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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警察禮儀課程是一門塑造良好警察形象、樹立警察意識、提升警察道德的重要課程。當前，全國30

餘所公安院校都十分重視學警警察禮儀的養成，但是在警察禮儀教育和課程建設方面還有很多需要改進

之處。本文通過對公安院校警察禮儀課程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結合新時代對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對

公安隊伍建設的新目標，以及人民群眾對公安執法的新期望，針對警察禮儀課程建設進行一些思考，並提

出加強和改進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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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步入新時代，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社會重大轉型期引領法治文明，是時代進步的表現，是適

應時代轉變的創新行動，是大力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本質要求。警察禮儀在構建文明法治，依法治國的

偉大歷史征程中，在按照對黨忠誠、服務人民、執法公正、紀律嚴明的總要求下，在鍛造一支讓黨中央放

心、人民群眾滿意的高素質過硬的公安隊伍的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一

些公安機關人民警察不懂禮、不守禮以及禮儀缺失的現象還是層出不窮，不僅給執法工作帶來了被動，

還有損公安機關及人民警察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甚至造成了警民之間的摩擦、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

等。因此，公安院校要重視警察禮儀的教育，因為學警是人民警察隊伍的重要來源，也是未來警察禮儀

的載體。本文以公安院校的警察禮儀課程為切入點，分析研究警察禮儀課程的現狀及存在問題，以便更

好地加強對警察禮儀課程的建設和學警的禮儀教育，使學警能達到內外兼修，做到知禮懂禮，擁有良好

道德品質和言行端莊的目的，以期從源頭上提高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的禮儀素質和修養，塑造新時代人民

警察的新形象！

二、新時代警察禮儀的基本內涵

禮儀，是人類維繫社會正常生活，而要求人們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它是人們在人際交

往中以約定俗成的程序、方式來表示對對方尊重的過程。警察禮儀是指從事公安工作的各級公安機關按

照有關條例規定，在各種時間、場合和交往中，正確的言行舉止和必要的禮節 1，是警察群體共同遵循的

行為準則或規範，是警察思想素質、政治覺悟和道德品行的外在顯現，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警察群體的

文化傳統和精神風貌 2。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除了打擊刑事犯罪外，還要從事大量的治安管理工作和社會服

務管理工作，因此，警察禮儀不僅是警察的風度、氣質和精神面貌的外在體現，更表明了警察在執行國家

使命和法律的威嚴和莊重。特別是在新時代，對警察禮儀也有着更高的標準，要求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

察嚴格執法、熱情服務、愛崗敬業，改善服務態度、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這些都與警察禮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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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舒天戈：《警官禮儀》，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 年。

2. 歐陽梓華、邱昱：〈文化視角下的學警禮儀素質培養研究〉，《湖南警察學院學報》，2018 年，第 6 期，第 98-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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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關，每一名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都應按照警察禮儀規範行事。在《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禮儀規範 》中，

除了規定警容儀表、值勤禮儀之外，還規定了與人民群眾交往方面的禮節，如接待禮儀、走訪禮儀、公

務禮儀等等。同時，警察禮儀是社會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包括人民警察應遵守的社會通行的社會交

往和人際交往的基本行為準則，也包括人民警察在執法執勤活動中必須遵守的工作規範和工作程序。警

察禮儀以傳統禮儀為基礎，在此基礎上根據公安工作的性質和特點，以及新時代依法治國方略和人民群

眾對公安工作，特別是公安執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望，進行設置、創新和發展。體現着依法守規、嚴格

自律、尊重他人、言行規範的基本準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顯著的職業特點 3。

三、公安院校加強警察禮儀課程建設的重要性

( 一 ) 有利於中國傳統禮儀在公安院校育人塑魂中更好地傳承

禮儀，不僅是一個人內在素質和道德修養的外在表現，更是一個國家社會風氣、國民品質以及民族

精神文明發展程度的現實反映。《 荀子·修身》中這樣記載：“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

寧。” 禮儀，在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征程中起着關鍵的作用。我國素有“ 禮儀之邦 ”

的傳統美譽，崇尚禮儀是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的優良傳統。公安院校不僅是培育人民警察人才的搖籃，更是

