务;热爱学
校，我们的心声。

20、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事，也是最珍贵的东西。——冈察
尔

21、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事情，但
她却是最珍贵的事情。

22、礼貌经常可以替代最高贵的感情。——梅里美

23、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24、道之以告德，齐之以礼（论语）

25、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
传

26、讲话气势汹汹，未必就是言之有理。——萨迪

27、礼貌使人类共处的金钥匙。——松苏内吉

28、让文明的气息洋溢在学校的每个角落。

29、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守。——孔
子

30、以滥用水为耻，以节约水为荣。

31、花儿用美丽装扮世界，我们用行动美化校园!

32、文明的历史是人类得到缓慢而痛苦的解放的历史。——



英格索尔

34、礼貌是儿童与青年所应该特别小心地养成习惯的第一件
大事。——约翰·洛克

35、礼貌使有礼貌的人喜悦，也使那些受人以礼貌相待的人
们喜悦。——孟德斯鸠

37、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

38、简单地说，文明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威·哈维

39、日益增长的财1与日益增长的安逸为人类带来文明。——
迪斯累利

40、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荀况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篇三

1、珍惜粮食就是热爱生命。

2、粮食就是生命，知识拯救灵魂。

3、珍惜粮食，远离浪费

4、《锄禾》不只是诗，知辛苦，更需要行动。

5、天地“粮”心，珍食莫蚀。

6、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饮水要思源，吃饭当节俭。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

8、倒下的是剩饭，流走的是血汗。



9、盘内一分钟，厨内更多功。

10、粒米虽小君莫扔，勤俭节约留美名。

11、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12、米饭粒粒念汗水，不惜粮食当自悔。

13、古诗《锄禾》你我读，盘中餐苦当记住。

14、节约光荣，人见人赞；浪费可耻，谁闻谁恶。

15、节约用水一点一滴，珍惜粮食一颗一粒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篇四

应在主人举杯示意开始时，客人才能开始，客人不应抢在主
人前面。就餐结束后，在主人还没有示意结束时，客人不能
先离席。

夹菜要文明，应等菜希肴转到自己面前时，自己再动筷，不
要抢在邻座的前面，一次夹菜也不宜太多。

要细嚼慢咽，这不仅有利于消化，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
决不能大块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会给人留下贪婪的印
象。

用餐的动作要文雅，夹菜时不要碰到邻座，不要把盘子里的
菜拨到桌上，不要把汤拨翻。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如喝
汤时“咕噜咕噜”，吃菜时嘴里“叭叭”作响，这都是粗俗
的表现。用餐结束后，可以用餐巾、餐巾纸或服务员送来的
小毛巾擦擦嘴，但不宜擦头颈或胸脯。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篇五

餐饮礼仪问题可谓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从周代开始，饮
食礼仪已形成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特别是经曾任鲁国祭酒
的孔子的称赞推崇而成为历朝历代表现大国之貌、礼仪之邦、
文明之所的重要方面。春节期间家人团聚，亲朋相会，头号
事就是忙活于“吃”字。为了在新春佳节吃得营养，吃得卫
生，吃得文明，吃得开心，家宴须要注重礼仪。

2、酒满茶半以礼待人

春节安全文明手抄报内容

当今社会，以茶待客成为人们日常社交和家庭生活中普遍的
交往的方式。俗话说：酒满敬人，茶满欺人。敬酒时应斟满
杯，而奉茶时则应注意不要斟得太满，以七、八分满为宜。
否则就有逐客之嫌。”

3、饭桌转盘顺时慢转

在聚会吃饭时，经常会遇到带转盘的圆桌，如果饭局上有长
幼之别，一道菜刚上来，应先转到主人、主宾、尊者面前，
待其享用之后，其他人再慢转转盘。()并且，转盘应顺时针
转动，切忌快速旋转。

4、鱼头鱼尾有说法

家庭宴会当中，主人应将鱼头朝向桌上辈分最大、职务最高
的人摆放，由他带头吃鱼喝酒。要是有人没等鱼头对着的人
发话就抢先动筷子，便会被人耻笑为不懂规矩或者没有见过
大场面。

5、“拱手抱拳礼”双手有高低



大多数情况下的拱手礼应该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即左手压
住右手。这是因为，人们一般多使用右手来持兵器，用左手
压住右手则象征或表达了中国古人热爱和平的意愿。”而右
手压住左手则是出丧。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篇六

和家人一起吃饭时，饭前尽自己所能帮爸爸妈妈做点事，例
如摆放碗筷，端菜端饭等。

小朋友们，吃饭前一定要记得洗手哟。

一切都帮忙准备好了以后，要向其他长辈或是客人说一
声：“开饭啦!”

