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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
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
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茶艺坊工作总结 茶艺师工作总结篇一

茶源于中国，讲求和，美，礼，仁等，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
平等和谐，通过茶艺活动的过程感悟人生，修身养性，追求
自然的目的，让我学会如何协调和平衡，爱惜自己，感恩社
会，回报社会。

茶艺是一门艺术，一种修养，体现和谐，优雅，仁，德，诚，
真，茶艺源于远古却不失时尚，茶艺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以茶养生，以茶悟道，做一个优雅德，有内涵德，健康的人，
这是我学习茶艺的第一步。

一;我们人类终极追求的是拥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灵。

二;我们人类向往的目标是享受生活，丰富生活，热爱生活，
不断的提高生活品质。

三;我们人类希望的事业是自由择业，开心就业，浪漫就业，
做终身喜爱而乐之不疲的事业。

这种完美的人生，只有在茶艺中垂手可得。



随着现在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茶叶的需求量不断的日益增
大，近几年来的表现尤为突出，可是对茶艺师的中，高级人
才却很短缺，能够拥有茶艺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不多，以现
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茶艺师的需求量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茶叶现在已远销海外，连外国的朋友们也都被中国的茶艺的
神秘，魅力的迷人所吸引。

现在‘以茶会友’的社会，用茶让人与人之间可以无界限的
交流，用真诚，坦诚的心交流，不管是在事业中，竞争中，
在品茶，应用茶的环境，去做任何事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的，一个举止优雅的茶艺师，舒缓的音乐静静的流淌，共同
营造出一幅宁静祥和的休闲场景，会让现在在忙碌的生活中
人们有一个很好的放松，舒心的空间。

全职的太太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雄厚的经济实力，充
裕的时间，可以将茶艺作为提高自身修养，结交志同道合朋
友的途径，还可以让在打拼的先生们带来全新的休闲体验，
让他们在忙碌后忘记了疲惫,优雅而有内涵的全职太太们籍着
茶艺寻求一块静溢与超然的心灵空间。健康，绿色，环保是
茶艺致力于推广的方向，引导人的思维，开拓人视野，丰富
人的精神。

茶艺坊工作总结 茶艺师工作总结篇二

清澈的热水腾起丝丝白烟，几捻枯叶落人青瓷，茶、水，相
融，含蓄的清香拂过脸颊，小屋已经蒸汽缭绕。一切是如此
得心应手，此刻手中，是碧绿的茶水。我欣慰地笑了，回想
自己从初识茶艺到现在成为真正的行家，其间作出的努力与
漫长的心路历程，真的不容易。

切识余艺，起于父亲，时常见他端坐桌前，不苟言笑，一次
次倒水，捻叶。严肃的神情却让我掩嘴偷笑：泡个茶还如此
讲究。他郑重告诉我，茶，代表人之心境。被高深哲理所吸
引，我在他的教寻下去尝试，却什么也悟不出夹，从此，我



被他要求着一起泡茶。可怜当时心智未成的我有些愚笨，这
也正激发了我心中的斗志。

我在不停沏茶的过程中聆听心声、从浮沉的茶叶中企图发现
真理，小屋中总是白烟袅袅。我时常读一些哲理文学，希望
能有所启发，长期如此，我似乎长进不小，却依然没有达到
通明的心境。

走在街上，回想着舌尖上一次次浓郁茶香，一阵令人舒爽的
香气迎来，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小店。“茶”一字在店面中格
外醒目。店中仅有一老者掌门，苍颜白发，一裘布衣，此刻，
他面前热水咕咚作响，端坐的他缓缓将水倒人茶杯中，杯中
茶叶如觅知音，细细品味，看到那茶叶在水浸润下舒展，翻
腾，升华，绿意蔓延开来，伴随而来的是茶叶的清香。待雾
散去，只见到老者令人捉摸不透的身影。