禮儀教育的主陣地，加強警察禮儀的教育和警察禮儀課程的建設，不僅能為中國傳統禮儀的傳承做出更

多貢獻，更能把中國傳統禮儀與公安機關的宗旨、任務、使命等深入地結合融入，從而培養出更多的新時

代優秀人民警察。

( 二 ) 有利於塑造正確的人民警察意識和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

《 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提到：“不學禮，無以立。”學警是未來的執法者，是國家權力、國家法律、

國家意志對外展示的 “ 視窗 ”，在以後的工作崗位上，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社會上和人民群眾

心中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果他們警察禮儀缺失，無論在執法中還是日常工作中都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效

應。小到警察形象和警察意識的養成，再到人民群眾對警察的印象和評價，大到國家法律法規權威性和

嚴肅性的維護等等，特別是在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文明法治的背景下，人民群眾對警察的穿着、

語言、禮貌禮節等方面更加關注，任何一個方面沒有做到位，都會導致警民關係的疏遠，甚至會產生誤會

和不理解。因此，公安院校加強警察禮儀課程建設，可以更好地規範學警的言行舉止，使其言行有禮、

言行有度、言行有德 4，為成為一名儀表端莊、舉止莊重、知禮懂禮的新時代優秀人民警察打下良好的基

礎。

( 三 ) 有利於治警、強警，鍛造一支過硬的新時代人民警察隊伍

趙克志部長強調，要牢牢把握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毫不動搖地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治警，以鐵的

紀律打造一支鐵的隊伍。進入新時代，隨着人民群眾對社會安全的需求在不斷地提升，對警察執法能力

和執法品質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但是人民警察在執勤執法、公務活動和處理糾紛等工作中，有時會出

現態度生硬、粗暴執法等現象，引發人民群眾的不滿，甚至演變成公共輿論事件。因此，公安院校加強

警察禮儀教育及課程建設是從嚴治警、端正警紀風範、加強自我約束，鍛造新時代過硬警察隊伍的一項

基礎工程。

3. 公安部政治部：《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禮儀問答》，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 年。

4. 張海龍：《警務禮儀文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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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安院校警察禮儀課程建設的現狀

( 一 ) 重視程度不高，對警察禮儀教育認識存在偏差

警察禮儀是一項系統的基礎教育工程，是每一名學警一進入公安院校就應該學習的課程和在校期間

應持續接受的素質教育。公安院校作為警察禮儀教育和傳播的主陣地，對警察禮儀課程的建設重視程度

還有待提高。一是在很多公安院校的警察禮儀課程與其他公安專業課程的重視程度、地位差距明顯，沒

有將警察禮儀課程編進人才培養方案或者整體教學計劃中。二是雖然公安院校注重學警的警察禮儀養成

和教育，但重點集中在警姿訓練、警容風紀以及道德教育等方面。三是專門開設警察禮儀課程的公安院

校不多，現有警察禮儀課程基本是選修課或者與公共關係等課程相結合，很少有公安院校將警察禮儀課

程作為必修課單獨開設。同時，作為選修課，很多學警因選課數量、學分以及選修人數的限制，無法選

修警察禮儀這門課程，導致很多學警接受不到警察禮儀的專項教育和學習。四是學警對警察禮儀及警察

禮儀課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特別是在選修課上，經常出現蹺課、缺課的現象。因此，警察禮儀課堂的

效果和品質不理想。

( 二 ) 缺乏統一教材和科學規範的教學設計

公安正規化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向縱深推進，對公安執法、機構設置乃至警服、警用標識等各個方

