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茶与茶文化的重点知识 茶文化赏
析学习心得(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茶与茶文化的重点知识篇一

在庆祝中国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
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引导干部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
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
党的三大良好作风之一，作为一位教师党员，密切联系群众
就是要联系学生、家长，专科老师，加强与各专科教师的合
作，积极联系家长，增进家长与学校间良好沟通交换、相处，
大家齐心协力弄好教育教学工作，增进学生的素质教育高效
发展。

作为一位年轻的班主任、一位语文教师，由于事物较多、较
杂乱，缺少工作经验欠缺等一系列缘由，之前的工作中，与
群众联系不够。我深知一个有活力、团结向上的班级离不开
各专科老师地辛劳付出。作为班主任，我一直有很多想法，
想多与专科老师联系、交换，了解专科课上的学生情况。但
想想激动，做做一动不动。有时怕"说错"，反而适得其反;有
时怕自己的干涉，给专科老师增加新的压力。因而，当一些
专科课上出现题目时，不能及时的帮助解决，有的活动布置
脱离了学生实际等等。脱离专科老师支持，就轻易使工作展
开不够周密，长此以往，就会影响班集体的发展。离开各位
家长的积极支持，班级也不能够到达良好发展。

家庭中往走一走，做一做家访，条件不答应也能够多打打电
话、利用网络等各种情势，加强联系，及时反馈孩子的在校



表现，并提供有效建议。相信家长肯定会更加理解老师，家
校结成密切同盟，对孩子的教育就简单多了。

在与家长打交道进程中，由于我们面对的家长素质不尽相同，
不管家长在反映时显很多么琐碎，还是有理无理，我们都要
保持善心，尊重他，用包容的心宽容一切事，耐心听，细致
地予以解释，专心待之，专心与之沟通，唤起每个人心里天
生具有的那份亲情，用感情换感情，宛如一家人生活着，专
心把苦日子过得出色、丰富、充裕，让心满足，世间就会少
很多纷争，增加很多快乐和友谊。

对待孩子们，一定要把爱心、耐心、责任心当作教育的润滑
剂，把尊重、理解、信任学生当作消除教育盲点的基础，与
学生一起运动，和孩子们一起做广播体操、跳绳等。与孩子
们谈心，全身心肠爱惜、关心、帮助学生，做学生的贴心人，
引领他们插上聪明的翅膀，翱翔在无尽的天空。

我们常说：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知识经济，
市场经济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生活、工作都是一次挑战，
鼓励的竞争迫使我们往学习各种知识，可以说，我们必须为
生存而学习，为工作而学习，为生活而学习。在教学上，要
继续严格要求自己最少提早一周备好课，写好教案;上课时，
力求捉住重点，突破难点，精讲精练。应用多种教学方法，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惟，使学生有举一反三的
能力，课余时间要继续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辅导，及时查
缺补漏，适当留一些有益于学生能力发展的、发挥主动性和
创造性的作业。

群众是党员坚实的后备气力，年轻的我一定要虚心听取群众
的建议和意见，弥补不足，积极进取.

茶与茶文化的重点知识篇二

喝茶能静心、静神，有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身养性之功



效，这与提倡清静、恬淡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
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茶道是一种以茶为主题的生活礼仪，
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品茶，来修
炼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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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就开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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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与茶文化的重点知识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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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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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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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与茶文化的重点知识篇四

我觉得茶文化不仅仅可以在课堂上学习，下了课之后我们也
可以学习，因为我觉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那么地广泛存
在。茶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茶种，也有着不同的加工工艺，
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茶的制作，但是，我们喝茶的时候可以
感受到茶的甘甜，所以，在喝茶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下
茶的韵味。茶文化与其他的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茶
的精神渗透到了社会，深入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医学
等，这些都与我们所学的都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的。在平时
的学习要把茶文化融入当中，延伸茶文化的学习范围。

在生活中，茶也是很广泛的应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
面面的。上面也说了很多关于茶的益处了，茶是天然的保健
饮料，喝茶对人体有着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它能提精神、
去疲劳、助消化、能消炎杀菌、防暑降温、解渴生津。

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喝茶，如当我们在困的时候
可以喝茶解困，可以提高我们的学习的效率。还有，客来敬
茶是一种礼节，在交际中是一种融洽亲密、热烈真诚的礼仪，
以茶代酒也是一种勤俭节约的时尚行为，而且茶也可以改善
人际关系。更多的是，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加值得发扬，
它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所以，我们要把茶的用处
发挥到生活中去。

现代的人喜欢茶的香、茶水的清，人们因此会在茶中停留，
会有意无意地感受茶的意境，寻找并获得感悟，就是茶带来



多的精神欢愉。喝茶是一种思考，在遐想中回到自我，也记
起过去，还纯真是人的品质，只有在茶叶那既苦又甜的滋味
中，才可以真正懂得人生。更有时候，茶是一种激励，感受
茶的那一丝苦涩，抛弃那一点迷惘，通过喝茶激励我们，站
起来面对未来的一切。

