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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一种积极的劳动行为，是一种运用有效

措施来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劳动理念与态度的行为，劳

动是推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项

重大措施，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

重大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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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华夏民族优秀的文化，它既是中国劳动人

民的智慧和伟大的劳动成果，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崇

高的劳动意志的体现。

如果把茶文化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既能增强劳动

教育的效果，又能提高学生对劳动的热情，促进学生在

今后的工作中，养成勤勉学习、奋发图强的敬业态度，

同时也有利于中华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一、茶文化融入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必要性

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未来，是民族复兴的栋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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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开展的劳动教育遵循多元化的原则，拥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茶文化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

的历史，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种茶、采茶、制茶等过程，对参与人员的技术和专注度都有着

较高的要求，而参与人员也在劳动中充分锻炼了自身体魄、塑造价值观。因此，将其融入到大学生劳动教育中，可

以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全新的方式。

　　为了使茶文化更好的融入到劳动教育中，本文针对茶文化融入劳动教育的意义、可行性进行详细阐述，并基于

此分析了茶文化融入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促使茶文化的劳动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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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r education carried ou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diversification, with very rich 

content and diverse forms. Tea culture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in China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rocess of growing, picking, and making tea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technology and concentr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participants have also fully exercised their physique and shaped their values in their work. Therefore, 

integrating it into college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can provide a new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labor 

edu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tea culture into labor educat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ea culture into labor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it analyzes tea culture into labor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 to 

promote tea culture labor education function to get full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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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高校在实施素质

教育的过程中，对自身以及学生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当前，劳动教育作为社会人才培养的一个关键环节，

既是高校的一项必修课程，也是新时期我国高校建设的

一个重大课题，劳动教育的开展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

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劳动技术水准等，而这

些都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接班人的培养产生重大

的影响。

随着经济一体化、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经济

发展迅速，物质条件的日益改善，当代的大学生不再会

受到饥饿的困扰。但是，在这种富裕的物质条件下，一

些大学生出现了精神的匮乏，有的还形成了“吃穿不愁

穿”、“衣来张手、饭来张口”的不良习惯，这不仅对他

们的身心发展极为不利，而且有悖于素质教育的开展和

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教育也被赋

予了全新的内涵和历史使命，对大学生的培养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当前，在高校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工作中，劳动

教育与其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引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

劳动观念、意识，既是培养大学生形成强烈社会责任感

的选择，也是形成良好劳动氛围的基础。目前，大部分

大学生都是从小生活在一个溺爱的环境下，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没有参与过劳动，这就导致他们形成了一些诸如

好逸恶劳、眼高手低的问题。并且在日常的班集体活动

中，他们也会寻找各种借口来逃避工作，这种行为不仅

会导致他们无法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而且也会对他们

在社会群体中的认可度造成负面影响。

劳动是实现“德、智、体、美、劳”的主要内容之

一，是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不可取代的一项教育内

容。大学生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核心力量，是社会主

义事业的继承者，因此，他们必须要做好榜样，为别人

做好表率，增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建立正确的劳动观，

并敢于担当起自己的职责与义务，为营造一个和谐的劳

动氛围而奋斗。

二、茶文化在大学生劳动教育中的可行性

加强高校大学生的劳动教育，既是深化高校教育的

一种有效途径，也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关键环节。

尽管当今的高校毕业生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但是他们

却不能降低对自身的要求。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大学生，

更要自觉培养“奋斗精神”和“工匠精神”，把“奋发图

强”作为人生格言。劳动教育可以培养人的拼搏之气，

努力奋斗的人是最富有和最可爱的。在构建民族文化自

信的关键时刻，高校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发展优势，以劳

动教育作为一个契机，对学生进行劳动观念、劳动精神

和劳动意识的培养，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八荣八耻”的

含义。

在此期间，我们可以把茶文化融合到劳动教育中。

这是由于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

分，它的发展不但使得茶艺内容更加具体和完善，而且

也孕育出了茶叶的“灵”，让人在“品茶”的同时，也

得到了“茶”的精神境界，从而提升了大众的“文化自

信”。

从劳动教育的特征和目的出发，教育的最终效果是

对大学生的劳动能力产生直接的作用。通常情况下，大

学生越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其创造力就会越强。

中华民族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站在全球民族之林，正是

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坚持的劳动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些珍贵的劳动文化，为我们的中国

梦想打下坚实的基石。

中国是茶叶之乡，是茶叶的发祥地，必须把茶叶的

文化内涵和形式发挥到极致。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高

校需要积极融入茶文化，拓展茶文化劳动教育的内容及

形式，促使大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来对茶文化进行更深入

的认知与学习，同时，切身感受劳动创造美的价值，培

养和践行勤劳精神。茶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

是随着各类茶叶饮料的广泛使用，茶水在生活、工作、

学习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实践教育中，

必须正确对待学生的工作观念，而在实践中，“茶艺”是

一种很好的教育手段。因此，把茶文化运用到大学生的

劳动教育中来，既可以锻炼他们的拼搏精神，又可以改

善他们的身心状况。

三、茶文化融入劳动教育的理论意义

（一）有助于推动劳动教育政策的落实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意见》）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颁发的

一个政策，在全国的教育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后，我国教育部颁布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下文简称《纲要》）。两项政策性文件的出台，

