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茶艺心得体会 茶艺学习心得体
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茶艺心得体会篇一

泡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态，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的。只要用心去体会，便会收获很多。

茶的种类各式各样，茶树适合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属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湿度高，光照适中，土壤肥沃的地方。中
国茶叶产量很多，产地覆盖20个省区。茶叶采集后必须进行
的特定加工，包括揉捻、发酵、干燥等，这些步骤决定了各
类茶叶在色、香、味、形的质量。由于产地品种和制作方法
的不同，各地出产了许多茶叶品种。依据制造方法和质量，
大概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和
花茶类。

泡茶是一门技艺，品茶则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先说
泡茶。泡茶看似简单.其实大有讲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
泡茶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贾母、宝玉、黛玉等一行来到
栊翠庵，妙玉亲手泡茶待客，她为贾母用旧年积存的雨水泡了
“老君眉”，盛在五彩小盖盅里;而对宝玉、黛玉、宝钗更是
另眼相待.泡茶用的水竟是“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装入瓮
中埋入地下，今夏才开的”。茶具则全是古代的珍玩，其讲
究的程度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茶叶，是确保冲泡好茶的物质
基础。不同的茶叶具有不同的滋味和功效，因此每人可根据
自身的喜好与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茶叶。茶叶的用量与用



水要有一定的比例，否则冲泡出来的茶汤过浓过淡都不相宜。
水，是茶叶滋味和内含有益成分的载体。茶的色、香、味和
各种营养保健物质，都要溶于水后，才能供人享用。清人
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茶情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
分之水，茶亦十分;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
因此好茶必须配以好水。茶具，能保持茶叶的香与味，衬托
出茶叶的`色与形，而且其本身往往还有艺术欣赏价值，因此
是泡茶时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尤其是用茶待客时，就更必
须精心挑选茶具，以体现对客人的热情和尊重。茶具的种类
很多、特点各异，常用的有瓷器茶具、紫砂茶具、玻璃茶具
等。瓷器茶具有白瓷和青瓷等品种，它不吸水，传热、保温
性适中，白瓷茶具还能准确地反映出茶汤的色泽，其外观常
绘有各种色彩的图案和纹饰。无论是白瓷还是青瓷，都极有
观赏价值。紫砂茶具质地致密坚硬，但有一定的透气性，因
此能保持茶的本色，夏天也不易变质，紫砂茶具传热缓慢，
既不会烫手，又利于保温;尤其是造型千姿百态，艺术价值极
高，近年来成了茶人和收藏者的新宠。玻璃茶具价廉、透明，
用来冲泡银针、碧螺春等名优茶，茶叶经浸泡后，在水中舒
展、翻滚的情景，可一览无遗，极具观赏性。

说品茶。“品”字包含品评、鉴赏、仔细体验茶给人带来的
精神和物质享受的意思。唐人写的的“七碗茶诗”说：“一
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
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壮骨轻，六碗通
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眼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
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对饮茶的体验可以说达到极致。
除了第一碗是生理体验外，其余的均是心理感受，七碗茶喝
过，他已经飘飘欲仙了。

品茶大致包括闻香、辨形、观色、品味四个环节。

闻香分为干嗅、热嗅和冷嗅。即先嗅干茶，干茶有的清香，
有的甜香，有的焦香，应在冲泡前进行。热嗅是冲泡后嗅茶
汤的香气，花茶除了茶香外，还有不同的天然花香。冷嗅则



在茶场冷却后进行，这时可以嗅到原来被芳香物掩盖着的其
他气味。

辨形是观察茶叶在冲泡后的形状变化，茶经水浸泡。逐渐恢
复了鲜叶的原始形状，一些原料细嫩的名优茶，芽叶在茶汤
中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有的茶冲泡后，芽叶在杯中沉浮起
降，上下翻滚，煞是好看。

观色主要是欣赏茶汤的颜色。茶汤随着茶叶内含物质的渗出，
会不断改变颜色，常是由浅入深;不同的茶类又会形成不同的
颜色。有的黄绿，有的橙黄，有的浅红，有的暗红等等。同
一种茶叶，由于使用不同的茶具和冲饱用水，茶汤也会出现
色泽上的差异。宋代贵白茶，使用黑色茶盏，以衬托茶色，
这种因茶择具的做法，也推动了茶具生产和制作工艺的发展。

