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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
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茶艺心得体会篇一

没去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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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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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茶艺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茶艺心得体会篇二

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心态参加了由xx茶业有限公司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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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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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基本种类分为绿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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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已经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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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是它的馈赠。但愿中国的茶文化越来越发扬
光大。

最后非常感谢xx茶业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次学习茶艺
的机会，让爱茶的人相聚一堂谈天论地，也让我的心慢慢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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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心得体会篇三

【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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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学期的茶艺茶道课程向我们具体介绍了绿茶、红茶、黄茶、
白茶、乌龙茶、黑茶、花茶的知识，重点学习了绿茶、乌龙
茶、花茶的泡制技巧和方法。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多以矿泉水
和饮料，很少用到茶（尤其是乌龙茶和花茶），而且以往我
泡茶也只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冲泡，也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错
误，没能泡出一杯好茶的精髓。而通过这一学期茶艺茶道课
程学习，很好的帮助我弥补了这一点不足，使我对茶、对茶
艺有了新的认知和体会。现就我个人的茶艺心得总结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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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花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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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二】

作为院拓所接触到的第一门课程——中国茶艺。在学习这门
课程之前，只知道中国茶叶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只知道喝
茶有很多保健功效，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多的认识了。在学习
了整整一周的茶艺课程之后，我对茶具、茶的种类，泡茶的
基本流程都有了一定的认识。这门课和其他科目不同，它是
一门实践性课程，更注重的是我们的实际操作能力。虽然中
间换了几位老师，但老师们都很耐心负责。老师一开始先是
对一些基本理论知识的讲解，接着让我们看视频，然后亲自



给我们做示范。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这门课，所以我对这些茶
具都特别感兴趣。

我家不是那种经常喝茶的家庭，在家几乎没有泡过茶。很多
工具是上了这门课之后才认识的。例如形状如夹子的称呼茶
夹；形状如勺子的称呼为茶勺；形状是一个环形的斗称呼为
茶漏；形状为一根细头针形状的称呼为茶针或茶茶通；形象
为一扁平弯头木棍称呼为茶刮；形状为花瓶造型的称呼为茶
瓶。

茶艺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包含有知、情、意的部分，是综
合的学科，也是整合的科学。学习了茶的相关知识之后，各
种体会也慢慢随着茶知识的提高而产生。老师给我们看的视
频，也让我们知道了制作茶叶的过程需要多么的认真和负责
的态度，勤劳的茶农从采茶，到杀青，揉捻，干燥，每一个
步骤都那么重要，容不得半点马虎，正是因为他们认真的工
作和细心的态度，才能让我们在家里喝上香气扑鼻，热腾腾
的好茶。它们的加工方法让我大感茶的复杂以及深刻的内涵，
这些都蕴藏着高尚的品质。自从知道了茶的加工工艺是如此
的麻烦之后，也知道了所谓的茶香醇厚是如此的可贵。

后来，还学习了各种茶的冲泡方法和技巧，泡好一壶茶的技
艺有三大要素：第一是茶叶的用量，第二是泡茶用水的温度，
第三是浸泡的时间。用量就是放适当分量的茶叶；水温就是
用适当温度的开水；冲泡茶叶时间等。

在科技发达、工作繁忙的社会，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泡
上一杯清茶，品味它苦中带甜，饮后回甘的滋味，闻一闻它
清淡怡人的香气是何等让人心灵沉静。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在各位老师的教学下，让我对茶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我们每一个人，奔波忙碌了一天，风尘仆仆了一天，不
妨用些许时间，静下心来慢慢品茶吧！



茶艺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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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茶艺心得体会篇五

学习《茶文化》这门课程，首先让我学到的不是茶，而是礼。
老师课前课后那真诚的鞠躬礼，让我深感讶异和震憾，这礼
仿佛弥合了老师与学生之间鸿沟，表明了我们不是单方面的
传授知识，而是在做思想上的交流。老师的这份恭敬之心，
使我学会了恭敬与谦卑。在此，我深深地感谢我的老师，能
作为您的其中一名学生，和您做思想上交流，我倍感荣幸！

在选修这门课之前，我对茶及茶文化的认识是浅薄的，是零
碎的，而且我并也不认为这门课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改变，我
只是在修学分。但它却给了我一份意外的惊喜，不仅让我学
到了很多关于茶方面的知识，还满足并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陶冶了我的道德情操。下面是我在学习之后对茶文化的认识，
及体会。

