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酒文化的论文题目 浅谈酒文化论文
(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酒文化的论文题目篇一

一、乘务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分析

1.基础知识薄弱乘务专业的学生均来自于全国各地高中应届
考生，招生过程与普通高考不同，更注重学生的面试程序，
考核学生的身形、相貌、气质等外在因素，在部分省份按艺
术类考生招生，我校乘务专业录取分数线比其他高职专业录
取分数线低近200分，因此学生在知识面、学习习惯、认知水
平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2.人文意识缺失人文素养教育是一个需要唤醒人的内心为前
提的长期教育。乘务专业学生学习生活节奏快，就业压力大。
在校期间，她们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职业技能的掌握，
更容易追求个体成功，存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在
文学艺术修养、语言表达与情感沟通、人际交往与团队协作
等方面与普通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的差距。

3.心理素质滑坡在校的乘务专业学生都属于“90后”，多数
学生独立生活能力较差，应变能力和自控能力较弱，心理承
受能力不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精神，集体主义、
团队意识淡漠，在学习上一旦遇到困难就容易放弃产生消极
自卑情绪。



二、《茶酒文化》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为了满足航空公司推出的机上茶艺表演，以及机场贵宾区的
茶艺服务需求，我校空中乘务专业率先开设了《茶酒文化》
必修课程。学生通过学习茶和酒的知识更多地了解和掌握中
国文化、世界文化，在以后的客舱服务中能够根据不同国籍
的旅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从实践来看，开设本门课
程及其效果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及其他用人单位的
认可。

近年来，由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生源质量下滑，面对
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课程教学中的不足逐渐突显。1.教学
目标单一茶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文明演化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茶
酒文化》课程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素质教育资源，是培养
学生人文素质的有效载体。然而，在当前教学中，仅局限于
对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的讲授，对酒文化发展的介绍，
仅注重茶类之分，酒品之别，对于茶、酒的“味”外之音，
以及茶酒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未能进行详
尽的.解读及思考，学生难以对其形成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2.特色教材欠缺目前，针对茶文化与酒文化的课程教材有近
百种，但多数教材只重视茶酒的历史、礼仪及其哲学思想，
针对实用性茶酒知识涉猎较少；或者仅重视茶酒知识实用性
操作，而缺乏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编写一部符合行业特
色，满足职业技能需要，且具有一定丰富文化思想内涵的教
材势在必行。

3.实践环节不足当前课程设置中较为重视理论教学，弱化实
践教学，这使得学生接触茶酒文化的实践活动较少，很难体
会识茶、辨酒、泡茶、调酒的全过程。仅仅通过文字表述，
难以领悟酒的喧嚣，茶的静雅，更无法加深对礼仪、历史、
道德、思想内涵的理解。



三、《茶酒文化》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措施

1.将人文素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中，精心选
取教学内容，引入诗词歌赋，茶酒典故，结合灵活生动的教
学方式，让学生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
精深，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中能摒弃浮躁、功利，培
养理性的思维、宽容的心胸、健康的心态。

2.优化教学内容，编制特色教材教材的编写要从乘务专业了
解茶酒文化基础知识出发，结合本专业的学生知识水平，选
材要新颖，实用性要强，形成有民航特色专业性、实践性应
用教材。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实际教学现状，调查包括学生
学习茶酒文化意愿、教学课程内容设置、教学满意度调查与
学生对茶酒文化课程建议，分析包括学生知识结构、历史知
识水平与语言理解能力，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等生动活泼的
教学方法，以学生实际的知识基础水平为依据，重新优化、
设计教学内容。

3.补充有生活气息的审美意趣实践活动为了让学生体验更多
的实践性茶酒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可以组织开展大量课外茶酒实践活动，如名家讲座、
名品展览、茶艺展示、品茶品酒会、茶酒知识竞猜等，茶艺
与品酒仪式的演绎过程，涵养着一缕优美的诗意，营造出一
派庄严清雅的文化氛围，使学生感受着一种民族的澄净精神
境界，培养出学生高雅、大方、自信的气质，感化学生的心
灵，激发学生的情感，提高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和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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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的论文题目篇二