品味是通过舌的味觉器官来感受茶的美妙趣味。不同的茶类
有不同的滋味，如有的浓烈，有的清和，有的鲜爽，有的醇
厚，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茶道学习让我可以相信美丽，创造
自信，感悟生活，感恩生命。

茶艺心得体会篇二

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
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
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茶艺包括：选茗、择
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
茶艺背景是衬托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纯、幽
雅、质朴的气质，增强艺术感染力。

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
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



茶道，烹茶饮茶的艺术。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
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
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
仪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
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
儒的“内省修行”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
化的灵魂。

茶分六种：红茶、绿茶、黑茶、黄茶、青茶(乌龙茶)和白茶。

茶道，通过品茶活动来表现一定的礼节、人品、意境、美学
观点和精神思想的一种饮茶艺术。它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
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
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
火候、茶具、环境，同时配以情绪等条件，以求“味”
和“心”的最高享受。被称为美学宗教，以和、敬、清、寂
为基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则是承唐宋遗风。

这学期的茶艺茶道课程向我们具体介绍了绿茶、红茶、黄茶、
白茶、乌龙茶、黑茶、花茶的知识，重点学习了绿茶、乌龙
茶、花茶的泡制技巧和方法。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多以矿泉水
和饮料，很少用到茶(尤其是乌龙茶和花茶)，而且以往我泡
茶也只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冲泡，也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错误，
没能泡出一杯好茶的精髓。

而通过这一学期茶艺茶道课程学习，很好的帮助我弥补了这
一点不足，使我对茶、对茶艺有了新的认知和体会。

现就我个人的茶艺心得总结如下

一、绿茶绿茶，是茶艺课程开始后所接触学习的第一种茶。
没学习之前，还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前泡的那些个绿茶都是一
种浪费，简直就是茶叶兑开水。我最欣赏绿茶的纯与淳，绿
色的芽叶干净清爽、柔淳的茶水清香宁神，能让人卸下一身



疲乏，舒缓身心，有种回归自然之感。

二、乌龙茶乌龙茶是我从未接触过的茶类，相较于绿茶和花
茶来说，于我是最最陌生的一类。而在乌龙茶的实训中，我
担任的是主泡。因为乌龙茶的泡制比较繁琐，使我经常忘记
一些步骤，所以它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类茶。

最后我发现，它是最能锻炼人的心境的一类茶。因为无论时
间多么的有限，它还是得按照步骤一步步来，既不能增也绝
不可减。就像我们的生活，生活里无论你遇到多少困难，无
论困难如何大、如何难以解决，无论所剩时间有多紧迫。事
情还是得一件件来，问题还是得一个个解决。所以，浮躁的
心难以泡出一杯好的乌龙茶。

我觉得乌龙茶的茶盘就是一个缩小的人生，而我们练就的何
尝又不是一个张弛有度的人生。

三、花茶“芳香四溢、倍感温馨”是我对花茶最直观的印象。
当桌前摆起花茶茶具，无论是清洁茶具、投茶冲泡还是提杯
品茗，自始自终都有那么一种如春天般的温暖围绕在心头，
让人能有种春日的盎然，无论心情、精神都顿觉美好。由于
课程条件有限，在具体泡制时仍旧以绿茶茶叶代替，无法真
正体会到花茶那甘甜的茶味儿、融暖的芳香，但我觉得在泡
制时，只要我们心中怀以花茶，意入心，心入茶，杯中处处
有甘甜，周身处处有花香。花茶的泡制让我学会了感知，感
知生命勃发的力量，感知生活里那些温暖的美好。

综上所述，这学期茶艺茶道课的学习让我有了不小的收
获——泡茶，最贵乎“心”。当然我也深知茶艺并非仅靠一
学期的学习就能练就的，所以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继续的
练习。同时，希望每一个泡茶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以自
己的心入茶，泡茶一杯属于自己的好茶。

我常常喝茶，但只是把它当做饮料而已。虽然有时会仔细品



味一番，略能感觉不同茶汤之间的些许差异，但终因对茶了
解甚少而不得要领。因此，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品茶，茶
道就更不必说了。在听了罗蒙老师的讲座之后，我学到了很
多东西，也激发了我对茶文化的兴趣。

