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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高校中华茶文化育人功能
及路径探索

吴军飞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文化育人是高校育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茶文化育人是高校立德树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借助茶艺技

能大师工作室等社会力量提升文化育人成效是高校拓宽育人路径的成功做法。文章指出“双元协同”的中华茶文化育人模式，强调中华

茶文化育人在高校文化育人中的功能，探讨基于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中华茶文化育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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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儿女的精神

之源。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知古法古的必由之路，

也是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石。文化育人是高校

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是“5C 核心

素养”的统领和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教育，

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认知、文化理解和文化践行能力，提升学生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华茶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育人的重要载

体。高校可以通过开设茶艺课程、成立茶艺社团、举办特色茶文

化活动等，传播中华茶文化，实现文化育人目的。为了更好地借

助校外力量育人，高校也可以引进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等社会资

源，来提升中华茶文化育人能力，培养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二、“双元协同”的中华茶文化育人模式

双元协同 即通过高校和企业的紧密合作， 共同培养符合市场

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是一种校企合作的教育模式。在中华茶文化

育人方面，高校可以通过签订协议的形式引进茶艺技能大师工作

室，通过与其依托的茶企等合作，商定合作内容，借助技能大师

工作室和企业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他们在中华茶文化育人方面

的行业引领和专业指导作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实施管理办法（试行）》指出，技能大师是指某一行业（领域）

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并具有较强创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高

技能人才。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德技双馨，在业界享有一

定的声誉和威望，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高超的茶艺技能，拥有

专业的师资团队。大师工作室往往以带徒授技发挥传帮带作用为

宗旨，使茶艺技能得到传承。高校引进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对

于引入优质育人资源，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创

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华茶文化在高校文化育人中的功能

文化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途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高校文化育人中发

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培育学生文化自信

中华茶文化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茶史、茶事、茶道、茶文、

茶诗、茶画、茶礼、茶俗、茶艺、茶具等与茶有关的哲学、文学、

艺术、美学等文化思想贯穿中国古今，见证了中国的历史更替和

社会发展。在高校开展中华茶文化育人活动，能够让学生深刻了

解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精神命脉，主动传

承与弘扬中华茶文化，激发深沉的文化认同感，升华深厚的爱国

情怀。高校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之外，实现中华茶文化的价值

引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以文化育人为载体，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茶不仅贯穿人的物质生活，也连接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中

华茶文化育人不仅仅是茶文化知识的传授、茶艺技能的训练，更

是以茶道精神、茶艺礼仪等为核心的价值引领。学生在学茶过程

中，不仅知茶、识茶、泡茶、饮茶，而且也以茶养德、以茶润心，

以茶为媒介修身养性。在“廉美和敬”“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中体会茶道精神，在“客来敬茶”中感受中华民族的真诚与好客，

在茶人种茶、采茶、制茶中体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茶

器的朴拙和茶席布置的节律中感受美……综上所述，高校以茶文

化育人活动为载体，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实现“五育并举”。

（三）以工匠精神为重点，培养学生职业精神

茶艺技能大师具备高尚的品格和精湛的技艺，其中尤能为人

楷模的是其工匠精神，执着专注、孜孜以求，注重细节、恪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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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我、追求卓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大师通过言传身教，

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大师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专业素养，在潜

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匠心、匠言和匠行。中华茶文化育人活动，

要培养学生积极的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培养学生拥有平和

谦恭、从容稳重的处事心态，培养学生以礼待人、尊重他人的服

务意识，让学生在茶艺技能大师参与的茶文化育人活动中锤炼自

己的职业精神。

四、基于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中华茶文化育人路径

（一）提供优质中华茶文化育人资源，拓宽育人路径

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拥有丰富的茶文化育人资源，包括人才

资源，如大师及其团队师资力量，为茶文化传播与茶艺教学提供

强大助力；场域资源，如独特的茶文化空间，激发学生爱茶、学茶、

习茶的兴趣；精神资源，如茶艺技能大师精益求精、坚韧专一的

工匠精神等。这些宝贵的资源都可以通过合作为高校所用，进一

步弥补高校在中华茶文化育人资源上的不足，提升高校茶文化育

人能力。

（二）建设专兼结合的茶艺教学团队，提升师资水平

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高校带来丰富的茶艺师资力量，大师

及其团队教师具有深厚的茶文化底蕴、丰富的茶相关从业经验、

高超的茶艺技能和鲜活的人生体验，可以在茶文化育人中发挥传

帮带作用，帮助高校培养自己的茶艺师资队伍，建设专兼结合的

茶艺教学团队，进一步提升茶文化育人水平，保障中华茶文化育

人活动高效开展。

（三）指导茶艺课程开发和资源建设，深化教学改革

茶艺技能大师团队和高校教师一起开发茶艺课程，进行课程

设计，明确教学目标，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优化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方法，规范教学评价，制定课程标准，为课程教学奠定坚实

基础。同时，协助高校教师建设课程数字教学资源，尤其在微课

制作中，从知识点确定、文本梳理、动作指导到拍摄技巧，都能

给予精准的点拨和专业的辅导。

（四）走进第一课堂进行茶文化育人，奠定育人基础

茶艺技能大师及其团队教师走进高校第一课堂，通过开设茶

文化讲座和茶艺课程，做到知识讲授和技能操作相结合、手把手

教和言行示范相协同，注重学生养德润心和感官体验，将中华茶

文化发展简史、茶道精神、茶艺礼仪、茶的基础知识、茶的冲泡

技法等内容，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汲取中华茶

文化的丰厚养料，使学生能身体力行地去热爱、传承和弘扬中华

茶文化。

（五）因时因地开展茶文化实践教学，拓宽学生视野

第一课堂是茶文化育人的主阵地，是学生了解茶文化的基础

渠道，第二课堂则是茶艺教学的重要补充，是学生开拓视野增长

见识的平台。高校可借助艺技能大师工作室丰富的社会资源和育

人经验，在文化交流、竞赛指导、节目创排、非遗茶文化实践、

茶会活动等茶艺实践教学方面寻求支持和指导。尤其是在“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后，高校可协同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利用地方丰富的非遗茶

文化资源，开展非遗研学活动，提升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理解。

五、结语

中华茶文化育人是高校文化育人的重要切入点，它既贴近大

众生活，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通过知行合一切实提高学生

的文化素养。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下，高校不仅要固本培

元，也要开拓创新，在充分发挥自身中华茶文化育人作用外，更

应大力借助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优质社会资源和力量，挖掘他

们的优势和特长，进一步优化双元合作模式，共建文化育人机制，

拓宽茶文化育人路径，提高茶文化育人成效，让中华茶文化在新

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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