茶与茶文化的重点知识篇五

本学期有幸选到了艺术类的文化选修课《茶文化》，在老师
的讲授下，通过这几周的学习，让我从一个对中国茶文化一
无所知的门外汉变为了对茶文化有了一些了解的人，并感染
了我，使我对“茶”产生了兴趣。下面我来具体谈谈这几次
课的收获。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它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
唐朝，盛在宋代，如今已成了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
叶、咖啡和可可)之一，并将成为21世纪的饮料大王饮茶嗜好
遍及全球，全世界已有50余个国家种茶，寻根溯源，世界各
国最初所饮的茶叶，引种的茶种，以及饮茶方法、栽培技术、
加工工艺、茶事礼俗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中国传播去的。
中国是茶的发祥地，被誉为“茶的祖国”。茶，乃是中华民
族的骄傲。

第一：茶的起源

我国早在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就有”人家每日不可
缺者，柴米油盐酱醋酒茶”之说。当初称为“八件事”。至
元代时略去“酒”，始成为“七件事”。在元代的杂剧《玉
壶春》、《百茶亭》、《度柳翠》等唱词中，均可见“早晨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句，历代流传至今，可见
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因而也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饮茶



制茶最早的国家。数千年前就在我国的云南、贵州、四川等
地发现了野生茶树。中国的茶叶生产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世
界各产茶国，不是直接、就是间接地从中国引进茶苗、茶种，
并派人来中国学习栽茶制茶方法，然后再发展本国的茶叶生
产。

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战国时
期的《神农本草》上说：“神农尝百草疗疾，日遇七十二毒，
得荼(茶)而解之。”以采集野生植物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原始
氏族公社，至神农氏时期，偶然间发现用野生茶树的鲜叶汁，
可解这72种有毒中草药的毒。自此以后，先民们就以喝茶来
解毒，也即用茶的开始，可见最早的饮茶是从药用开始的。

饮茶由药用转变为饮料，究竟始于何时?古人所见不同。据晋
常璩据载：周武王姬于公元前1115年联合四川各民族伐纣之
后，巴蜀所产茶叶已列为贡品，诸民族首领正是带着茶叶去
进贡的，这可谓是我国最早有关茶叶的记载了。

第二：饮茶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饮茶在我国已较普遍，并有了专门的茶叶市场。
西汉王褒在《僮约》中曾讲到“烹茶尽具”、“武阳买茶”、
“成都卖茶”。王褒不仅要家僮煎茶，还要他去当时的茶叶
市场武阳买茶，并去茶市集中的成都卖茶。从中可看出，茶
叶在当时已不仅仅是饮料，而是已经作为商品了。

至唐代时，饮茶在我国已普及到民间，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
习俗。在唐代以前，烹茶一般都要加入芝麻、食盐、瓜仁、
桃仁等佐料，故茶名也都以主要佐料冠称。自唐代陆羽始提
出煮茶不加佐料，谓之见“真茶”，以表明茶之真香味。与
宋代一样，当时的饮茶方法是把鲜叶蒸熟后，经捣碎做成饼，
再用绳子串起来烘干，叫“饼茶”、“茶饼”或“片茶”。
喝茶时，将饼茶碾成碎末，放锅里煮滚，让茶叶渗透再喝。
士大夫们还将茶叶碾成碎末、压成小饼相馈赠。唐代时，随



着饮茶之风盛行，名茶迭出，文人墨客们纷纷品茗论水、著
书立说。唐以前的.饮茶，属于粗放煎饮时代，是或药饮、或
解渴式的粗放饮法。到了唐宋以后，则为细煎慢啜式的品饮，
以至形成了绵延千年的饮茶艺术。

至宋代时，以品为主的唐代煎茶发展成了“斗茶”，达到了
更高的艺术性品茶的阶段。宋代斗茶时，先把饼茶击碎成小
块，并碾成细末，放入烫好的茶盏，再注入沸水调制成茶膏，
然后用特制的茶筅(形似小扫把的工具)，边转动茶盏，边搅
动茶汤，使盏中泛起汤花，以比较茶汤的色、香、味。最后
再品尝汤花，俱佳者获胜。是以“斗茶”来比赛茶叶的质量，
比赛茶汤的色、香、味，比赛斗茶者的茶技、茶艺。

至清代，乡村市肆茶馆林立，饮茶之风盛于明代，茶叶成为
珍品，流行于官场士大夫和文人间，大量名茶应时而生。清
道光年间，还先后发明了半发酵的乌龙茶和经过发酵的红茶，
并出现了白茶，传统的紧压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
在制茶方法上，形成了我国茶叶结构的六个大类绿、红、花、
白、乌龙、紧压茶。清代不论公事来往，还是私家应酬，客
来献茶。端茶送客，已成为特定的礼节和排场。江浙广川等
的茶馆，更与小食品点心之类结合供应，又聘请说书、评弹
等说唱艺人临场表演，发展成独具地方特色，乡土风味浓郁，
呈平民气息的大众化交易、交际、娱乐场所。晚清时，更有
一班落魄旗人，仍将饮茶装璜门面，在人前夸耀示富。而文
人们则纷纷溶入了“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初更红。寻
常一样窗前月，纵有梅花便不同”的意境。

