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茶艺队心得体会 茶艺心得体会(大
全9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优质的心得体会
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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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一

谁不说俺家乡美—谈谈我们家乡的茶叶。

其实我对茶叶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感谢这学期选择了张
老师的茶艺课，让我对茶叶有了最基本的了解，也对茶叶产
生了很多的兴趣。我想谈谈我的家乡麻城，它位于湖北省东
北部，处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中段南麓，紧邻省城武
汉。麻城属亚热带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江淮小气候区。光
照充足，热量丰富，降水充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冬冷
夏热，雨热同季为普遍现象。在这种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下，
我们麻城得以盛产茶叶，其中又以龟山绿茶和福田白菊最为
有名。

小时候，就记得每一年家里面总是有亲戚送来的茶叶，是绿
色的，泡起来闻起来茶香浓郁，啜起来甘甜清凉。后来，爸
爸告诉我，这是我们麻城龟山茶厂所生产的龟山岩绿茶叶，
产于大别山南麓的麻城市龟峰山。这里自然风光独秀，林木
葱翠，茶树多分布在海拔600—1000米的半高山地带。龟山岩
绿为条形绿茶，其品质特征为：条索紧细圆直、锋毫显露、
色泽翠绿、香气清高持久、滋味醇厚回甜、汤色黄绿明亮、
叶底黄绿嫩匀、极耐冲泡。

曾经去龟山游玩，有幸见识到了当地茶农绿茶制作的第一个
步骤也是很关键的一步：“杀青”。半辈子当茶农的张伯伯



告诉我我说，杀青主要是为了获得绿茶应有的色、香、味；
二是散发青草气，发展茶香；左后是蒸发部分水分，让其变
为柔软有韧性，便于揉捻成形。鲜叶采来后，张伯伯先将它
们放在地上摊凉2—3小时，然后进行杀青。张伯伯说杀青要
掌握几点诀窍，一是“高温杀青，先高后低”，使杀青锅或
滚筒的温度达到180℃左右或更高，然后适当降低温度，使芽
尖和叶缘不至被炒焦，影响绿茶品质，达到老而不焦，嫩而
不生的目的。第二是要掌握“老叶轻杀，嫩叶老杀”。所谓
老杀，就是失水适当多些；所谓嫩杀，就是失水适当少些。
杀青叶适度的标志是：叶色由鲜绿转暗绿，摸起来叶软，稍
稍粘手，嫩茎梗折不断，紧捏叶子成团，稍有弹性，茶香显
露。

这让我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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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绿茶是有很多好处的，其中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清
肠胃去油腻，时刻保持身体舒畅，从来达到瘦身美白的功效，
由此可见我们女性是很需要喝绿茶进行保健的。我也为我们
家乡能够盛产绿茶感到骄傲与自豪！

泡茶喝可增进茶汤香味，适口性好。而且它淡雅的风味纯正
的口味，也符合现代人类崇尚自然、关爱健康的生活需要。

有一首关于歌咏福田白菊的诗词，我觉得挺美的，现在在此
与大家共同欣赏一下。

我怜贞白重寒芳，前后丛生夹小堂。月朵暮开无绝艳，风茎
时动有奇香。何惭谢雪清才咏，不羡刘梅贵主妆。更忆幽窗
凝一梦，夜来村落有微霜。



这首诗出自唐代诗人陆龟蒙的《重忆白菊》，他描写了白菊
盛开的景色，以颜色来侧面描写菊花的清香和幽姿，并且表
达了诗人自己高洁的品性。

首先是由于麻城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商品观念和经营管理
以及广告，互联网等形式的营销手段缺乏运用，加之管理技
术没有抬上去，所以进尽管很有价值和商业价值，却养在深
闺人未识，不被人们重视。在06年之前，大部分的福田白菊
都是被杭商收购，非常不利于本地茶商建立自己的品牌。