此刻，轻抿一口自己泡的茶，仿佛能听见内心，经过父亲与
老者共同的帮助，靠着自己的努力与悟性，我终成为一名茶
艺手，回想自己艰苦的心路历程与无数次奈艺训练，轻声对
自己说：学习茶艺，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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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茶馆这个行业里浸泡了十四五年，从浙江到云南至安
徽黄山再至福建安溪，在各个茶乡游历多年，见证了中国茶
馆从式微渐至热闹的过程。

私人茶艺师的修炼并非容易，需要基本功扎实，辨茶、识茶、
沏泡，操作技能，茶文化历史，甚至茶树栽培和加工，这些
都是茶艺师必须要熟练掌握的知识。一个好的茶艺师需要有
茶的淡定气质，所以打坐、静心也不可少。茶艺师朱锦武说：
“好的茶艺师是能将茶的缺点掩盖掉的人。”因此，一茶到
手，私人茶艺师会用鼻、眼和经验为茶定性，然后通过器皿、
水温、冲泡等技术处理，再佐以某种特定形式的表演，最终



泡出一杯完美的茶。

私人茶艺师一般三个人一组进行服务，一个主泡，主管布茶;
一个副泡，担当茶艺程序的解说工作;还有一个琴师。提供一
次让客人满意的服务，对于茶艺师而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如果会场较大，茶艺师一般会提前1到2个小时赶到现场，熟
悉场地，研究应该走的路线。“要清楚地了解所服务的客户，
了解清楚对方具体的服务要求才能有的放矢。比如说，人数、
参会人的性别比例、有没有特殊体质的人等等，这些都要问
清楚。”邹军说，“有些人会‘醉茶’，就是一些人喝完茶
之后会有头晕、呕吐的感觉。胃不好的人，不适合喝青的铁
观音。在去之前，客人情况了解得越清楚，就越有把握做好。
”邹军说。

“不一样的茶就有不一样的表演风格，其实，即便是同一样
的茶艺表演，不一样的人演绎也会有不同的风格，这和私人
茶艺师的个人性格特质也有关系。”私人茶艺师也会根据个
人的性格特质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

做了几年私人茶艺师的邹军如今的思路拓得更宽了。他今年
着手做的事情是，在种茶的季节，将喜好茶的客户带到茶乡
去旅游，让客户认领一片茶田，自己学着种茶，等到收获的
季节，再一起去收茶，能够品尝到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的茶。

今年3月，他还组织了二十几个客户自驾车去了一趟安徽茶乡。
“每个人都种了几棵自己的茶树，快到采摘的季节了再带着
客户一起去采茶。”看着茶艺师的优美表演，听着茶事故事，
喝着自己亲手种的茶，那般滋味，在爱茶人的心中，又该是
另外一种味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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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 绿树隐隐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茶韵浮动微风
起，满架蔷薇伴书香。今天，六月二十六日，是六六大顺的
日子，首先，祝各位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顺意！

主持人：非常荣幸地介绍到会的嘉宾，他们是 。今天，在书
香茶韵中，我们共同度过这个雅趣的周末，大家说，好不好。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庐陵文学院院长胡刚毅授牌致辞，大
家鼓掌欢迎。

主持人：有请吉安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家协会主席曾绯龙捐
书并致辞，大家鼓掌欢迎。

主持人：接下来，为大家准备了伴着书香和茶韵的好节目，
献给大家。

主持人：“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
川子，清风吹破庐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油膏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数千年来，茶，成为
中华民族的国饮，伴着书香，伴着墨香，茶为文人骚客人所
品，茶有书香更高雅，书有茶韵更清新。

主持人：同志哥，请喝一杯茶，首先，请欣赏由曾纪丽带来的
《请茶歌》发，大家鼓掌欢迎。看，这边还有茶艺表演呀！

主持人：一曲请茶歌，余音绕梁，下面，我们屏住呼吸，请
欣赏王冷为我们带来的朗诵《 》，茶舞，戴冰。

主持人：京剧，是国粹，在20xx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的金丽娟大姐，
在庐陵大地上，传播着京剧的种子。下面，请欣赏金大姐为
我们带来的京剧《 》，掌声有请。

