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茶艺比赛心得体会(实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通过记录心
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
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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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比赛心得体会篇一

我国自古老师教导学生，重视因材施教。近代教育心理学家
则更加系统地从学生学习的心理活动中，找出其心理规律，
指导教学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这本书就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曹
理教授在北京市城镇、农村选取典型学校，在三十余所大中
小学，向两千余名师生进行了有关音乐学习心理、音乐能力
发展及音乐教师素质等多项问卷的调查与测试，取得了宝贵
的第一手资料，在汲取国内外课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
分析和研究，编纂而成的，是一本切于实用的教材和参考用
书。

全书四个部分共十四章节，分别从音乐基础心理、师生心理、
学习心理、教学心理进行阐述，尤其是第四部分对音乐教学
方法的选择与心理效应及形成的音乐教学模式对于音乐教师
的教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拜读了曹理老师的著作《音乐
学习与教学心理》，感触颇深。

第一，对音乐的兴趣就产生在追求音乐美的过程中。美的事
物不仅使人获得美感，而且是产生兴趣的源泉。比如当你聆
听美妙的歌曲时，你就会被音乐感染，会跟着轻声哼唱，想
去学习它，希望自己也能演唱，这是音乐本身就具有的美，
它是激起学生强烈兴趣的重要因素。根据学生的这一心理，



在教学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体会和感受音乐的美，例
如，学习歌曲之前，可以先让学生听一听歌曲或由教师范唱
歌曲，感受歌曲优美的旋律，让学生说说听后的心情，是高
兴还是忧伤，感受歌曲的情绪。在学唱歌曲时，还可以启发
学生想象体会，感受歌曲的意境。

无论是生动的歌词还是优美的旋律都可以成为教师激发学生
学习歌曲的因素。

第二，兴趣就在探索和创造的过程中。兴趣和创造是两个相
互作用的因素，动听的歌声，美妙的琴声固然能吸引学生，
但是在教学中让学生加上简单的律动或尝试为歌曲编配打击
乐，让学生参与到音乐实践中来，更能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
趣。

第三，音乐的兴趣还在于愿望和获取成功的过程中。在音乐
教学中，不能让学生感到高不可攀，丧失兴趣，而要让学生
经常获得成功的喜悦，培养兴趣。

总之在儿童时期，由于儿童的认知和思维能力有限，不可能
对某一事物作出理性的判断，或像成人那样为了某种需要去
做。他们只凭自己的兴趣，并且这种兴趣还是不持久的，很
容易发生变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始终把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放在第一位。

茶艺比赛心得体会篇二

茶，是中国一种著名的饮品，是我们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
平常的我，喜欢喝茶，因为喝茶，养身。这次有幸参加普洱
茶文化图书举办的茶艺培训，我也是分外的高兴，特地向公
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参加茶艺班的学习。

能够得到这次学习机会，我非常的珍惜，每天准时到课堂学
习，不迟到早退。而这次的学习，每一位老师的教学内容以



及经验传授，让我收获颇丰。

从前，我喜欢喝花茶，所以对于花茶的理解与实际运用可能
更为熟练。而秉着对茶的热爱，参加培训后我学习了更多关
于茶的知识，与中国传承的真正茶道。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本有关茶的书叫做《茶经》，是作者陆羽写于天宝年间
的书籍，它一直传承到了现在，是我们进行茶文化学习的宝
贵财富。我认识到了中国十大名茶，六大类茶种，详细地学
习了我们云南的茶山、名茶，掌握了茶的冲泡方法与实际操
作要领等等。

以前，只是听说我们的茶文化茶艺术有多么了不起，因为日
本的茶道，也是从我们中国学习过去的。通过学习，我知道
了，我们中国的茶文化是多么的博大精深，知道了我们中国
人饮茶为何注重一个“品”字。从冲泡前的干茶色形到冲泡
后的香气、汤色、滋味与叶底来分辨茶的品种好坏。从沏茶、
敬茶都有些相应的茶礼仪。当有客来访，可征求意见，选用
最合来客口味与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
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
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
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
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
口味与点心之功效。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茶膏的学习与
鉴赏。

这次的茶艺培训还让我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茶友，我们
在一起连续九天的学习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以茶会友，
从不认识到因为茶而相识结缘，我们也互相学习交流茶知识、
茶经验，以及各自生活中擅长的领域。

开心的九天茶之旅即将结束，但我们的茶路才刚刚开始。我
们会因为茶，将友谊继续，将我们以茶会友的精神继续。在
这里，真诚地感谢每一位老师耐心、细心的指导与帮助!