对于品茶，分为三种境界。最初级的为识茶，即认识茶，是与
“制茶”、“泡茶”相对应的名称。识茶除了用眼识，还要
用口尝、用鼻嗅、用触感。而这些对茶的认识除了用于市场
上的买卖之外，重要的还在于享用，所以“识茶”尚包括
了“评茶”、“赏茶”的内容在里面。第二个境界为茶艺。
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
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背景是衬托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
它渲染茶性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增强艺术感染力。最
高的境界乃茶道。茶道是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
德，通过品茗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的享受。
茶道是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
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
来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
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
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
“内省修行”思想。在烹茶品茗的过程中，老师特别提醒要
心静(禅静)。老师还引用老子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茶道修身养性之作用。

通过饮茶使人能够得到一种精神的享受和愉悦，从而完成个
性品德修养，在刹那间体会到廉、美、和、敬之真谛和永久，
正所谓“道由心悟”当然意境很重要，有一个很好的意境，
再加上人们用心灵去体悟茶道的玄妙感受，正好比是：“月
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有的“浮光跃金”，有的“静影
沉壁”;有的“江清月近人”，有的“水浅鱼读月”;有
的“月穿江底水无痕”;有的“江云有影月含羞”;有的“冷
月无声蛙自语”;有的“清江明月露禅心”。有的“疏枝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的则“雨暗苍江晚来晴，白
云明月露全真”。月只一轮，映像各异。茶道如月，人心如



江，各个茶人由于个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不同，从而在心
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感悟，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返璞
归真，和诚处世，敬爱为人，珍爱人生。

第一次听茶道的讲座，不仅了解了很多关于茶道的知识，而
且还喝到了老师亲自泡的珍贵的茶，也很有幸得到老板的赠
茶。茶，不仅需要懂，更需要品，需要体悟。在以后的生活
中，我想我肯定会不断地了解茶，学会做一个懂茶、会喝茶
的人，并以茶道悟人道。

茶的发现大约在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
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
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
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
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
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在晋代、南
北朝时期，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
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人文化圈，起着一定
的精神、社会作用。在唐代茶文化便形成了。780年陆羽著
《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
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
人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
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
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
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
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
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
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
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
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在明
清时期，茶文化得到了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
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
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



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
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
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
不计其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年产的7500吨发展到1998年
的60余万吨。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在1959年，全国名茶评比会中评选出
了‘中国十大名茶’，包括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
峰，庐山云雾茶,六安瓜片，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
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弘
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
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华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
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抗州成立，1991年中国茶
叶博物馆在杭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
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
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届，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
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纷纷举办"茶叶节"，
如福建武夷山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
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
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中国茶道

心。中国的茶道有悠远的历史渊源，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
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
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
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
记载，当时社会上茶宴是一种很流行的社交活动。在唐宋年
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很讲
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
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宋代开创了「斗茶」，「斗茶」
最早是以游艺的形式出现在文人雅士之间。在南宋末期日本
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



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
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是‚把
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因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
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手段。‛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是一
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
仪式。庄晚芳先生还归纳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廉、美、
和、敬‛他解释说：‚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
为人。‛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
茶理、茶情、茶学说、茶道引导七种义理，中国茶道精神的
核心是和。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是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
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茶
艺：讲究环境、气氛、音乐、冲泡技巧及人际关系等。茶道：
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品茗来修身养性、
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的享受。

茶道礼仪最基本的是奉茶之道，也就是客户来访马上奉茶。
奉茶前应先请教客人的喜好，如有点心招待，应先将点心端
出，再奉茶，俗话说：酒满茶半。奉茶时应注意：茶不要太
满，以七分满为宜。水温不宜太烫，以免客人不小心被烫伤。
同时有两位以上的访客时，端出的茶色要均匀，并要配合茶
盘端出，左手捧着茶盘底部右手扶着茶盘的边缘。上茶时应
从客人的右方奉上，面带微笑，眼睛注视对方并说：‚这是您
的茶，请慢用!‛奉茶时应依职位的高低顺序先端给职位高的
客人，再依职位高低端给自己公司的同仁。

