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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融入职业教育的途径研究 
◆张  田 

（淮北技师学院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235000） 

 
摘要：中国茶文化不仅蕴含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同时对于我

们教育界老师教书育人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从事职

业教育的老师来说，将茶文化引入我们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能够培养学

生的人文素质和审美意识，同时还能够对他们良好价值观的塑成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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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笔者以中国茶文化融入职业教育中为例，结合自身的
教学实践经验，从职业教育中融入茶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运
用茶文化教育的线上和线下的途径，以及如何将茶文化体现在职
业教育中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针对现阶段职业教育所面
临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以期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
和利用茶文化的融入来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效率等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一、职业教育中融入茶文化的必要性 
（一）茶文化对人的影响 
中国人自古就有饮茶的习惯，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也是中国数

千年历史文化的发展，它融合了多个民族的多重大文化，蕴含着
儒家，道家，佛家的各种思想，其思想高度绝不一般。在中国，
清饮茶客，大部分都是在 30 岁以上，除了喝茶本身，茶在中国
除了是文化的载体，收藏的工具，甚至还是社交的工具。所以茶
的文化对人的影响不仅仅只是一种饮品的选择上的影响，还有就
是对人性格，修养的影响。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又
或者“天人合一”这些都是可以从茶文化中体现出来的。  

（二）茶文化的教育意义 
“茶文化”在茶为国饮的今天成为广为人知的文化夙愿。刘

勤晋主编的《茶文化学》中对茶文化的定义是：“茶文化，就是
人类在发展生产、利用茶的过程中以茶为载体表达人与自然以及
人与人之间各种理念、信仰、思想情感的各种文化形成的总称。”
而版于 2000 年的《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已经有了“茶文化”的
词条解释：“茶文化，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以物质为载体，反映出明确的精
神内容，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和谐统一的产物，属‘中介
文化’。茶文化作为一种在不断发展的文化，它具有很强的时代
适应能力。所以将“茶文化”这一思想融入教育中，鼓励学生能
够随着技术和时代的进步去对自己的现状进行不断的审视，而非
仅仅满足于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技术，促进他们不断地进步和发
展。 

（三）茶文化融入中职教育的可行性 
中职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中的一种，我们作为老师，所担负的

责任不仅包括“教书”，同时也需要“育人”。所以中职院校对于
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的养成需要进行着重强调。正如
前文所言，茶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不仅具有普适性同
时也具有发展性，和我们现代教育的精神理念是相契合的，所以
将茶文化融入我们现代职业教育当中是具有可行性的。 

二、职业教育中融入茶文化的作用 
（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内在要

求 
正如前文所言，茶文化融合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有着

深厚的哲学思想。如果将中国茶文化融合进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
中，能够让学生通过去对中国的茶文化进行了解，而进一步对中
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进行感悟和理解，进而在潜移默化之中
体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 

认同感，并且与此同时，学生提高了其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
也是提高了我们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所必须的精神准
备。 

（二）学习茶文化是为道德人文素养培养奠定基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我们以茶会友，客来奉茶

的历史悠久。茶，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还是社交的工具。
在职业教育中引入茶文化的学习，可以熏陶学生的性格和品质，
促使他们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得到提升。有助于培养他们文雅，
友善，尊师重道，谦虚谨慎的品格，让他们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精髓并加以继承，让他们懂得“以茶雅志，八方客来，一壶茶
笑谈天下事”的作风和气度，为他们的道德人文修养的提高奠定
基础。 

（三）对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进行强化 
情感教育作为我们现代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学生的思

想，行为以及认知性格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而中国茶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儒道佛等思想渊源，反映出中华民
族温和内敛的民族性情，崇尚自然纯朴的精神，通过核查来达到
超越实体达到悟的境界。所以茶文化对培养中职学生的情感体
验，对他们的身心能够全面健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能够帮
助他们从茶文化中体会到这些精神，促使他们道德品质能够得到
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能够被强化。 