中国是茶的故乡。“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寒夜客
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若能杯酒比名淡，应信村
茶比酒香。”“寒泉自换菖蒲水，活火闲煎橄榄茶。”当我
们吟诵这样优美的诗句是，不禁也感叹茶在中国文化中的悠
久历史。茶叶在我们中国按原料和采摘季节可以分为春茶、
夏茶、秋茶与冬茶；按成品茶叶的聚合状态可以分为散茶、
砖茶、末茶等；按成品干茶具体形状可以分为扁形茶、针形
茶、片形茶、圆形茶、雀舌形茶、眉茶等；按茶树自然生态
环境可以分为高山茶、平地茶、有机茶等；按产地可以分为
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南京雨花茶、安化松针、信阳毛尖、
六安瓜片等；按茶树品种可以分为如青茶中的“仙”、“乌
龙”、“肉桂”、“大红袍”、“奇兰”、“铁观音”；按
销路可以分为内销、边销、外销茶、出口茶、侨销茶；按包
装形式可以分为“袋泡茶”、“小包装茶”“罐装茶”；按



加工程度可以分为初加工茶、精加工茶、再加工茶及深加工
茶等；按初加工时茶树鲜叶是否经过酶性氧化以及酶性氧化
的程度可以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青茶）、
红茶。

不同类型的茶叶的加工方式又不尽相同。如我们最熟悉的绿
茶，是经过先让鲜叶处理（摊放），水分散失，叶色由翠绿
变暗绿色，叶质变软，叶片体积变小等物理性状。然后是杀
青，杀青是利用在高温条件下，破坏多酚氧化酶的活性，制
止多酚类化合物的酶性氧化，保持绿叶清汤的品质特点。杀
青要点是叶温迅速上升到80℃（多酚氧化酶丧失活性）叶色
暗绿，叶质柔软，折梗不断，手捏成团，清香显露。目前杀
青多采用锅式、槽式、滚筒式杀青机三种。再经过揉捻，揉
捻是利用机械作用力使杀青叶受到推、压、扭、拉和摩擦等
多种外力的相互作用形成紧结的条索。揉捻还使叶片细胞损
伤和组织破碎，使少量茶汁挤出，使干茶外观色泽柔润有光
泽。揉捻是炒青绿茶、烘青绿茶成条的重要工序。除了名优
茶采用手揉外，大多采用揉捻机揉。最后是干燥，干燥是炒
青绿茶与烘青绿茶加工的最后工序，其主要目的是蒸发水分、
达到足干、固定品质、便于贮藏；同时也有继续做形和发展
香气的作用。而红茶的加工却是在绿茶加工的程序上，插入
发酵工序。黄茶、黑茶等的加工程序也是同中有异，异种有
同。

也许各民族的茶俗文化各异，对茶的品质评定以及茶的品饮
艺术也稍有差别，但对茶道上的道德境界和精神世界的追求
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
以及所谓高雅、淡洁、雅志、廉俭等等，都是茶人将中庸、
和谐引入茶文化的前提准备。只有好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
道，高度的个人修养才能导致社会的完美和谐。中国人的性
格就要像茶，清醒、理智、平和。茶虽然能给人一定的刺激，
令人兴奋，但它对人总体的效果则是亲而不乱，嗜而敬之。
茗饮最终能使人心静，自省，使人能清醒看待自己，正确对
待他人，冷静地面对现实，这是与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相吻



合的。因此通过饮茶，营造一个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
空间，达到互敬、互爱、互助的目的，从而创造出一种尊卑
有序、上下和谐的理想社会环境。而且在茶事活动中，一切
都要以自然为美，以朴素为美的标准，以及对“道法自然，
返璞归真”的精神追求。使自己的心性得到完全的解放，心
境清静、怡然、寂寞、无为，仿佛与宇宙相融合，升华
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都是相同的。

对于茶的了解只能说是纸上谈兵，并没有亲身实践。但对于
茶文化中所倡导的精神，却着实有切身体验。茶文化中
的“爱”与“定”，使我感触良多。阳关抚摸着大地是
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是爱；在他
人有困难时，扶他一把是爱；就连给陌生人一个微笑都是爱。
爱是无所不在的，只是有时我们会忽略它。老师说的对，我
们心中不能有太多的怨恨，这会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我
们要有爱，用爱去化解我们的怨，就像在冬季里，眼前是一
片萧条的景象，但只要有爱，我们会看到，大地上的动植物
只是在沉睡，到了明年春天，将会是一片姹紫嫣红。在学会
要拥有“爱”的同时，我也学会了“定”。记得在上第一节
课的时候，老师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要以“平和，安定”的
心态来上课，不要去想那纷纷扰扰的事。这就让我的心灵有
了归属。这一年是我第一次当班长，由于缺乏经验，而且大
大小小的事都要自己处理，年轻气盛的我，难免会变得急躁，
不安。但上了茶文化这门选修课后，我的急躁与不安慢慢平
复下来，趋向平和。这不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身边的朋友对
我说的，她们觉得我变得越来越沉着冷静，遇到什么事都能
平和对待。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因为上了这门课程的原因。

这门课程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我很庆幸自己能遇到这么好
的老师，教了我们那么多做人的道理，我的成长路上因为遇
见了你，而变得豁然开朗。谢谢您，我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