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茶艺心得体会 茶艺心得体会(精选5
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那
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对茶艺心得体会篇一

常言：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言：今夜有书今夜阅。阅读茶艺
先生大美推荐的《品茶图鉴》，忽然记起要写课后感想，脑
海里浮现善壮和大美在美好生活馆门口送别的身影，现在才
觉知原来茶艺课已经结束了。因为不清楚还有哪支古琴曲与
茶有关，我听着《酒狂》，写“茶道”课后心得体会。

因为朋友丁丁引领我体会陶瓷和香薰的文人闲情逸致，我才
略知道这个世界里有一些人以茶会友，召集茶席雅集；有的
通过茶参禅悟道，有的坚持做一个传统的茶人。现代工业化
的浪潮里，还有许多人炒作犹如股票。在这样的背景中，我
想初步认识茶与人的世界。

从技能方面，我想考个证，或者有一天在有关国际文化交流
的工作里用得上。前几年，我在日本大阪附近短期学习交流
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实践，当地民间组织就安排我们欣赏了茶
道。那时候，与日本翻译分享有关宋茶和建盏的皮毛认知，
我感受到那位翻译对文化的敬意。我有回归传统的愿望，在
行茶仪式里，与各色人等分享传统的茶道，大有无声胜有声
的妙趣。

听课的时候，我觉得很惬意，听得兴致盎然，感受到一个茶
人的心态和气质。对照之下，大美老师每次都讲了3、4小时
的内容，包括茶的产地、茶的历史、茶的化学成分、茶的分



类、日本茶道、品鉴茶质、4种行茶法。这些知识在四次课里，
固然属蜻蜓点水，略泛一圈涟漪。

作为一个学生课后功夫，我主要把握几点：

1）阅读《品茶图鉴》

2）观想行茶仪式的点点滴滴

3）锻炼腕力

4）三五人凑一起喝喝不同的茶，模拟品鉴，从眼耳鼻舌意身
去品鉴：

（1）茶叶、茶汤、器皿色、

（2）水沸声、沐霖瓯杯的声音

（3）水之味、茶之味、

（4）茶器特性

（5）茶叶、茶汤、茶底、杯底气味

（6）口腔与喉咙的各种味道、

（7）身体其他部位的反应。

谢谢真诚分享茶人知识和茶之感官世界的大美老师，我也很
喜欢精致的美好生活文化馆。

对茶艺心得体会篇二

茶艺是一门古老而神秘的艺术，通过泡茶和品味茶叶，我们
可以感受到茶的魅力。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有幸参加了一次



茶艺培训课程，让我对茶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学习和
实践，我收获了许多心得体会，下面我将分享其中的五点。

首先，学茶需要有耐心和细心。在茶艺课堂上，老师告诉我
们泡茶需要耐心等待茶叶的发酵和沉淀。泡茶的过程中，每
一道步骤都需要细心地去进行。比如，倒入热水时要注意水
温，把握好茶叶的分量等等。只有耐心和细心，才能泡出一
杯好茶。这让我意识到，在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有耐心和细
心对待每件事情，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学茶让我更加注重细节。茶艺注重细节，从泡茶器具
的选择、水温的掌握，到泡茶的时间、茶叶的选择等等，这
些都会影响到茶的品质。在茶艺课堂上，老师反复强调细节
的重要性。比如，倒水时要碰触杯子的唇沿，托杯时要用三
个手指，品茶时要端杯斜倾等等。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却
决定了茶的品味和观感。学茶让我明白，生活中的细节也同
样重要，只有注重细节，才能做到准确和完美。

第三，学茶让我更懂得了分享的美妙。茶艺强调的是与人的
交流和分享，泡一壶好茶，和朋友家人一起品味，是茶艺的
一大乐趣。在茶艺课堂上，老师让我们亲自动手泡茶，并以
茶会的形式和同学们一起品味。这让我理解到，分享的过程
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更加融洽，而分享的乐趣也会更加
丰富。学茶后，我常常邀请朋友来家里品茶，享受与他们共
同分享茶的美妙。

第四，学茶让我对待生活更加平静。茶的文化源远流长，有
一种审美养生的态度。在茶艺课堂上，老师说，泡茶是一种
修身养性的过程，需要放松身心。泡一杯茶，无论是红茶、
绿茶还是花茶，都需要将一切杂念放下，专注于茶的香气和
口感。这样的过程让我学会了在烦恼和压力面前保持平静，
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最后，学茶让我懂得了感激。茶艺是一门传统艺术，每一次



泡茶都是对茶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呈现。通过学茶，我更深入
地了解到茶文化的丰富与智慧，懂得珍惜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同时，茶农们辛勤栽培出的好茶也让我更加感激自然的恩赐。
学茶后，我更加注重茶叶的来源和茶农的付出，更加珍惜每
一杯茶的品味。

学茶是一门艺术，需用心才能领略其中的真谛。通过学习茶
艺，我不仅收获了品味茶的技巧，更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学
茶教会了我耐心和细心，注重细节，分享的美妙，平静的心
态和感激的心情。这些都是茶艺给予我的恩赐，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不断地学习和体验茶的世界，为我的
生活增添更多的品味。

对茶艺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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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茶艺心得体会篇四

没去岑溪天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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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认为泡茶是很费事的一件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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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急躁变为平静时，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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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其实不只是单纯的泡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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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人觉得舒适；"和"指的
是泡茶和品茶的人都心平气和，气氛也和谐和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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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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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人生的顶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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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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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晟茶业有限公司给我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

对茶艺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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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