茶艺比赛心得体会篇三

花艺茶道中茶文化是必要的，茶文化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
术操作手段的鉴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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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
喜爱品茗。有的地方把饮茶品茗作为一种艺术享受来推广。
各国的饮茶方法相同，各有千秋。中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
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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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艺与茶道学习让我可以相信美丽，
创造自信，感悟生活，感恩生命。

茶艺比赛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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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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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去茶业公司学茶艺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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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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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常识，同时也是寓意我们做人要学会保留和谦虚，做人做
事，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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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体现的是一个人泡茶的心境淡定、
从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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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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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对中国历史和艺术的崇拜、尊敬和
热爱。

茶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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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学习，从事茶文化以来，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
我已深深爱上茶，每天都会泡上几泡和朋友们分享，以茶会
友。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东方
文化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
己的悟性去揣摩它、理解它。

中国人崇尚自然，朴实谦和，不重形式。饮茶就是最好的体
现，不像日本茶道有严格的仪式和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茶道
毕竟不同于日常的饮茶。在中国饮茶分为两类，一类是“混



饮”，即在茶中加盐、加糖、加奶活葱、桔皮、薄荷、桂圆、
红枣，根据个人的口味嗜好，爱怎么喝就怎么喝。另一类
是“清饮”，即在茶中不加入任何有损茶本味与真香的配料，
单单用水泡茶来喝。“茶饮”又可分为四个层次：将茶当饮
料解渴，大碗海喝，称之为“喝茶”；如果注重茶的色香味，
讲究水质差距，喝的时候又能细细品味，可称之为“品茶”，
如果讲究环境、气氛、音乐、冲泡技巧及人际关系等，可称
之为“茶艺”，而在茶事活动中融入这里、伦理、道德，通
过品茗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
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洗礼，这是中国饮茶的最高境界—
茶道。

茶道不同于茶艺，它不但讲求表现形式，而且注重精神内涵。

1、追求道之真，即通过茶事活动追求对“道”的真切体悟，
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的目的。

2、追求情之真。即通过品茗述怀，使茶友之间的真情得以发
展，达到茶人之间互见真心的境界。

3、追求性之真，即在品茗过程中，真正放松自己，在无我的
境界中区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
真”。

因为个人对茶的喜爱以及今后要从事茶销售这一行业，报名
学习了茶艺。

学习过程中，我对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无论是茶的历史文
化、茶的分类、喝茶的器具以及泡茶的方法，都是我之前所
没有了解过的。现在是浅浅地学习了一些入门知识，但浓厚
的茶兴趣已被激发，我只迫不及待想要继更深入的学习茶，
让自己融入茶的美妙世界。

在当代社会，能有机会以茶会友，是很风雅的一件事，大家



有缘坐在一起学茶、品茶、赏茶、鉴茶，喝茶谈笑，很令人
享受，十分惬意。

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一例皆渊源流长、博大精深，茶艺亦
如此。初级班给了一把打开“茶道”这只潘朵拉神盒的钥匙，
将原来饮茶的习惯及爱好的浅浮和模糊，引向明了，开启更
多愉悦之情。

短短几日的茶艺课程，接触到浅略的中国茶文化理论，学习
到绿茶泡法、生活泡法茶艺表演。因为原本对茶的喜爱，浅
阅过茶艺相关的书籍，学习中对茶艺的阅读便有了更多的渴
求与热情。在老师授课时，我们也渴望老师能传授更多的知
识，我想学习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茶艺学习，对我来说，才是刚刚开始。

茶艺比赛心得体会篇五

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参加了由___茶业有限公司创办
的首届"茶艺师"培训班，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学习和积累，可
以说是受益匪浅。了解了茶最早起源于中国，有着五千年的
历史和丰厚的传统文化和沉淀。中国不仅是茶叶的故乡，还
是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

过去只知道绿茶、红茶、花茶、龙井茶、乌龙茶这几种茶，
殊不知，茶的基本种类分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
黑茶六大茶类，而龙井茶属于绿茶这一分类。除此之外，它
们的加工方法和冲泡方法都各有差异。

何为茶艺?茶艺是指泡茶和饮茶的技艺。泡茶的技巧，实际上
是包括茶叶的识别，茶具的选择，泡茶用水的选择等。比如，
冲泡绿茶要用玻璃杯，因为玻璃杯是透明的，且不容易吸香，
用其泡茶可使茶之清香，嫩香充分显露出来，也便于我们欣
赏茶芽形态和茶汤的颜色。明代茶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



谈》就有写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
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可见水质能
直接影响到茶质，泡茶的水质好坏，对茶叶的色、香、味，
特别是对茶汤的滋味影响很大。而饮茶的技巧则是茶汤的品
尝，鉴赏，对它色、香、形、味、韵的体味。要泡好一杯茶，
主要是要根据不同的茶类，加工方法，茶的特性，掌握好茶
的用量，开水的温度，冲泡的时间。因此，可将茶水比例，
开水温度，冲泡时间归纳为泡茶的三要素。

现如今，茶艺已经慢慢的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有客
人来时都是以茶代礼，聚会时一起聊天喝茶，这些都与茶息
息相关。其实，人生就像一杯茶，平淡是它的本色，苦涩是
它的历程，清香是它的馈赠。但愿中国的茶文化越来越发扬
光大。

最后非常感谢___茶业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次学习茶艺
的机会，让爱茶的人相聚一堂谈天论地，也让我的心慢慢沉
淀下来，变成一个优雅的女子，而这只是刚刚开始，希望我
们都能成为爱茶，懂茶，惜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