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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怎
么写总结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
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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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运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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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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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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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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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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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味和点心之功效。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茶膏的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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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指导和帮助！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二

一、从态度深刻体会了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和”“敬”、。
未参加中级茶艺师培训之前，我对茶艺师的了解是“掌握了
一套规范的泡茶技能，能对客人进行茶艺表演与服务”，但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懂得，茶艺师不仅要有专业技能与服务
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习茶、事茶陶冶情操，传承并发扬我
国的茶文化。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茶艺师，首先要有平和、
恬然的心境，对茶的珍视和对茶人的尊敬。

二、提升了专业素养。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千年的茶文化历史，使茶文化己深深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及至唐代“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
我国茶文化体系形成，并使之传播四海。



茶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渗透，互融互补。首先与儒家思
想的“礼”。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为代表，以中庸为核心的
思想文化体系。我国茶文化中清新、自然、达观、热情、好
客的精神即是儒家思想最鲜明、充分、客观而实际的表达。
其次与佛家思想的“悟”。茶与佛的核羽是“茶禅一味”的
理念。

禅，意为“坐禅”“静虑”、。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
成佛”。通过品茶、喝茶提神、清心、去欲。再次与道家思
想的“无为”，道家思想追求“天人合一”，茶文化中视茶
为天地自然之精华，为“天含之，地载之，人育之”之灵物，
从而在制茶、烹茶、品茶过程中，追求美感，追求意境，追
求哲理。三、提高了茶艺服务操作技能。在16天的学习中，
共学习了茶的营养成分与功效，乌龙茶、红茶、黑茶、绿茶、
花茶的冲泡程序，每道泡茶程序都经过了反复的观摩、练习、
考试。

四、提高了教学能力。此次培训中，我作为一个教师不仅努
力学习专业知识，而且用心观察农大茶艺实验室的建设，各
位老师的授课风格，收集了一些教学文字与影像资料，对我
院旅游管理专业的《茶艺服务》课程教学与学生的专业技能
指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茶文化历史悠久且文化底蕴深厚。虽
然我对茶文化的知识知之甚少，但有一句话却是深印在我脑
海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与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在日常生活中有客人来访时必泡一壶好茶，以
表对客人的诚心欢迎与尊敬。

" 茶艺师"在我的字典里是个新鲜的名词，在参加天晟茶业有
限公司举办的茶艺师培训班之前，我想大部分同学也和我一
样对这个高雅的称谓感觉陌生吧。



"茶艺"是个什么概念呢？通俗地说，茶艺是指泡茶与饮茶的
技巧。泡茶的技巧包括识别茶叶、茶具的选择、泡茶用水的
选择等；饮茶的技巧是对茶汤的品尝、鉴赏，对它的色、香、
味、形、韵的体味。只有掌握了这两样技巧，才能真正地、
深入地体会到茶艺的精髓。

在这短短的十多天培训中我们学习到很多茶艺的相关知识，
比如茶艺师该具备的职业道德修养，茶文化的理论，各种茶
的特质，各种泡茶器具以及泡茶方法等等。

品茶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品茶增进友谊，
修徳习礼，有助于陶冶情操。一片树叶，一壶好水，一杯清
茶，一缕清香，用一生回味。茶艺学习于我而言，才刚刚开
始！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四

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参加了由岑溪市天晟茶业有限
公司创办的岑溪市首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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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的故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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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基本品种分为绿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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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已经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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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是它的捐赠。但愿中国的茶文化越来越发扬
光大。

最后非常感谢岑溪市天晟茶业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次
学习茶艺的时机，让爱茶的人相聚一堂谈天论地，也让我的
心渐渐沉淀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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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五

“一杯茶，品人生沉浮；平常心，看万千世界，人生百年，
宛如浮云；若非宿缘，岂能相遇？”在茶文化课上，终于看
到大益八式的现场表演，课上短短的几十分钟让我们以益之
韵之大益八式感受中华茶道的博大, 也品味人生海阔天空的
淡然，下面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和心得。 大益八式”
给人的是一种静心享受的过程，重在一个“慢”字，讲究动
作的轻柔、优美、连贯。大益八式分为洗尘、坦呈、苏醒、
洗尘、养成、身受、分享、放下。 洗尘实际上是指茶道演习
开始时身与心进入一个干净的境界过程。即包括入礼、礼拜
宗师、礼拜客人等步骤;坦呈指向一个动作，即将茶席铺开，
在茶席上摆布茶具的动作。这里的坦呈有两层含义，一是待
客之坦白诚恳，二是茶具的呈现、展示。苏醒是指在泡制过
程中“温杯洗具”的过程。这一过程，茶具的温度得以提升，



可以使茶具里面的能更好地施展色、香、味、型的特点;法度，
是指取茶，所谓量不在多，适度就好，正是取舍有度，知足
常乐，动作上要求轻柔;养成是茶汤冲泡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
个环节，它对水温有着严格的要求，水温的掌握对茶性的展
现极为重要，前面几式均是为此做铺垫;身受，它是茶者品茗
感悟一杯茶的过程，先己后人，益己利人这是茶道所提倡的;
之后是分享和放下。在这整个茶艺表演过程中，我更是深深
体会到一杯好茶不是说出来也不是写出来的，还是要动手泡
出来的。所谓的凤凰三点头、悬壶高冲等等，来不得半点偷
工减料。俗话说得好：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工。

中国茶道文化是一种包罗万象、融会世间万物、顺乎自然的
美学、哲学、综合科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茶道是客
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掘，如何寻求，如何品悟。茶人
能品悟多深，茶道便有多深，这也是中国茶道的博大精深之
处及它国茶道无法比拟之处。这些都足以令华夏子孙为之振
奋，为之骄傲，为之尽绵薄。

