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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的茶道文化是在中国悠长历史中积累下来的重要艺术，

也是专属于中国的宝贵艺术财富。中国是茶的故乡，所以作为

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青年大学生，有责任更有义务将茶

道文化进行不断的继承和发扬。各校的思政课程如果可以适当地

将茶道文化与思政课程教育教学相结合，不仅是思政课程教学的

一大创新，也定然为培育具有民族感的新青年加以助力。

1  浅述茶道文化以及茶道文化的具体内涵

若是浅谈茶道文化的话，主要是包括一些与茶道文化相关联

的文化。像是喝茶必备的茶具，又或是饮茶所带来的系列感受

等等，无论是与茶有关的物品，还是从中所受到的心理感染，

这些都属于泛指的茶道文化。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是中国的象

征性艺术，自古以来就不乏有上官贵族、下等低民等对茶进行

品析。更是具有大量的文人雅士在茶中品悟人生，做出大量的

诗赋以表对茶的推崇之心。

若是细谈茶道文化时，难免会让人联想到茶道文化的历史。

跟随历代茶事著作记载，追溯至茶道文化的初始，看到了茶道

文化的具体内涵与各个宗教思想内涵在殊途之中却又巧妙同一。

茶道文化与道家思想的相互结合，溢彩生章。道家思想是以老子

为首的无为思想，在乱世中处于一丝思想的净土。道家文化所追

求的中庸之道是返璞归真、清静无为的存在。与此同时，佛家茶

禅一味的思想特征也与茶道文化有所相通。古时的百家争鸣，后

期的三教合一，这历史路上的思想转变都对茶道文化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它不仅是与世无争的无为思想，也是精行俭德的朴拙美

学。集各思想于一身的茶道文化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浓重的一

笔，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笔。它承载着中国自古以来人民的思想

转变的同时，始终不变的最贵重的思想素质。

2  当下教育体系中各学校思政课教学的现状

随着教育思想的日益更新，为满足现时代文化要求，跟随

国际文化发展潮流，为国家培育各项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这

已经成为各个学习阶段教育者教学的新一大任务。新时代青年人

才不仅要具备过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对于自我的健康心理以及个

人的价值观念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建立。各个阶段的学习通过在学

校课程中，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设立不同类型的思政课程，从

而引导学生们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得到最正确的思想加以

引导，将专业课本知识与思政课程共同教育。思政教育者们在课

堂中采取多样的形式授课，将思想政治课本与当下符合时代思想

潮流的健康向上的精神相结合，使得各个阶段的思想政治课程教

育都与时俱进，存在符合潮流的新思想。这样的教学形式是当下

思想政治教学者们的不断追求，力求改变。同时也是满足了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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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任务要求，培养学生各个方面都能同步的发展，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观念，永葆一颗健康向上之心，时刻树立正确积极的三

观。因此，对于当下教育体系中各学校思政课堂教育教学形式的

转变以及结合更能促进国家发展的新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  各阶段教育中思政课教学存在的意义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纵观古时到现代都一直非常重视对学

生们的德育教育。德育教育的目标是引导学生们拥有正确的自我

认识和社会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通过了解中国

的传统思想以及新时代的积极内涵，从而拥有对于本民族的认同

感以及国家的自豪感。在各个阶段进行开设不同程度的思政课

程，来向学生们不断地传输正确的三观以及政治思想。让学生

们从自身根本性的自觉传承并发扬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体验千

年来不被遗忘，世代相传而沉淀下来的浓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展现在学校开展思政课程教育教学对于中学生树立自己三观的真

