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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开展茶艺课程的意义和有效路径探究
蒋艳平

（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对人们情感认知、道德素养等方面的培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茶艺课程随之出现在各

个职业学校视野中，但重视还不够。本文从茶艺课程开展的意义入手，进而探究茶艺课程开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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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物质水平的提升，茶饮行业

逐渐成为当今“现代化消费”“健康产业”的代名词。从目前茶

艺课程开展情况来看，因为对茶文化课程的重视程度以及认识不

够，部分职业学校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过于注重茶知识的传授，对

其蕴含的文化、精神并未进行挖掘，缺少对学生分析、挖掘能力、

创新能力的培养，限制了学生的提升空间，同时枯燥乏味的教学

氛围不仅影响了学生学习积极性，而且长时间处于被动学习地位

的他们，对茶文化的认知流于表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人

文素养的培育。

基于此，本文以茶艺课程为探究主题，阐述其对职业学校学

生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具体开展路径，希望为广大教育工作

者后续研究提供一份参考。

一、职业学校开展茶艺课程的意义

（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现今阶段，大俗大雅的茶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思和历

史担当。从 2006 年 5 月 20 日到 2014 年 11 月 11 日，我们国家的

相关组织相继发布了四批共 1219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与茶叶相关的制茶技艺及民族茶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 24

项。

此外，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底蕴浓厚，而茶文

化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魅力，而且品茶、赏茶等各个环节也

反映了我国的哲学内涵，推动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同时，丰富了

人们的精神世界。对此，当今时代背景下，茶文化已然成为各个

职业学校教学工作的重点，而这也将成为我国学生所必备的文化

素质。

（二）引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茶文化既是高雅文化，也是大众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

化的完美结合。茶的形与体异常丰富且各具特色，形成了极其繁

茂的产品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茶文化以德为中心，重视

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茶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

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

职业学校的学生自身主观意识不足，他们对未来发展往往处

于迷茫的状态，而高雅的茶艺文化可以将“清、静、雅、韵”的

优秀品质渗透于学生日常生活中，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同时茶艺课依托其生动性和直观性，将茶道“和谐统一”的文化

精神巧妙融入到教学环节中，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团队协作意识，

将“简朴”“韵雅”的精神根植于学生心中，为其日后学习、发

展奠定扎实基础。

（三）拓宽学生文化视野，提高个人修养

茶作为我国传统饮品，经历了几千年的沉淀，所蕴涵的文化、

情感也是十分丰富。在职业学校开展茶艺课程，不仅能够让学生

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而且在多种形式的品

茶活动中，学生也能够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情感，陶冶自身情操的

同时，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目前有很多学校以茶文化的实践形式让学生们参与实践活动。

沈阳师范大学通过参加全国大学生茶艺大赛，全国茶奥赛、全国

青少年茶文化大赛等活动，让该校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到茶文化的

学习中，并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世博会，向世界展示中国茶文化所

蕴含的魅力，实现知识内化与跃迁的同时，拓宽其文化视野，从

而促进其个人素养的提升。

（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浓重的文化底蕴，茶的知识是我

们一辈子都学不完的。茶文化知识需要不断学习积累，泡茶技巧

等需要不断实践精进，而茶席设计、调饮则需要深入挖掘和不断

创新。

河南省文新茶叶公司董事长刘文新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在会上就提出了制定茶文化推广战略，他指出，在职业教育中

引入茶文化不仅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而且

在多种教学情境的引导下，能够帮助其正确认识茶艺、茶道、茶

礼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增强自身情感认知的同时，唤醒学生学

习热情，从而实现茶文化弘扬与传承。

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茶与我们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你

是想深入了解茶文化的内容或只是把它当做健康解渴的饮料，茶

的知识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才能掌握其中的方法与奥秘。

二、职业学校开展茶艺课程的具体路径

（一）以“学生”为主体，改革教学方法

在传统的课堂中，教学方法有些陈旧，对学生人文底蕴的培

养采用讲授的形式一带而过，学生的学习一直处在被动位置，严

重影响教学效果，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现代的茶艺教学应该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以学生为主体，改革教学方法。

1.“问题式”教学法

 “问题式”教学法是许多现代教育家所提倡、推崇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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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发现问题，然后以此为中心，结合所学知识探寻解决之道。