茶文化的作用

5.促进开放，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国际茶文化的频繁交流，
使茶文化跨越国界，广交天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喝茶，只是对茶文化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在公选课的时候我选择了《茶文化》这一课，我很庆幸
自己选择了这门课，虽然课程不多，却学会了不少茶文化的
知识。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叶在我们中国按原料和采摘季节可以分
为春茶、夏茶、秋茶和冬茶;按加工度可以分为初加工茶、精
加工茶、在加工茶及深加工茶等;按加工时茶叶是否经过酶性
氧化以及酶性氧化程度可以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
乌龙茶(青茶)、红茶。不同类型的茶叶的加工方式又不尽相
同。如我们最熟悉的绿茶，是经过先让鲜叶处理，水分散失，
叶色由翠绿变暗绿，叶质变软，叶片体积变小等物理性状。
然后是杀青，在经过揉捏干燥等工序。而红茶的加工却是在
绿茶加工的基础上插入了发酵工序。黄茶、黑茶等的加工程
序也是同种有异，异中有同。

学习《茶文化》这门课程，让我学到的不仅仅是茶，还有礼。
老师课前课后那真诚的鞠躬礼、坐姿、站姿等深深的影响了
我，这礼仿佛弥合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鸿沟，表面了我们不
是单方面的传授知识，而是在做思想上的交流。老师的这份
恭敬之心，使我学会了恭敬和谦卑。在此，我深深的感谢我
的老师，能作为您的其中一名学生，能和您做思想上的交流，
我倍感荣幸!

这门课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让我学会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
理，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走的更加灿烂!

茶艺心得体会篇三

这学期的茶艺茶道课程向我们具体介绍了绿茶、红茶、黄茶、
白茶、乌龙茶、黑茶、花茶的知识，重点学习了绿茶、乌龙
茶、花茶的泡制技巧和方法。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多以矿泉水
和饮料，很少用到茶（尤其是乌龙茶和花茶），而且以往我
泡茶也只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冲泡，也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错
误，没能泡出一杯好茶的精髓。而通过这一学期茶艺茶道课
程学习，很好的帮助我弥补了这一点缺乏，使我对茶、对茶
艺有了新的认知和体会。现就我个人的茶艺心得如下：

绿茶，是茶艺课程开始后所接触学习的第一种茶。没学习之



前，还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前泡的那些个绿茶都是一种浪费，
简直就是茶叶兑开水。我最欣赏绿茶的纯与淳，绿色的芽叶
干净清爽、柔淳的茶水清香宁神，能让人卸下一身疲乏，舒
缓身心，有种回归自然之感。

乌龙茶是我从未接触过的茶类，相较于绿茶和花茶来说，于
我是最最陌生的`一类。而在乌龙茶的实训中，我担任的是主
泡。因为乌龙茶的泡制比拟繁琐，使我经常忘记一些步骤，
所以它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类茶。

最后我发现，它是最能锻炼人的心境的一类茶。因为无论时
间多么的有限，它还是得按照步骤一步步来，既不能增也绝
不可减。就像我们的生活，生活里无论你遇到多少困难，无
论困难如何大、如何难以解决，无论所剩时间有多紧迫。事
情还是得一件件来，问题还是得一个个解决。所以，急躁的
心难以泡出一杯好的乌龙茶。我觉得乌龙茶的茶盘就是一个
缩小的人生，而我们练就的何尝又不是一个张弛有度的人生。

茶艺心得体会篇四

学茶艺之前，我并未接触过太多关于茶相关的知识，仅仅认
为泡茶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经过这十几天的专业学习，
我从中感悟到：当一个人的心由原来的急躁变为平静时，便
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很多美，这是一个人品质的升华。泡茶时
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心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让我
们受益匪浅。茶艺并不只是单纯的泡茶、品茶如此简单。"酒
满敬人，茶满欺人。"倒茶七分满是茶道的根本常识，同时也
是寓意我们做人要学会保存和谦虚，做人做事，保存一份接
纳别人对你批评和建议的空间，这会让我们时刻拥有一颗包
容的心，也能让人感受到我们平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例如日本茶道有四个境界：清、和、敬、寂。"清"指的是泡
茶的环境清净、幽雅，各种茶具的干净、整洁，会让人觉得
舒服；"和"指的是泡茶和品茶的人都心平气和，气氛也和谐