面都進行了規範，但是警察禮儀作為一項最基本的警務素養和能力，其標準和教育內容卻還沒有形成統

一，不同的公安院校都選用了不同的教材，比如徐明霞編著的《 人民警察禮儀修養 》、林強編著的《 警

務禮儀 》、舒天戈編著的《 警官禮儀 》、李虎元編著的《 警察禮儀 》等等，教材的內容和側重點不同，

理論深度和觀點不盡相同。同時，教學的課時量也存在明顯差異，有的是 32 學時、有的是 27 學時、有

的是 16 學時等等 5。有的公安院校警察禮儀課程通過理論知識進行檢驗測試，有的通過開展警察禮儀技

能比武進行考核。因此，造成了全國各公安院校的警察禮儀教育內容、課程設計、考核方式的不一致，

也影響了學警警察禮儀的整齊劃一。

( 三 ) 對任課教師的專業警察禮儀水平要求不高

在大多數公安院校中，警察禮儀這門課程很少有專職的任課教師，通常都是由承擔公安學、公共關

係學、公安政治學相關課程的教師兼任，對教師的條件、能力、素質要求不高。有的教師對警察禮儀知

識一知半解，不具備授課的水平，為了評職稱或者增加課時量開設課程。有的公安院校對承擔警察禮儀

課程的教師篩選、把關不夠嚴格，教師自身外在的形象、內在的氣質、授課的熟練程度、課程設計理念

以及授課技巧等都達不到警察禮儀課程的標準。

( 四 ) 教學與應用之間缺少有效的固化手段

重 “ 教 ” 輕 “ 行 ”是大部分公安院校警察禮儀課程存在的普遍問題。在課堂上，對警察禮儀更多的是

對知識點的講解，傳授禮儀的內容、種類、各種場合使用的禮儀等等，但是，學警如何把所學的知識轉

化成行動，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是警察禮儀課程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也是這門課程能否達到規範學

警禮儀，提升禮儀修養目標的一個關鍵所在。警察禮儀課程往往忽視了專門的禮儀訓練和實踐的環節，

5. 朱志玲：〈論公安院校警察禮儀課程教學改革 〉，《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9 年，第 4 期，第 198-2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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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應用之間脫軌明顯，知行不能一致。所學知識固化效果差，加上對學警禮儀監督不到位，就會經

常出現警容風紀不嚴謹、言行舉止不恰當等現象。學警我行我素的習慣和作風一旦養成，就會把不良的行

為和風氣帶到畢業，乃至工作崗位上。

五、公安院校加強警察禮儀課程建設的路徑展望

( 一 ) 提高對警察禮儀課程建設的重視程度

禮儀，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新時代，國家層面更重視和強調以“ 禮 ”治國。加強警察禮

儀課程建設，堅持以“ 禮 ” 治警，其本質就是以“ 禮 ” 治國在公安工作和人民警察隊伍建設中的具體體現

和實際應用。首先，要正確認識警察禮儀課程的作用。警察禮儀是學警形成警察意識和良好警察形象起

點，是塑造人民警察核心價值觀和培育新時代優秀人民警察第一步。其次，在校期間要打牢學警警察禮

儀的基礎。充分認識警察禮儀與公安工作關係，隨着新時代社會矛盾的變化以及依法治國方略的全面推

進，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明顯增強，人民警察在執法執勤中不懂禮、不守規引起的警民之間的

誤會、矛盾、摩擦、衝突，成了為建警治警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加強學警警察禮儀的教育就顯得尤為

重要。再次，建議把警察禮儀作為公安學類或者公安政治學類的一門必修課，在學警入學的第一學期開

設，從入學伊始就培養學警禮儀，不僅使學警在校期間具備良好的警察禮儀修養，更為他們能在執法崗

位上做到讓人民群眾滿意，做到執法公正公平奠定良好基礎。

( 二 ) 進一步統一、規範警察禮儀的授課內容

在 2016 年公安部舉辦了全國公安機關規範執法視頻演示培訓會，對人民警察執法進行了統一、規

範、細化，這也是公安正規化、規範化建設的又一項重大舉措。同樣，警察禮儀作為人民警察外在的行

為表現和公安機關整體形象的體現，應像公安執法一樣，進一步地統一和規範。全國公安機關執法有統

一的流程標準，警察禮儀也應如此。因此，建議由公安部制定人民警察的禮儀規範以及評價標準，並指

定或者挑選行業專家進行教材的編著工作，結合新時代公安機關的新要求，新時代人民群眾所期待人民

警察的新形象，新時代社會發展賦予公安工作的新內涵，編寫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禮儀或者公安機關人民

警察禮儀修養相關的教材。也可以在現有的教材中選定，作為全國公安院校的警察禮儀課程統一使用教

材，這樣無論是必修課還是選修課都有統一的教材，從通用禮儀、辦公禮儀、執勤禮儀、社交禮儀等方

面進行規範，並形成警察專門的禮儀體系，也有助於推進公安執法規範化和公安隊伍正規化建設向縱深

發展。

( 三 ) 嚴選專業任課教師，提升課程建設品質

警察禮儀課程與其他公安專業的課程有所不同，這門課程一方面需要教師對公安工作有一定的經驗，

對公安業務知識有一定的儲備，因為警察禮儀是為更好開展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服務的。同時，警