主持人：一本书，一支歌，一杯茶，一群人，一份爱，在这



里会聚，时光真的非常美好。下面，请欣赏清影美女给我们
带来的黄梅戏，有会唱的可以一起唱。

主持人：你送我一支鲜花，绚丽多彩，我送你一叠琴声，激
情满怀，请欣赏古琴、禅舞。

主持人：琴声悠悠，书香袅袅，下面请欣赏金童玉女带来的
《观音茶》。

主持人：听完琴声听古筝，古筝，也叫秦筝、瑶筝， 是中国
弹弦乐器，以音域宽广，音色清亮，表现力非常丰富，被人
们所喜爱。下面，有请郭珍珍给我们带来的古筝表演。看这
边，瑜珈姑娘也来了。

主持人：下面进行激动人心的抢红包活动，看看，谁是今天
的最佳“抢手”。

主持人：看看，个个脸上都挂着笑容，下一次，我们还要评
出最佳抢手呢。

主持人：下面这个环节，进行拍卖，拍卖的物品是雷小霞老
师的心爱之物。拍卖所得，将捐给吉安特殊学校的孩子们，
每期两个名额。

主持人：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下面请欣赏文艺汇
演，为多才多艺的老师和学生们，鼓掌！加油！

主持人： 在荷风竹露中，我们以书的名义，相聚，我们以茶
的名义，相聚，我们情的名义，相聚，我们以爱的名义，相
聚。难忘这个美好时刻，祝大家身体健康，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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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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学习心得体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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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学习心得体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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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坊工作总结 茶艺师工作总结篇六

今天我们怀着欢乐的心情来到我们的新校区上我们老师的茶
艺课。在这个课上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中国是一个千年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崇尚礼节。中国有句
民谚：无茶不成礼，中国茶文明传达的是纯，雅，礼和茶道
的精神理念，传播的是人与自然的交融，启发人们走向更高
的生活境界。

茶艺人士说，喝茶的环境对于喝茶的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
的，这就在于喝者的心情。

喝绿茶可以消暑，冬喝红茶可以祛寒；大口喝茶可以解渴，
小口品茶可以知味。人未改，茶是茶，不同的时节，不同的
心情，不同的喝法，也就有了不同的滋味，不 同的感悟，因
而对于真正的品味者来说喝茶自有喝茶的乐趣在。饮茶，既
可以养生又可以治病，茶叶中既有营养的乐趣在。饮 茶，既
可以养生又能治病，茶叶中既有营养成分又有药理作用。如
果能根据自我体质，选用适宜茶疗方，对增进健康，增进体
质定会有宜。

“冷水泡茶慢慢浓”这是一句值得人们细细品味的喝茶人的
妙语。喝茶人总想说出茶的滋味，却不知道茶的滋味，就在
喝茶的过程中，喝茶时，要从中体会“所喝的是什么味道”
及其敷衍着生活的滋味，将一份“如何品味”的心思塞在心
里，恐怕就全把真正的滋味放过。

佳茗，是清是醇，是苦中带甘，是超凡脱俗，是不卑不亢，
是无声胜有声，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在品茶中品味人生，
品味生活，在生活中体味茶意，才能抚平内心之浮躁，不徐
不疾的前进，从容，优雅的生活。人生如茶，茶似人生，只
要用心品茗，从容之可得其真味，品茗中，看悠长人生，心
宁神静，回味里，天籁之音，缭绕缕缕，属于自己的那一帘



幽梦，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缠绕在身边。

茶艺坊工作总结 茶艺师工作总结篇七

茶艺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经历了古老沧桑的历史和岁月，
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诗篇和宝藏。你想知道更多关于茶的故
事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茶艺大课堂吧！