融洽；"敬"主要表现在对别人的尊敬，对茶具的尊敬；"寂"
是茶道里最高的境界，它表达的是一个人泡茶的心境淡定、
沉着，是否可以抵住清寂。人就像茶一样，越泡越有味道，
越泡越出其精华，耐人寻味。做人也应当像茶一样，当还没
有被摘采的时候，要经得起风吹雨打；当被摘采下来之后，
还需修剪加工；当被人品尝的时候，要经得起评价和回味。
茶的.一生如同人的一生，经过荆棘与曲折的考验才能到达人
生的顶峰，才能把最浓郁的清香散发出来。

成长是一种蜕变，茶艺的学习过程对我而言就是个蜕变的过
程。除了享受茶水带来的甘甜之外，还有待人接物淡定而平
静的心境。茶道虽然在日本盛行，但却是源自于中国，这让
我从中领悟到中国艺术的伟大和精致。茶艺的学习过程中，
我不只感悟了人生，也有历史和艺术的崇拜、尊敬和热爱。
茶业有限的茶艺培训课程让我发现美丽，创造自信，感悟生
活，感恩生命。无论将来是否从事茶艺师的工作，我都会永
远热爱茶，热爱茶文化。我要用我之所学，倡导更多的人来
喝茶，让更多的人来爱茶。

茶艺心得体会篇五

从小到大一直在喝茶，却都是基于简单的生理需求，就像饿
了就要吃饭。冷了就要添衣一样，虽然对于茶道一直心向往
之，对茶道更丰富的内涵我却基本没有了解，这学期的茶道
课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由于报名的人太多，我没有
机会亲身实践，但是现场观摩也让我有了很多的体会。

在上课开始时，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许多关于茶的知识，包括
茶的由来。分布。种类。文化内涵以及和医学。植物学等学
科的紧密联系等，丰富了我们对茶的认识。老师还亲自示范
泡了一壶茶，并让同学们也尝试了一下，最后让我们一起品
他们泡的茶，让我们体会有什么区别。我们发现老师泡的茶
无论是色泽还是香味都要更加浓郁，续水后茶的味道也没有
减少多少，而同学们泡的茶在色泽和香气上也要差很多。老



师告诉我们，茶道与养生一样，强调眼耳鼻舌身的协调，泡
茶就像为人处世，不能太过急躁，茶叶也是有灵气的，在加
水的时候不能直接加到茶叶上，而应该沿着杯壁加进去，让
茶叶在水里翻滚。发散，只有这样才能让茶叶充分〝激活〞，
而同学们往往倒水的时候比较急躁，直接倒到茶叶上把茶叶
内部的细胞都给破坏了。老师把为人处世的道理通过茶道向
我们阐述，同学们都受到了触动，明白了泡茶同时也是一个
修身养性的过程，而接下来的亲身实践更让同学们深刻的领
悟到这个道理。泡茶时需要跪坐。净手。小心动手，这些都
强调泡茶时一丝不苟的态度。在现在这个快速的网络社会，
每天接受数不尽的信息，受到各种事物的干扰，我们已经很
难完全静下心来认真做一件事情，而茶道就可以为我们提供
一个很好的机会。抛开网络，放下手机，和老师。同学一起
坐好，互相注视，顿时就有了浓浓的人情味，传统的交往方
式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插花。焚香。鼻吸口呼，
排除一切的杂念，身心也回复到空灵的.状态，让我们可以好
好体会茶道的深刻内涵。茶者，饮也；茶道者，饮食处世之
道也。为人处世的道理就体现在茶道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传
递点火器时点火口朝向自己，爱护也；奉茶时放低身子，谦
逊也。正襟危坐，一丝不苟，本来就体现着对客人。对朋友
的尊重，在看到对方喝到自己亲手泡制的茶时，心情一下好
了很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奉人香茶，心留温暖。人与
人的距离在奉茶的过程中一下子就拉近了。泡茶的过程不仅
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也是加深情谊的过程，茶道与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热情。谦逊。友爱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也许
这就是几千年来茶道源远流长的秘密之所在吧。上课的时间
很短，只有不到两个小时，而我们学到的东西却很多。心神
不定时，泡上一壶好茶，品茶思人，感受情谊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