正价值。

4  在各高校将茶道文化与思政课教学结合的途径

高校学生是具有自己独立思想的成年人，所以在这批学生们

的思政教学中传输一些中国的传统茶道文化思想，对于高校学生

思想品质的塑造具有良好的作用。各高校思政教育者们如果想将

茶道文化的理论思想与高校思政课教学进行适当的结合，就必须

要将中国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茶道文化积极有效的融入到高校思

政教学当中。让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真正的接触到茶道文化，

准确的了解茶道文化，并能够读懂茶道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内

涵，成为中国茶道文化的传承者与践行者。因此在进行茶道文化

与高校思政课程的结合教学中，思政教育工作者们从诸多方面进

行了系列的思考。

4.1通过提升教师茶道文化思想内涵来引导学生

教师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只是能够传递专业知识的教

育家，也应该是能够对学生们精神品质带来积极影响的思想家。

各高校想要将茶道文化思想内涵与思政课程的教学相结合，想要

培养能够传承发扬茶道文化，又兼备积极向上的思政素养的大学

生，仅仅只注重教师们的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能力水平是远远不

够的，还要在教师们的茶道文化思想内涵的培养上加以重视。因

为对于学生们来讲，教师起到的是标杆作用，学生们以教师为自

己学习的模板，所以一名优秀的教育者若是可以有过人的知识水

平，时刻保持自己的优良品质，那学生们的思政课堂一定会受益

匪浅，从而铸造自己优秀的思政素养。这些思政专业知识方面以

及个人的思想素质方面，会在自己的教育中对学生们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除此之外，若是想要培养学生们茶道文化意识，思政

教师们自身对于茶道文化是一定要保证理解，并且能够深入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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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茶道文化背后的具体思想内涵，以便在向学生们讲授的时候能

够娓娓道来，细致了解。

4.2举办茶道文化与思政课程相关的比赛提升高校学生的思

想政治水平

平日里的课堂学习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课后的复习作业是知

识的巩固加强，而相关联的比赛形式更能够引起学生们的深刻认

识与重视。高校为加强学生们对茶道文化的理解与学习，为学

生们搭建可以传播和发扬茶道文化的平台，从而促进茶道文化与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有效结合。在高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思政

教育者们可以在校园举办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的茶道文化相关

的比赛，参赛对象是面对全校的学生，鼓励全体学生都积极参

与进来。一方面在积极参与茶道文化比赛的过程可以加强学生们

对于茶道文化知识的熟悉程度。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比赛的方

式让学生们可以对于思政课程有一个系列的整合，在准备思政相

关知识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做到融会贯通和精益求精，在进行茶道

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的学习中，使得两者都能够相互促

进。所以，通过举办茶道文化与思政课程相关的比赛，是让高

校学生将茶道文化与的思想政治知识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4.3采用时代新科技并以互联网技术为媒介来宣传茶道文化

具体内涵

时代的发展为教育事业带来了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这些多媒

体技术的应用，不仅拓宽了学生们的知识层面，也给学生们对

于茶道文化这个不熟悉的领域有了更加简便的了解途径。各高校

可以设立属于本校的多媒体平台，在平台上经常性的上传一些与

茶道文化相关的文章，也可以发表一些与思政课程相关的言论，

并为学生们介绍一些国内外精通茶道文化的代表人物，让学生们

在课余时间对于通过多媒体平台，以互联网技术为媒介，去学

习茶道文化的具体内容以及以思政课的观点去继承和发扬中国的

茶道文化。思政课程的教育者还可以在课堂上播放一些有关茶的

历史文化，让学生们通过这个多媒体平台更加清晰地了解茶道文

化背后所象征着的具体含义。也可以在平台上将自己在思政课程

中所遇到的难点疑点进行提问，学生们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讨论分

析，教师们也对于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引发对自

己专业课程教学的思考。所以，采用时代新科技并以互联网技

术为媒介来宣传茶道文化具体内涵，能够对在高校的思政课堂教

学中积极融合茶道文化这一内容产生积极影响。

5  结束语

在回味茶道文化的同时更是对于属于中国的传统艺术加以赏

析，增强青年大学生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对祖国的自豪感。各高

校思政课程的教育教学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存在，如何在书本知识

上巧妙地将茶道文化加以结合，在中学生课堂内所进行的德育教

育中，添加茶道文化的适当讲解，让学生们在各思政课程教育

者的引导下，拥有一个健康且积极先进的思想政治品质的同时，

了解到中国的茶道文化所具备的具体内涵，融合贯通其中宝贵的

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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