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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茶文化是以茶叶为主体，包含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结

合，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1 茶文化体系的构成

p 茶文化体系主要包括茶史学、茶文化社会学、饮茶民俗学、茶的美学、茶文化交流

学、茶文化功能学等内容等。

p 茶文化的结构体系又可分为包括有关茶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

。

p 精神形态表现为茶德、茶道精神、以茶待客、以茶养廉、以茶养性、茶禅一味等。



p 可以说，茶文化是在饮茶活动过程中体现的，是人们在品茗活动中一种高品位的

精神追求。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与儒家思想的中庸、和谐、积极入世有着

相互映衬的一面，还与道家思想的审美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对古代中国文

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逐步成为一种深入民间的特有习俗。中国

茶文化的是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1 茶文化体系的构成

p 茶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思维轨迹实际上是把茶的自然属性与传统美德联系在

一起，把人们崇尚的道德情操、人们追求的高尚品质及人格赋予具体的茶及各种

茶事活动中，使之升华为茶道文化，使得茶的自然属性与人们倡导追求的高尚道

德情操 (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茶之精神。



p 中国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创造积累，已成为一个多民族、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

文化整合系统，它蕴涵着佛家的禅机、道家的清寂、儒家的理念。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2 茶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与茶人精神

p 佛茶最初虽然是为了养生、清思，但禅宗使佛学精

华与茶文化相互结合，佛理与茶理真正贯通，禅的

哲学精神与茶的精神内涵融为一体。

p 以茶自娱的道家从饮茶中得到自身与天地宇宙

合为一气的真切感受，悟出饮茶是为了“探虚

玄而参造化，清神身而出尘表”。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2 茶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与茶人精神

p 儒家观念是中国茶文化的思想主体。这种茶文化首先注重的是“以茶可雅志”的

人格思想，儒家茶人从“洁性不可污”的茶性中吸取了灵感，并应用到人格思想

中。

p 因为他们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醒地看

待自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

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

，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p 因此，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应归之于儒家学说，并且这一核心是以礼教为基础的

“中和”思想。



p 所谓茶人精神是指茶人的形象或者说

茶人应有的道德情操、风范、精神面

貌。“默默地无私奉献，为人类造

福”是“茶人精神”的朴素表达。以

茶喻人，以茶树为榜样的茶人，就是

指具有这种博大胸怀、无私奉献精神

的人。这就是茶人的精神。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2 茶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与茶人精神

p 茶人精神体现了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高速发展

的形势下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这种茶人精神 ,即具有博大的胸怀 ,立志为

人民造福 ,甘于默默作无私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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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这就是茶人的精神。茶人精神

体现了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内涵，在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 ,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这种茶

人精神 ,即具有博大的胸怀 ,立

志为人民造福 ,甘于默默作无

私奉献的精神。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2 茶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与茶人精神



p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茶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思维轨迹，实际上是把茶的

自然属性与传统美德联系在一起，把人们崇尚的道德情操、人们追求的高尚品质

及人格赋予具体的茶及各种茶事活动中，它不但可以去病养生，促进身体健康，

而且还可以修身怡情 ,陶冶人的情操 ,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同时也可增

长知识，提高审美情趣，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它的素质教育

功能。台湾学者指出，茶文化教育，将是未来对学生品格教育最方便也最深入的

渠道之一。而且茶文化对人的感染力是全方位的，不局限在某一个层面上。它在

人格塑造、情操追求、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 ,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实现人生幸福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 茶文化体系的素质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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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茶文化体系的素质教育功能



p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刻，确立什么的理想信念

，对他们一生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在我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改革深入推进时期，一些消极的价值观念难免会通过

各种渠道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冲击和影响，使大学生自身状况发生显著变化。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1 茶德思想可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p 有的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

到学习困难、爱情失意和人际关

系紧张 ,便产生沮丧、自卑、孤

独、焦虑等消极情绪，甚至发生

轻生行为 ,缺乏应有的自我心理

疏导和调节能力。



p 因此，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通过对茶文化课程的学习，及通过对茶德思

想的领悟，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楚的认识自

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1 茶德思想可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p 这样对于调整人际关系、平衡人的心态、解决现代

人的精神困惑，对稳定社会秩序和精神文明建设有

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茶德思想可以为当代大学生

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若干方面的深刻启迪

。



p 仁义、诚信是每一个人立足社会必须具

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同时也是资源、财

富。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在我国目前

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某种诚信危机，甚

至在大学生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诚信缺

失问题。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2 茶道精神有助于处己立身

p 从部分大学生的考试作弊、拖欠国家助学贷款 ,到择业过程中的伪造证件、改动

成绩、随意毁约 ,无不显示大学生诚信意识的淡薄。因此 ,作为培养新时期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高等学校，对大学生进行在人格塑造、情操追求、道德修养等方面