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学情设置多个导学问题，通过

多种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使其通过“看—听—问—假一

推一证”等步骤，对现有的问题反复推敲，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良

好的思维模式，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培养自身创新意识。例如，

教师在讲解红茶的专业知识时，可以提问：“红茶的干茶色泽是

乌黑的，为什么叫红茶？”等等。

2 .“互动”教学法

现代教育思想强调在教学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包含着教师

与学生的双向交往活动，学科教学中通过师生的全面互动，改变

传统“直输式”的教学模式，凸显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如白茶教

学中，教师不要直接讲授白茶的分类，照本宣科的把理论灌输给

学生，而是通过观察茶样、自己冲泡品鉴等方式导入新课，营造

相对轻松学习环境，以此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使其形成良好的

团队合作意识。

3.“小课题研究” 教学法

小课题研究是指教师在实际阿囧学过程中，将教学目标设置

成多个问题，并以此制定教学方案，降低学生学习压力的同时，

最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效率。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教学活动，对学生文化认知、实践能力等

方面的要求较为严苛。例如：绿茶玻璃杯冲泡实践中，采用自主、

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下列环节获得知识。

小课题研究坚持“教师指导，学生主动”和“每个学生都得到充

分发展”的原则，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学生的思考、讨论、探

究来开展活动，教师不单是知识的呈现者，还应是学生学习的支

持者、引导者。

在研究过程中学生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从实践

活动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教学模式综合了以上两种方法

的优点，是茶艺理论课程实施教学活动科学有效的方法。

（二）立足学生兴趣和社会需求，优化茶艺课程体系

传统的理论教学体系是影响茶艺教学效率的主要因素。对此，

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优势，以图片、影像等形式的向学生

展示茶文化的魅力，可以播放一些优秀的记录片，如：《中国茶：

东方的万能药》《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等。其次制作微课视频。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制作微课视频，如制作茶礼操、玻璃杯

冲泡技法、盖碗冲泡技法、紫色壶冲泡技法等微课，提高教学效果。

最后，教师可以结合学生专业社会性与实践性的特点，引入中国

茶俗和调饮实践知识，丰富课程体系。

（三）组建茶艺队或成立茶艺社团，拓宽学习途径

通过学生自愿报名及校内选拔的方式，组建校茶艺队或茶艺

社团，每周安排专业老师单独授课指导。各种茶艺大赛也均从这

其中选拔选手参赛。

通过校内组建茶艺社团或茶艺队，让感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地

学习茶文化知识、形体训练、实践泡茶训练等让学生提高文化修养，

提高茶艺技能。同时通过参加各种校内外社团活动和比赛，锻炼

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开拓学生的视野。

（四）增强校企合作，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相比于其他课程，茶艺课程对学生实践操作、专业知识运用

等能力要求较为严苛。原有的茶艺课程体系中实践课与学科课是

并行独立的，几乎所有的专业都将实践环节安排在学程中期和后

期。

实践课、技能课与文化课相互脱节，特别是学科课程多数不

重视实践环节或没有针对性。学生的技能训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工具性、技艺性、程序性的操练。为此，职业学校教师在开展教

学工作时要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充分发挥校企合作的优势，使学

生全面了解茶艺知识的同时，为其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茶艺师奠

定扎实基础。

借鉴“全实践” 课程理念，改革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茶艺

文化基础课、技能操作课，社会实践等所有培养学生操作技能和

智慧技能的课程教学环节。

例如教师和相关企业共同制定实习教学方案，从选茶叶再到

烹茶、烘干，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并设立相

应的监管小组，严格把控学生实践练习的每个步骤以及细节，真

正实现“学中做”“做中学”。

不仅如此，教师也要把握茶艺行业发展趋势，对原本的教学

大纲进行调整，增加茶席活动、接班仪态、茶艺表演等艺术活动，

从而促进其文化素养的提升。我们力求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实践整

合，使学生在步入教学一线之前就获得教育实践性知识和实践智

慧，塑造富有主体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茶艺工作者形象。

三、结语

综上所述，茶艺文化作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蕴含文化、

情感对当今职业学校学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职业学校教师在开展茶艺教学工作时要立足学生发

展实际，把握茶艺文化的核心内涵，充分发挥校、企、社合作的

优势，制定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案，加快课程结构改革步伐的同时，

使学生更好地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 韦玮 .茶艺课在中职的教学探索及思考 [J]. 现代经济信息，

2019（17）：406.

[2] 倪晓波 . 体验式教学法在茶艺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J]. 无锡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3（03）：78-80.

[3] 吕蔷，芦甜 . 行动导向教学法在茶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J].

文学教育（下），2020（03）：164-165.

[4] 张星海 . 茶艺传承教育创新模式实践与研究 [J]. 中国合作

经济，2016（05）

[4] 李静珠 . 核心素养视阈下中职茶艺教学的策略研究 [J]. 现

代职业教育，2019（33）：70-71.

[5] 张玥娟 . 中国茶文化在核心素养引领下的课程改革与实践

[J]. 茶世界，2019（05）：5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