三、运用茶文化教育的线上和线下的途径 
（一）运用茶文化教育的线上的途径 
随着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社会也开始逐

步步入了信息化时代。互联网逐渐被应用到了各行各业之中，逐
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因此，茶文化作为一门不断发
展的文化，其产业的发展也逐渐应用到了互联网。 

（1）茶文化网络教育的优点 
相比于其他传统的信息传递的方式，互联网拥有者高效，便

捷，共享性和完整度高等绝对性优势。所以茶文化就可以利用互
联网这个巨大的信息平台，将其所有与其相关的信息上传到网
络。对于对这些信息具有需求的学习者来说只需要通过简单的一
个网络终端就能够搜索到想要关注的信息，这使得他们的学习获
得了很大的便利。并且，由于网络的优点，还可以把工艺顺序非
常复杂的茶艺通过视频的录制来进行文字的替代，使得对于茶艺
的理解更加深刻和清楚。 

（2）茶文化网络教育的缺陷 
众所知周，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互联网的使用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同时网络因其信息量庞大而造假的
成本也很低，所以网络上也会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这对于利
用网络来进行茶文化教育的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有着一定程度
的负面影响的。与此同时，由于学生年龄心智都仍然不算特别成
熟，缺乏一定的自律性。让他们利用网络来进行茶文化学习的同
时，也无法避免他们利用网络在本应该进行学习的时间段来做其
他的事情。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的学习效率低下。 

（3）正确对待茶文化网络教育 
我们上文已经谈到了，利用网络进行线上学习茶文化既有优

势，同时也有很大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噎废食，因
为它的负面效果就忽略掉其积极的方面。所以作为老师，我们在
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帮助学生进行网络信息的筛选和正确的
引导，对他们的学习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端正他们对待网络
茶文化学习的态度，进而提高他们学习的效率。 

（二）运用茶文化教育的线下的途径 
虽然利用互联网来开展茶文化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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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率，但是如果想要对这种文化产生一个具体化的认识，仍然
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来进行教学的展开，让学生能够切实地对
我们国家的 传统茶文化进行一个体会和感悟。 

（1）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在我国一般的职业教育学校中，大多数都是以就业来对学生

进行教导的，因而教学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就会进入一种比较功利
化的模式，老师过分强调学生关于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往往
忽略了学生性格，思想等人格方面的培养与发展。加上社会对职
业教育存在的一定性的偏见，而也就导致了职业技术学院中的一
些学生往往压力过大，并且无处可以进行发泄。所以，将茶文化
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把它当做是一种减压和放松的途径，
不仅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学生舒缓来自各方的压力，同时还能
够加深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养和审美情趣。 

（2）举办茶文化比赛活动
为了提高学生对于茶文化的兴趣，进而提高他们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兴趣，技工学校可以发动和举办茶文化比赛，在比赛中
调动学生对于茶文化的学习积极性和趣味性。与此同时，学校还
可以邀请一些茶文化方面的专家来学校给学生进行关于中国茶
文化的系统教学和讲座，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解答，启发学生在
茶文化案例中感悟为人处事的道理。 

（3）如何将茶文化体现在技工教育中

技工教育作为近几年中国为追求高技术人才而倾力打造的
人才培养平台, 其目的在于为各行各业提供稀缺的技术人才, 因
此难免会有些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而正如前文所言，现今很多
技工教育的老师的教学也趋于功利性，所以也就容易导致教育不
均衡的现象。因此，如果将茶文化融入进技工教育中就能起到一
个相对平衡的作用，比如，教授学生，选茗、择水、烹茶、茶具
艺术、环境创作等。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千年之下，习惯于现代知识体系的我们，对于茶，

对于道，恐怕已无古人的自信，但是无论如何，总归是不能忘记
我们习茶，饮茶的初心。所以在现代技工教育中融入茶文化有着
很大的意义, 不仅对学生培养人格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学校的文
化氛围也有一个极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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