摘要：中国关于酒的起源历史悠久。

酒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酒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一种艺术文化，更是一种
社会文化。

本文试图从酒文化在中国传统习俗的渗透，探讨中华民族中
酒的文化功能。

酒文化的论文题目篇三

法国葡萄种植和酿造伴随着法国人民渴求生存的意念，接受
了文化的熏染，采用了大量改良品种及革新技术，在历史中
起起伏伏中日臻完善，终于站在了世界葡萄酒的山峰之巅。

2、法国葡萄酒的分类及等级

2.1、葡萄酒的分类法国葡萄酒一般根据不同的角度可进行不
同的划分。大致可按照葡萄酒的色泽、形态、类型、酒精度



这四个方面进行区别。

2.1.1、以葡萄酒的色泽划分按颜色划分，可分为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和玫瑰红葡萄酒。其中，白葡萄酒不限制于白色，
年轻时一般为浅黄色或浅黄绿色，只是相对于红葡萄酒而言。
酒的颜色由年龄决定，故而红葡萄酒也有多种红色。玫瑰红
比红色略浅，有洋葱皮色和浅红色。按形态划分，可分为起
泡酒和静止酒。顾名思义，起泡酒就是能够不停冒气泡的葡
萄酒，因地名而得名的香槟酒就属起泡酒；而静止酒就是不
会冒气泡的酒，如干红和干白。

2.1.3、以葡萄酒的类型划分按糖度划分，可分为干型、半干
型、半甜型和甜型。

2.1.4、以葡萄酒的酒精度划分

2.2、葡萄酒的等级法国法律将法国葡萄酒分为4级：法定产
区葡萄酒、优良地区餐酒、地区餐酒、日常餐酒。

2.2.1、法定产区葡萄酒简称aoc(现称aop)，法文的意思
是“原产地控制命名”，是法国葡萄酒的最高级别。原产地
地区的葡萄品种、种植数量、酿造过程等一系列内容都必须
经过专家的认证，且不可与别的葡萄汁进行勾兑。酒瓶标签
标示为appellation+产区名+controlee。

2.2.2、优良地区餐酒简称vdqs，是普通地区餐酒向最高级
别aoc过渡所必经的级别。如果在此时期酒质良好，即可升级
为aoc。酒瓶标签标示为appellation+产区
名+qualitesuperieure。

2.2.3、地区餐酒法文为vindepay，由日常餐酒中最好的酒升
级而来。法国绝大部分的地区餐酒产自南部地中海沿岸。标
签上可注明产区。可以并仅限于用标明产区内的葡萄汁勾兑。
酒瓶标签标示为vindepays+产区名。



2.2.4、日常餐酒法文为vindetable，作为日常饮用，是最低
档的葡萄酒。可以由不同地区的葡萄汁勾兑而成，但不得用
欧共体外国家的葡萄汁。如果葡萄汁限于法国各产区，可称
法国日常餐酒（现称vdf）。

3、法国葡萄酒文化特点法国葡萄酒的盛名享誉世界，不仅仅
因为其优质的饮用价值，更因其形成的文化体系所体现出的
特点。

法国的葡萄酒文化意蕴深刻，首先，就使用范围而言，法国
葡萄酒文化是通用主义的.。通用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显现
的淋漓尽致，那时喝酒的规范已成为共存、博爱、交流以及
共商与欢乐交织气氛的同义语。

同时，法国葡萄酒又体现出一种个人导向。在诸多的法国文
学作品中，常常会描述这样一种场景：闲暇时分，一个人，
一杯酒，细细品尝酒的香醇，也似品味美好的人生。

这种场景充分体现了独饮的乐趣，一份来自法国葡萄酒的乐
趣。在法国，由于地区、品种等的不同，每个法国人都有一
套独特的葡萄酒理论，这便也可成为人们在聚会上谈论的话
题。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计身份的尊卑，气
氛轻松而融洽，这便体现着法国葡萄酒文化的感情性。除此
之外，法国葡萄酒文化也显示出具体性，他们通常将私人活
动与生意活动分开。