察禮儀是人民警察內在修養、素質、道德、情操等方面的外在體現，因此，教師的形象素質、言行舉止等

方面能否為學警帶來典型示範作用是選擇教師應該重點考慮的，對教師的遴選不能是隨意的，不能為了

完成授課任務或者增加課時量而放寬條件。要對擬任課教師進行嚴格把關和篩選，通過組織試講、面試

等方式把可以勝任警察禮儀授課任務的教師安排到崗位上。要組織任課教師進行專業禮儀培訓，加強任

課教師自身禮儀修養的養成，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則，讓警察禮儀通過教師的授課講解及教師自身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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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姿態、形象、氣質等展現出來。增強其與社會、時代和公安工作接軌的能力，使警察禮儀與時俱進，

與時代的發展進步、執法需要和涉外警務工作結合得更緊密。

( 四 ) 通過改進教學模式固化警察禮儀技能

大部分警察禮儀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採用傳統的一言堂講授式教學。這種傳統被動灌輸式的教學模

式，師生互動效果較差，教學收益較低，因為學警不僅僅希望教師傳授警察禮儀的理論知識，更希望通

過直觀的、形象的展現方式或者生動的、具體的正反面典型案例來加深印象，最好能通過親身的演示或

相互的觀摩、糾錯等實踐方式來查找自身禮儀方面存在的不足。因此，要對現行的警察禮儀課程的授課

方式、模式、理念進行深入的探索嘗試和一定的改變、調整，把警察禮儀課的氣氛活躍起來，讓學警能

夠參與其中。一是診斷糾錯式教學，在教學過程中，通過設定場景，讓學警對參與人的穿着、儀容、表

情、體態、舉止等進行診斷和糾錯，能極大地調動學警的注意力、觀察力、想像力、理解力，教師主要

負責答疑解惑。二是案例分析式教學。例如，選用一些公安執法的反面案例或者典型事件，進行深度分

析，找出警察執法執勤中禮儀不規範的地方，學警進行討論，在吸取深刻教訓的同時加深對所學知識的

理解。三是情景扮演式教學。讓學警扮演執勤警察、人民群眾、執法對象等不同的角色，模擬相對真實的

場景，實際感受一下警察禮儀的作用以及在實操中存在的不足和不規範之處，強化警察禮儀關鍵細節和

教學效果，教師主要負責指導和總結歸納 6；四是線上慕課式教學。採用“ 互聯網 + 教學 ”的線上授課方

式，讓學警能夠在課前進行預習、課下溫習，課程結束後對所學禮儀知識進行不斷的鞏固和固化。在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隨時學習和查閱相關的禮儀規範和使用技巧等。

( 五 ) 加強檢查、監督，促進警察禮儀的養成

警察禮儀這門課程的教學目標就是讓學警能夠成為公安工作的 “ 視窗 ”，向社會和人民群眾展現良好

的公安機關形象、人民警察形象，促成學警內在的禮儀素養，規範言行舉止。但是，想達到理想目標，既

需要學警積極學習禮儀的知識，自覺遵守禮儀的要求和規範，自我約束、自我規範，也需要依靠外力的監

督、檢查、糾錯等來促進禮儀形成，將各項禮儀規範逐漸內化為學警的自覺行動，最終養成良好的禮儀

習慣，這也是量變到質變的關鍵過程。公安院校要加強對學警禮儀經常性的檢查、督導工作，並形成長

效機制，比如設立糾察機制、制定與警察禮儀相關的規章制度、開展警察禮儀技能比武等，對學警進行

監督約束，幫助其自覺養成警察禮儀的意識和習慣。使他們在校期間就養成很好的禮儀修養，為今後走

上工作崗位做好充分準備。

六、結束語

公安院校要高度重視警察禮儀課程對新時代警察人才培養和公安工作的重要性，當前一些學者就警

察禮儀課程建設方面進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警察禮儀課程的教學和應用環節中還

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仍然任重而道遠。我們也將在今後的教學過程中不斷探索、發展和完善，爭取

早日把警察禮儀課程打造成公安精品課程，為培養新時代優秀人民警察做出更多的貢獻。

6. 姜宏波：〈加強警察禮儀課程建設的對策研究〉，《學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26-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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