清代郑板桥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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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生活中，以茶待客，以茶交友，通过茶来表示深情厚
意，不仅已深入到每家每户，而且也用于机关、团体，甚至
成为国家礼仪。不论是宋代汴京邻里的“支茶”，还是现在
的人们以茶待客和茶话会，茶都是礼让、友谊的象征，都是
亲和、和谐的体现。

最后，真的很荣幸在大学生涯中可以选修茶文化这门课程，
让我从之前的只会喝茶如饮料的人得以明白茶文化的真谛，
了解茶文化的历史，茶的种类，好处多多。虽然时下一些"酒
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在充塞在各种媒体的
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但是我仍然相信，通过对新时代青少
年的教育与熏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茶文化定能在今
后为世界人所崇尚。愿在茶文化的学习中，积淀更多安定优
雅的气质，平静谦和的面对今后生活。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六

同时还需要能向客人简单介绍茶的起源、功效以及种类。同
时熟悉主要的冲泡器具;

最后还要掌握几种茶叶的简单冲泡方法。如绿茶、花茶、红
茶的简单冲泡技巧。初级茶艺师只要能够准确地按照茶艺规



定的程序泡出一杯合格的茶就可以了。

在掌握初级茶艺的基础上,还需要增加以下茶艺知识和技能:

首先,掌握茶叶质量分级知识,掌握茶叶储藏保存知识;

还要,熟悉品茶用水知识,即品茶与水的关系;

在冲泡方法方面要掌握较为复杂的茶叶冲泡方法,如乌龙茶。
乌龙茶具有红茶之甘醇、绿茶之鲜爽和花茶之芳香。品饮乌
龙茶不仅可以生津止渴,而且是一种艺术享受,其冲泡方法多
达六种。

已经成为初级和中级茶艺师的`人员,还应在工作中不断地丰
富茶叶知识,深层的领悟茶文化的内涵,并多接触其它文学艺
术,以利于提高职业素养和茶艺表演水平,有利于获得高级茶
艺师的职位。

茶艺师岗位职责/工作内容

1、鉴别茶叶品质;

2、根据茶叶的品质,合适的水质、水量、水温和冲泡器具,进
行茶水艺术冲泡;

3、选配茶点;

4、向顾客介绍名茶、名泉及饮茶知识、茶叶保管方法等茶文
化知识;

5、按不同茶艺要求,选择或配置相应的音乐、服装、插花、
熏香等环境。

6、能辨别生茶和熟茶,能把它们的色、香、味都发挥到完美
的境界。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七

绿地垂柳钓青钱。

扫来竹叶烹茶叶,

劈碎松根煮菜根。

得与天下同其乐，

不可一日无此君。

泉从石出情宜冽，

茶自峰生味更圆。

龙团雀舌香自幽谷，

鼎彝玉盏灿若烟霞。

春其山中采，

香宜竹里煎。

客到座中宜数碗，

水是人间第一泉。

尘虑一时净，清风两腋生。

凝成云雾顶，瓢出晨露香。

兰芽雀舌今之贵，凤饼龙团古所珍。

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



山好好，水好好，开门一笑无烦恼,

来匆匆，去匆匆，饮茶几杯各西东。

红透夕阳，好趁余辉停马足,

茶烹活水，须从前路汲龙泉。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八

1、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吧台服务人员专业
服务规范；

2、熟悉各类茶品典故，价位及操作规范，掌握各种商品的推
销技巧；

3、为所有来宾提供茶水、咖啡等饮品服务；确保所有出品饮
料的质量和速度；

4、每日检查所用茶具，搞好茶艺卫生，负责吧台内环境卫生；

5、热情待客，负责引导顾客消费；

6、接受顾客的投诉并及时上报领导；

7、熟悉各种茶点的.口味、产地、推销方法；

8、及时补充各区域茶具及其它客用品；

9、确保良好礼仪及服务规范，配合销售人员为顾客提供最佳
服务；

10、严格控制成本，避免浪费；

1、高中以上学历；



2、具有茶艺实操能力，掌握各类茶品知识；

3、具有二年以上茶艺工作经验；

4、形象气质佳；

5、沟通能力强，服务意识强，责任心强。

茶艺个人工作总结篇九

茶的韵味，是由心的味道决定的，所以佛家常讲“茶禅一
味”。禅意太深，但弄茶时，专注于安处自在的深处，常常
带我走入青灯古寺的宁静。

我经常会在袅袅的茶香中，闻到自己内心的孤独，喜悦，但
更多的是笃定。无论在都市的喧闹中，还是在空谷幽静的山
野，那杯盏之间发出的清脆，有如钟罄之声，让人洗尽铅华。

开设茶艺培训这样关于茶的培训课程，不仅仅教授我们茶文
化知识，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友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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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似古代文人骚客一般，喝茶
谈笑，很令人享受，十分惬意。

茶艺并不只是简单的泡茶、品茶。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对所
有茶具的尊敬，反映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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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满敬人，茶满欺人。”倒茶要倒七分满是茶道的基本，
也是告诉我们做人要学会保留与谦虚，保留一份接纳别人对
你批评与建议的空间。这不仅能让我们时刻拥有一颗包容的
心，也能让人感觉到我们平与、与人为善的态度。



茶道有四个境界:清、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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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的是泡茶与品茶的人都心平气与，气氛也与谐、
融洽；“敬”主要表现在对别人的尊敬、对茶具的尊敬，例
如我们常常在泡茶之后洗壶就是对茶壶的尊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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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忍受寂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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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修
剪加工，当被人品尝的时候，要经得起评价与回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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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课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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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茶使人间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