当然，茶艺中还有很多的小知识，比如什么季节喝什么茶更
有益于养生。比如，什么茶用什么样的器皿，什么的水温来
冲泡都是有讲究的。问一下，你知道冬天最适合喝什么茶吗？
哈哈！快来问我吧！

讲完了小知识，我们就要进行实践品茶了。老师动作优美的
把茶叶放进盖碗里，高高的提起水壶冲泡茶叶。我看到一片
片可爱的叶子在碗中快速旋转着，好像一个个身姿优美的小
仙女在翩然起舞。很快，第一泡茶叶就冲好了，老师用公道
杯给我们一个个分茶。我深深嗅了一口茶香，然后开始慢慢
品茶——苦尽甘来的感觉真是让人神清气爽啊！

茶艺坊工作总结 茶艺师工作总结篇八

1、鉴别茶叶品质;

3、选配茶点;

4、向顾客介绍名茶、名泉以及饮茶知识、茶叶保管方法等茶
文化;

5、按不同茶艺要求，选择或配置相应的音乐、服装、插花、
熏香等，制造适宜的.环境氛围。

1、高中或以上学历;



2、熟悉各类茶叶冲泡、品饮艺术,对茶文化的了解有一定深
度;

3、有从事茶艺管理和培训工作经验;

4、1.63米以上，形象好、气质佳、大方、稳重、端庄。

茶艺坊工作总结 茶艺师工作总结篇九

茶艺是包括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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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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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
新茗泡松萝。

写的正是心之静。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
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
道修习的必经大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
静课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激，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
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喝茶能够静心、静神，有
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对于很多喜欢喝茶的人来说，泡
茶或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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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时，泡一壶茶，静心、
养性。茶艺是包括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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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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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品茶是一个好东西，而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
现于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不讲形式，不拘一格。突出体
现了道家“自恣以适己”的随意性。同时，不同地位、不同
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由不同的追求。所以虽然作
为普通人的我们可能不会精心研究茶艺茶道，但是我们还是
可以通过闲暇时喝喝茶来达到修心养性的效果。

工商管理1210 学号0121203921015 贺朵

大一的第二学期，我们开始有公选课，而我毫不犹豫的选择
了茶道与身心健康。一直都很想了解一些关于茶道与养生方
面的知识，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在上这门课
之前，我虽然对茶道有着极大的兴趣，也上网了解有关这方
面的知识，但上了老师的课之后我才发现我对茶道了解的太
浅。

茶艺与茶道，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
是指制茶，品茶，煮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
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
论；有艺而无道，节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
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
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完全可以通过
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
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在茶道课上，老师给我们泡茶，请我们喝茶，老师还请来了
他的茶友。喝着老师泡的茶，听着茶友们说着他们喝茶的经
历，无疑是一种享受。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很多种茶，而我最
喜欢的是黑茶。听老师说他有幸喝道了有上千年的茶树的茶，
让我无比的羡慕，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喝一喝，品一品，虽
然我知道有些不可能。



泡茶时，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态，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只要用心去体会，便会收获很多。茶艺并不是简单的泡
茶，品茶，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对茶具的尊敬，也反映了生
活中的为人之道：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我相信每一个茶具
都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学会尊重它，理解它。上天赋予了世
间万物生命与灵性，若给与他们尊重与理解，那么他们也会
给你一样的回应。你爱戴生命，生命也会回馈你。经过茶道
课的学习，我觉得自身获益匪浅，学到的不仅是茶艺茶道知
识，还提高了自身的耐心，毕竟无论泡茶还是品茶都需拥有
足够的耐心。同时我的心态也更加的平和，达到了修身养性
的效果。这与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总觉得老师是一个很
温和的人，很容易相处的感觉，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和老
师喝茶。当然，我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也
能保持这种良好的心态，平心静气的处理一切，就如品茗一
样，真正放松自己，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体
会一份纯真，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劳动成果，最后，在这里
感谢老师对我们的教导，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