我是山东人，品茶，我是个外行，只是在一些书中看到，中
国饮茶习俗在唐煮宋点之后基本成形，现代流行的，撮茶法，
即把茶叶放入有盖或无盖的大杯子中，多次冲开水饮用，一
直到色淡为止。虽然也讲究泡茶的水质、水温、器具和茶叶
品种，但是注重茶的实用功能，如不喝凉茶，不喝隔夜茶，
不空腹饮茶等等，而不是其艺术功能。至于中国人讲究不同
的季节饮不同的茶，那是纯粹形而下的物质区分，如春饮花



茶，升发阳气;夏饮绿茶，生津止渴;秋饮青茶，辛凉益肺;冬
饮红茶，御寒保暖。

事实上，我对茶的了解很少很浅，之所以报这门选修，对茶
有种莫名的感触，在翻看选修表时，无意看到茶文化这三个
字，心中便泛起一丝丝的涟漪，说不出为什么，很毅然而然
的就报了。

中国人谈心性，从来不会执迷。喝茶没有时间与季节的限制，
不论雪夜古寺。春来茶馆。夏日亭台，还是秋月江心，只要
愿意，随时可以提壶泡茶以茶会友本是雅事，需要环境，还
要气氛。然而，雅、俗是个很可疑的词语，如果总是喜欢借
物发挥，雅有时是伪雅，俗倒是真俗。两相比较，正如。伪
君子不如真小人一样，今人许多故作姿态的风雅之举，反不
如市井巷陌的粗茶本色。至于弄成了一种负担，整日为这事
担忧，就像寄禅以诗偿债那样，雅事就成了俗事了。所以，
千万不要把喝茶弄成阳春白雪的样子，就像李少红把充满生
活气息的红楼梦搞得人鬼不分，戏画不分，那就画虎不成反
类犬，堕入大俗大恶了。

我喜欢茶，但但不会品茶，不会欣赏茶，这是我在上这门课
前自己觉得自己对茶的看法，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自己连
茶是什么都不清楚，真的很惭愧。

我以为，茶叶，就是树叶在机器加工后的产物，茶水，就是，
水与茶叶的结合品，或许，茶可以让人心旷神怡，品茶可以
修身养性，殊不知，从一杯茶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品出人性的美丑。

时常在想：人来到这世上，为了什么?该如何?能如何?时常有
些郁闷。在泡茶时突然想到：人这一生岂非正如茶叶，而生
活则是一杯白开水，泡茶时，茶叶在水中翻腾上下，岂不正
如人这一生浮浮沉沉，刚开始时茶色淡，味亦淡，浸泡一会
儿，色渐浓，味亦浓，茶叶在上、在下、忽上、忽下，到后



来，色越来越淡，味亦越来越淡，直到无色无味，茶叶也沉
于杯底，人生不也如此吗?在生活的开水浸泡下，忽上忽下，
总是沉的时候多，浮的时候少，即使忽上忽下，也是在随着
生活之水起舞而已，但也总是短暂，也总会归于沉寂，再如
何有色有味，总会归于平淡!

想想茶叶的一生，刚在茶树上露出小小的嫩芽，即被采摘，
被炒制或发酵，制成各种、各色、各味的茶叶，后被开水浸
泡至无色、无味，被倒去，茶叶的一生，总是在人的手中、
在水中，那由得了自己，至成尘土!人生如何?想想又能如何，
生下来，即被生活之水泡制，在生活中浮浮沉沉，最后也是
归于沉寂、归于尘土，正如茶叶最后被倾倒，化为尘土，哪
里由得了自己啊!浮浮沉沉、上上下下，心的愁苦、烦闷，让
躯体发胀，变得沉重，沉于水底，化为尘土!该如何?能如何?
即使是在上的兴奋，翻腾的快乐，也只是短暂!从开始到结束，
都是无可奈何，被太多的东西左右，有太多的无可奈何。

从不知，自己可以在选修课上感叹人生的无奈。茶，养身，
养生，也养心。我相信缘分，就像我对茶的认识一样，从以
为自己知道不少，到后来发现自己竟对他一无所知，最后，
我才略明白，茶，可以对人影响那么深。

小时候看到老人似茶如命，甚是不解，一边饮茶一边谈笑风
生，十分惬意，很期待和她们一样，但又怕太沉闷了，慢慢
的，我也喜欢喝茶了，慢慢体会个中滋味了，才发现，原来，
茶，也可以这么美，品茶，也可以这么优雅，这是一种发自
内心的感觉，所以，会品茶的人很享受人生，因为她们可以
再茶中寻找人生真谛。只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向她们一样，
品味茶中人生。

总之这几次课老师从茶的起源、分类、茶具、冲泡、品鉴等
给我们做了介绍，让我对茶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对茶文化
有了兴趣，上完这个选修课，我脑海里出现过一个画面，那
就是我想像着有一天，自己能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个



环境优雅，静谧的地方，用好茶具，正确的方法泡上好茶，
然后我们一起品茗、畅谈人生。希望自己这个想法有一天能
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