私人聚会中可以像朋友一样畅谈，谈判桌上则简明扼要地提
出双方所要商榷的事宜，这种公私分明既提高了法国人的工
作效率，又使他们成为了好朋友。法国的葡萄酒文化还体现
着成就导向。成就导向价值观主张根据每人成就大小给予相
应的地位和关照，成就大则地位高，应无异议。

法国人对上级的敬意是基于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并非职位的
高低，所以饮酒重视的是酒，这样才能充分地享受其无穷的



美味。法国的葡萄酒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从
始至终体现着一种连贯、独特、先进的理念，加之其严格的
品质监督体制，必然造就享誉世界的顶级葡萄酒，将法国的
浪漫气息感染给每一个热爱葡萄酒、热爱生活的人。

酒文化的论文题目篇四

中国素有“酒的故乡”之称。

据考证《吕氏春秋》和《世本》等较早的文献都认为酒为仪
狄所造。

《战国策・魏二》“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指
出了仪狄造酒的时代;《世本》认为这是造酒之始“,仪狄始
作酒醪,变五味”。

但在同一本《世本》里又有杜康造酒之说，《事物纪原》也说
“少康作秫酒”。

张华《博物志》也有“杜康作酒”,陶潜《述酒诗》序
说:“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仪狄,相传为夏禹时人;杜康,
也叫少康,殷商时人。

后来,仪狄造酒之说渐隐,杜康造酒之说益显,遂使杜康成为酒
的代称。

二、酒文化的内涵

关于“酒文化”，萧家成撰文提出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酒文
化就是围绕着酒这个中心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技艺的、
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总和。

围绕着酒的起源、生产、流通和消费,特别是它的社会文化功
能以及它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等方面所形成的一切现象,都属



于酒文化及其相关的范围。

酒文化是以酒为物质载体,以酒行为为中心的独特文化形态。

酒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同时还对社会生活各个方
面发生影响,与其他文化现象紧密联系。

同时，中国酒文化也是一种地道的社会文化，酒不是生活必
需品,却是一种特殊的饮食。

“酒食所以合欢也”、“饮食男女”等等，其中“饮”便是
指酒，所以在中国，“饮”与“食”同样具有极强的亲和力,
把这一亲和力用之于人际交往,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

酒作为中国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基本需求的替代物，与政治军
事、皇权社稷、世俗人情、悲欢离合、亲疏远近、喜怒哀乐、
性情风度等有着密切联系。