使劳动教育成为了各个学习阶段的必修课，而实施劳动

教育是有效落实劳动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纲要》对

《意见》中提到的“以体力劳动为主，注重手脑结合”

的观点进行了再次阐述。《纲要》还提出了要把劳动教育

融入到整个教育过程中来，丰富和拓展劳动教育的实践

方式。因此，把劳动教育与茶文化相结合，既是贯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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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政策方针的要求，又拓宽了劳动教育的途径。

（二）有助于探索特色的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的内涵和方式多种多样，因而使其具有明

显的特性。不同院校的行业特点、专业设置和地域分布

的不同，为实施多元化的劳动教育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在劳动教育中，把茶文化与高校劳动教育结合起来，不

仅可以丰富学校的劳动教育内容，而且可以使高校在劳

动教育中发挥出自己的比较优势。

（三）有助于拓展大学生的劳动技能

劳动技能的审视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出发。

首先，从广义上讲，劳动者技能包括生活技能和专业技

能等多项技能；其次，从狭义上讲，劳动技能是指专门

为完成一种工作而掌握的技术。高校开展的劳动教育具

有较强的普适性，它的重点应放在更宽泛的层次上。茶

具有独特的社会特征，被家庭、社会和行业所认可，它

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技能，也可以作为一种专业技能。在

实践活动中，把茶叶的知识传授给大学生，了解茶叶的

分类、用途、使用方法等，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四）有助于大学生感悟中国传统文化技艺

在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下，高

精度生产技术如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已逐渐成为推动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我国高校

进行劳动教育的一个主要突破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传统的中国传统技艺和工艺正处于边缘地位。所

以，把茶文化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可以使学生更加注

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提高对中国传统工艺的认识。我们

国家的茶文化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和人文精神。茶道技艺是一种高工艺、高素质

的艺术技能，是提高大学生劳动技能和提高精神品质

的重要途径。将茶文化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能够提

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体现出民族文化

的自信心。

四、茶文化融入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构建“茶文化 + 劳动教育”师资团队

把茶文化引入到高校教育中，必须要有专门的教师，

但是目前我国有些大学尚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教师

的培养应采用“专才”和“双创”相结合的模式。学校

应以拥有较高的茶文化教育经验或对茶文化有较深的了

解的老师为其授课；邀请国内外茶文化专家学者、茶艺

师、茶农、茶厂技术人才等担任“价值导师”。

高校应该响应国家政策，积极推动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师资改革发展，不忘初心，重塑劳动教育地位；直面

问题，查摆劳动教育短板；勇于担当，谱写劳动教育新

篇；贴近实际，重塑劳动教育观；切实执行国家课程计

划和课程标准，着力提升劳动教育专兼职教师的责任担

当和专业自信，实现劳动价值的回归，使新时代的劳动

教育逐渐走上常态化、特色化发展轨道，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和激励作用。

（二）设计“茶文化 + 劳动教育”课程内容

第一，茶文化劳动教育课程的理论教育，这一部分

内容主要包括劳动精神、劳动观念和劳动能力的培养。

第二，劳动实践，通过理论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将自身

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之中，比如志愿者服务、社会实践服

务。通过将劳动理论课程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相结合

的劳动教育，可以使学生从多个方面来塑造美、感受美、

欣赏美，从而保证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劳动教育不仅要

重视劳动教育的形态，而且要确保劳动教育的成效和素

质。一些高校所开展的劳动教育成效不理想，主要原因

在于它缺少中华文化和人文精神。因此，要转变目前的

教育状况，必须把“茶”与“劳动”的课程有机地结合

起来，并在教育中加入“劳动”教育的内涵。同时，也

能使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茶文化的劳动教育中，如何构建茶文化的教育，

必须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反思。理论课程从

茶叶起源、茶叶分类、各地茶叶特产、中西方茶文化的

异同、茶文化理论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在实

践中，要让同学们走进茶厂、茶园，了解茶树的选种、

种植、采摘、加工、销售和冲泡的整个流程，从而加深

对茶文化的了解，并从中体会到茶文化的实意。另外，

有能力的高校还可以通过茶艺培训等方式进行茶艺的教

育与实习，使学生在学习和运用中体会到劳动的美。

（三）“茶文化 + 劳动教育”课程实施

茶文化 + 劳动教育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课程的实

施会受到茶叶种植和收获的约束。所以，在茶文化 + 劳

动教育课程的实施中，高校需要与茶叶种植、采茶的时

节相适应，使之能达到较高的时效性。第一、在茶叶播

种、采摘季节进行劳动教育，让学生对茶叶的特性有一

个更好的认识。第二，在实施过程中要保证学生的人身

安全。尽管茶艺劳动的实施要比其它的劳作教育更安全，

但是也不能忽略“安全”这个因素。在进行茶艺劳动教

育前，教师要对所用工具设备、场地环境等进行调查，

以消除风险，保证劳动教育的实施。第三，茶文化 + 劳

动教育必须与本地茶叶行业的特征相适应，以强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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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文化劳动教育。

五、小结

把茶文化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既可以拓宽劳动教

育的途径，又可以促进劳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然而，

由于茶文化的地域特征较强，不是每一所高校都可以开

展以茶文化为主体的劳动教育，所以，各个高校要根据

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的劳动教育内容。本文指

出，从茶文化角度探讨劳动教育的实践与发展是一条具

有鲜明特点的道路，这一教育途径可以引发大学生的思

维转变和劳动教育形式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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