入座时，应让长辈或者客人先入席，待其入座以后，自己再
坐。尽量不要让椅子或者凳子发出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餐巾主要是为了防止吃东西时不小心弄脏了衣服，同时也可
以用来擦嘴和擦手，要记住餐巾是不能当作毛巾来擦脸或擦
鼻涕的哟。

吃饭时，如果觉得要打喷嚏了，头应该转向后方，用餐巾捂
着。

在餐桌上，挖鼻孔啊、挠痒啊、用手抠牙缝啊，这些举动都
会影响其他一起用餐的长辈们的食欲，非常不礼貌。

不要在餐桌上不加控制地打饱嗝，那样是非常不尊重别人的。

在夹菜的时候，小朋友要注意别碰到邻座。

如果和家人一起去餐厅，应等菜肴转到自己的面前才动筷。



夹菜的时候一次不宜夹得太多，把自己碗、碟里的吃完，再
去取菜。

不要用筷子在菜里搅动，寻找自己想要吃的部分。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篇七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新春佳节之际，我们给岛城父老拜年，
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

祥和的春节假期是人们的期盼和幸福，也要用共同的付出来
维护。祥瑞常伴文明到，祸端多随陋习生。只有“休闲不忘
文明、欢乐不忘安全、尽兴不忘公德”，才能过一个“文明
年、祥和年、健康年、平安年”。所以，我们建议在春节期
间广泛开展“健康度假，文明过节”活动，在尽享新春欢乐
的同时，为来年开个好头。

第一，社会责任不能放假。假日里工作少了，生活却更加丰
富。休闲放松下来，陋习最容易乘虚而入，因此，更是磨练
和提升文明素质、展示形象的大好时机。要遵纪守法，拒绝
黄赌毒，不参与迷信活动;要崇尚低碳生活、绿色消费，避免
铺张浪费;要维护小区清洁，主动清扫积雪和燃放垃圾;要爱
护公共环境和设施，维护公共秩序，管好自家的宠物。无论
同学聚会、战友聚会、同事聚会，还是走亲访友、游览购物，
都不忘用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影响家人和友朋，让现代
文明走进我们的节日，融进我们的生活，扮靓我们的城市。

第二，友善之心不能休眠。节日氛围贵在温馨，宽容和关爱
不仅能温暖他人，赢得尊重，也能慰籍自己的心灵。我们要
争做传递温馨的使者，为家庭、社区和城市的和谐尽力。假
日是化解邻里误会、融洽街坊关系的好机会，要想着给邻居
拜年，哪怕是一个微笑、一句祝福，邻里之间要互谅互让，
相互守望。不要忘记那些为了大家的节日而坚守在各自工作
岗位的人们，要主动为社区军烈属，鳏寡孤独、伤病残和困



难群众提供志愿服务。要讲礼仪、守孝道，善待来青游客，
乘车时自觉排队，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展示岛
城和谐形象。

第三，安全之弦不能松懈。平安是喜庆、祥和的基本前提。
出行时，要文明乘车，不携带违禁物品;要文明行路不争道抢
行，要文明驾车、礼让步行者，不酒后驾车、疲劳驾车，不
违规鸣号、频繁变线、随意停放。燃放烟花爆竹时，要遵守
燃放时间，选择空旷地点，不在楼道和阳台上燃放，不在夜
深人静时燃放，不让儿童在没有大人指导时燃放。外出和入
睡前，要仔细检查门、窗、水、电、气。发现隐患及时报警。

第四，身心健康不能大意。放松不是放纵。要合理安排饮食
起居，多参加室外和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加强体育锻炼。
不沉迷网络、不斗酒贪杯，不在居室和公共场所吸烟，注意
饮食和个人卫生，防止食物中毒、流感和假日疾患，保持身
心健康。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讲文明，
树新风，建和谐，过一个文明、祥和、平安、健康的春节。

文明法治手抄报内容篇八

(1)见老师主动问好，少先队员敬队礼，分别时说“老师再
见”。

(2)进出校及上下楼梯遇见老师要让行。

(3)进办公室要喊“报告”，听到“请进”后方可进入；问老
师要用“请问”，老师答后要道谢，说“再见”后再离开；
不随便翻阅老师办公室的东西；不私自打开教师电脑。

(4)虚心听取老师的教诲，接受师长的教育。



(5)对老师说实话、真话，不欺骗老师。

(6)珍惜老师的劳动成果，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

(7)服从老师管理，不顶撞老师。

(8)在校道上遇见老师主动停下，微微鞠躬问好。遇见两个以
上的老师，问“老师们好”；排队在行进中遇见老师，由领
队带领全体同学问“老师好”。

(9)与老师交谈时，要起立并主动给老师让坐。

(10)老师在办事或与别人在交谈时，不可随意打扰老师，躬
身站立一侧，等老师办完事或谈完话后再找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