三、酒文化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渗透

酒，可谓是中国人饭桌上不可或缺的东西。

朋友聚会觥筹交错间，距离拉近。

家人聚会中举杯盏影间，流露着默默温情。

同时，各种社会风俗习惯中也离不开酒。

如新人结婚，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要前去喝“喜酒”。

孩子满月，其父母会大办操持一场“满月酒”，以祝福孩子
健康快乐地成长。

端午佳节，人们要喝雄黄酒，寓意驱邪避祸。



清明重阳更是要以酒祭祖，表达对先人逝者的怀念。

可见，酒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更有一句俗语“无酒不成席”，可见酒的重要地位。

四、中国传统习俗中酒的文化功能

1、婚俗中约定盟誓功能

在中国人的婚嫁庆典上，无论是在中国当今社会还是传统社
会中，酒是婚俗中不可或缺的点缀品，甚至在许多民族的.婚
嫁中，自始至终都有酒的参与。

酒固然有喜庆的含义，但同时酒还有约定盟誓的功能。

结婚的序幕是“订婚”，许多民族订婚的俗仪，都是酒字当
头，所以婚俗的帷幕就是由酒来拉开的了。

例如在东北，男女双方经媒人的中介议婚后，第一步就
是“喝相亲酒”。

相亲酒宴上，被相的男女要出场敬酒。

双方无异议时，席面上由双方的主婚人交换酒杯一饮而尽，
或由媒人举杯饮尽，谓之“端盅”，以示婚约已成。

而在陕西安康一带，新娘被送至男方家时，一进门，便有两
个妇女向之递酒，名曰“喝迎门酒”。

随后拜完天地，进入洞房，新婚夫妇双方还要共喝“交杯
酒”。

交杯酒是由“合卺酒”发展来的，“卺”是葫芦，一分为二
成为两瓢，夫妻双方各执一瓢盛酒同饮。



酒在此便是约定盟誓作用，表达了夫妻双方合二而一、不分
彼此、祸福同享的决心。

2、酒的交际礼俗功能

在现代人们的交际生活中，喝酒应酬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时在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中，以“酒”示仪的传统礼俗更是
比比皆是，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和真挚热忱的情感。

如广西瑶族的喝“三关酒”的礼俗，当有贺客来临之时，主
人就在屋外组成三关，每一关都敬客人两杯酒，以示款待之
诚。

瑶族有喝“笑酒”的习俗，当亲朋聚饮之时，或提出笑话佐
酒，或边喝边唱“笑酒歌”或者吟“笑酒词”。

还有广西壮族喝“交臂酒”的礼俗，主人和客人喝酒时，要
主客交臂，各饮自己所执的杯中之酒，以示情谊之深。

人们推杯换盏的举动，就是互敬互让的表示，所以感情越喝
越厚。

3、酒的祭祀功能

传统的汉族祭祀活动大都有三祭：春节祭、荐新祭(收获季节
的农耕习俗)、清明祭，这些祭祀活动中都离不开酒的存在。

以春节祭祖的习俗为例，祭祖寄托了后世子孙对祖先“水源
木本”的情思和“慎终追远”的悼念。

除夕前一日，家人都把“宗谱”悬挂在堂屋的北墙上，下设
供桌，摆上供器、供品。

贴上对联吊钱等物，作为祭祖的神坛。



除夕的上午，家中老少要带着烧纸和白酒去先人的坟头烧纸
奠酒，意为给逝者带去钱财、酒肉。

烧完纸，奠完酒，要点上一饼爆竹，意为请先人在此“喝酒
拿钱”。

同时。

除夕十二点除焚高香、烧大纸、供酒、奠酒的祭仪外，还要
添加供饭、子孙们磕头礼拜的祭仪，酒在这里又一次充当了
主祭品的角色。

除祭祖的活动外，一些少数民族还有祭天地、川泽、山林、
社稷、芒神、蚕神、财神、龙王爷、药王爷、牛王爷、马王
爷等祭祀活动，寄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口
平安的愿望。

五、小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酒从不单纯的作为一种饮食，而是作为
一种传达寄托情感的媒介，一种交际往来的手段和符合。

中国传统酒文化有着浓郁的精神文化特点，它被寄寓了丰富
的个人希望和社会期待。

同时在中国传统习俗中，酒文化也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的功
能和价值都已经远远超出了酒自身所具备的内涵。

所以中国酒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把广阔的精神文化
内涵和实际社会功能相统一的文化功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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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的论文题目篇五

1、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

2、共知不是浔阳郡，那得王弘送酒来。——李嘉祐

3、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

4、弹琴醒暮酒，卷幔引诸峰。——岑参

5、雪花酒上灭，顿觉夜寒无。——李白

6、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李白

7、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张先

8、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
愁。——李白

9、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
宜。——李白

10、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李白



11、秋山僧冷病，聊寄三五杯。——韦应物

12、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李白

13、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白

14、披君貂襜褕，对君白玉壶。——李白

15、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李商隐

16、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瑚珀光。——李白

17、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李白

18、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

19、几日寂廖伤酒后，一番萧瑟禁酒中。——晏殊

20、何以解忧，为有杜康。——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