精神教育已成为适应新时期的挑战 ,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p 茶文化的本质，是要从茶中得到感

悟，并可与人的追求相关系，这种

相关性与茶相联系，使得人们从细

致入微的感官感受去感悟体验，甚

至去寻思一些以没有的认识，有助

于大学生在自我认识的进一步发现

中实现自我超越。通过接受茶文化

的教育感受人生智慧的启迪，是茶

文化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自然也

是素质教育的主要目的。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3 茶道精神有助于内省自律 ,自我完

善



p 茶的本质生成与人的成长有相似性，茶文化也因此可与人生的本质相联系，引

导人们感受到茶中所能引发的思考，或排除心理所出现的障碍，以从茶中得到

启发去实践他们的目标而努力，这是茶文化课程的重要所在。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3 茶道精神有助于内省自律 ,自我完

善

p 在当前激烈的社会和市场竞争下，紧张

而繁忙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

，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心理上的压力都

十分繁重。通过参与茶文化和茶事活动

可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使自己的身心

得到放松，以便保持充沛的精力和良好

的情绪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迎接新挑战

。



p 茶人也是这样，不求功名利禄升官发财，不慕高堂华屋锦衣美食，没有人沉溺于

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大多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清廉自守、无私奉献。茶

学研究人员历来倡导这种精神，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更需要有这种精神。

p 大学时代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校园生活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完善自我、改造自我的环境，而茶文化课可胜任提升大学生思想修养的重要

使命。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4 茶人精神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奉献精神

p 茶，作为世界三大天然饮料中最为普及的饮料

，从来都是默默地无私奉献，为人类造福。

p 茶，树植根大地，四季长绿，常采不败，永葆

青春，给世界以清新，给人类以健康。



p 茶文化根植于华夏文化，

其体系中渗透了古代哲学

、美学、伦理学、文学及

文化艺术等理论，并融汇

了儒、道、佛各家的思想

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 ,

饮茶又是美育、陶冶情趣

、修身养性的过程。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5 茶文化有利于丰富自身知识结构

p 弘扬茶文化可以增长知识 ,提高青年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



p 如内容丰富的各式茶艺、茶道都容纳了礼仪、道德、科学与艺术的内容 ,欣赏茶

歌、茶舞和茶音乐 ,可提高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5 茶文化有利于丰富自身知识结构

p 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可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 ,强化他们的专业思想。

p 茶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相融合 ,涉及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 ,上至社会的规章、制度与法

令 ,下至各种的风俗、风气与习惯 ,以及

以茶为内容所产生的各种茶诗、茶楹联和

茶画都能拓宽学生的视野 ,增加他们的人

文知识 ;



p 总而言之，茶文化已成为具有丰富内容、深刻思想内涵

的动态的综合体系。当今社会各领域科学前沿内容飞速

发展，交叉区域也滋生了许多新科学的生长—边缘学科

，社会上也需要复合型人才。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 茶文化体系的素质教育功能

p 所以，当代的大学生通过将茶文化知

识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中，通过学习

茶文化知识，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自

身修养。



p 总结：茶在中国已经超越了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迈入一个精神领域，成为一

种修养。作为素质性的茶文化体系，经探索、实践和丰富完善 ,能够为提高大学

生基本素质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 茶文化体系的素质教育功能

p 我国传统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德育为中

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个人的修身养

性，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和诚处世、

化解矛盾、增进团结、无私奉献，反对见

利忘义和唯利是图，毫无疑问这对于培养

大学生个人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p 另外，茶文化作为一种渐进式的教育方式，并不是一时一刻就会起到明显成效

的 ,而应与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并融合其中，作为一项长期的活动来开

展 ,并且可与茶学专业的专业思想教育相结合。这样不但可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

，而且也可将一种潜在教育渗透到学生身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使他们从

中受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 ,受到美的熏陶。

第三节：为什么要学习茶文化
3 茶文化体系的素质教育功能

p 近年来随着茶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高校开设了茶文化课程，因此，把我国

传统茶文化教育和当代德育要求融合在一

起，发挥传统茶文化精髓对高校德育的积

极作用，可增强高校德育的实效性。



第一章（第三节）完毕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页 18
	页 19
	页 20
	页 21
	页 22
	页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