那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推动家乡的茶经济发展呢？
首先是要和当地政府合作，共同推销福田白菊。

其次，要广泛推销茶文化，以传统，怀旧，高端，精致的生
活为口号，运用电视广告，发行专业报书刊物来扩大影响，
瞄准城市的中产阶级。

第三，要大力吸收民间资本，搞好政策，也可以和大学连办
茶叶班补充人才，用当地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开发多种产品。

第四，要在游客在福田镇参观旅游的时候将菊花茶免费赠送，
或让游客体验农家游的乐趣，让其采茶，熟悉茶叶生长制作
的过程，培养其对茶叶的感情，使之成为潜在的顾客。

爸爸常对我说：“茶如人生”。中国茶道既是饮茶的艺术，
也是生活的艺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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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饱
蘸智慧的茶香浸润我们的生命，让人生如茶，芬芳怡人。在
淡泊的心境中，才能体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旷
达，才能体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真谛。只有在返朴归真，
原汁原味的生活，才能让人真正感受“宠辱不惊，闲看庭前
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人生意境。

这就是我们家乡两种十分著名的茶叶，龟山绿茶和福田白菊



茶，两种茶叶各种各有的特色和功效，都是十分适合养生保
健的好茶。我爱我的家乡，我也爱我家乡的灵水清茶。

参考文献：绿茶的功效与作用

养的力量让自己变得更美丽动人。老舍的《茶馆》里写着这
么一句梵语：真水无香，即把散乱的心神凝结一处。心境淡
定了，生活自然也美好了，生活的环境也变得更有修养的质
量了。

成长是一种蜕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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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淡定而平静的生活。

茶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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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课的学习让我发现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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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茶使人间更美好。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二

茶艺是一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艺术，通过烹制茶叶和泡茶
的过程，展示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参加茶艺队的培
训和演练活动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茶艺的魅力，也收获了
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茶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在茶
艺表演中，我学会了用心去感受每一次泡茶的细节，从选择
茶叶、掌握水温到冲泡的力度，每个环节都需要我们用心去
感受，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同时，茶艺还需要我们传递出一



种对茶的热爱和敬意，通过对待茶叶的细致呵护，我们能够
将自己的情感传递给大家。茶艺队的演练，让我深刻领悟到
传递情感是茶艺的核心，只有用心对待，才能将茶艺的美妙
传递给观众。

其次，茶艺也是一种平和宁静的修炼方式。在茶艺队的学习
中，我们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练习和演练。这个过程中，
我逐渐体会到了茶艺带给我的平静与宁静。茶艺需要我们保
持专注和耐心，将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细节上，从而让自己
沉浸在泡茶的世界中，忘却了外界的喧嚣。这种修炼让我学
会了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培养了我身心平衡的能
力。茶艺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独特的内心修炼方式。

第三，茶艺队的组织和合作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茶
艺队的学习和表演同样需要团队合作。在茶艺队中，我们要
分工合作，每个人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共同努力以展
现团队的整体实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每个人都充满
了团队合作和奉献的精神。无论是在训练中，还是在比赛中，
每个人都积极配合，互相帮助。这样的组织和合作精神使我
深感温暖和自豪，并坚定了我追求团队合作精神的决心。

第四，茶艺可以带给人们艺术、审美和气质的提升。在茶艺
队的培训中，我学习了不仅仅是泡茶的技巧，更多的是如何
在表演中展示出茶艺的美感。通过了解不同茶叶的特点和茶
具的搭配，我学会了选择合适的茶具，展示出茶艺的艺术品
味。茶艺要求我们掌握优雅、从容和谦和的仪态，通过表演
让观众感受到这种舒适和和谐的氛围。茶艺队的培训让我对
审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体验到了艺术的独特魅力。

最后，茶艺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为中国的传
统艺术形式，茶艺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茶艺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茶艺的学习和传承，我们
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魅力。茶艺队的形成和发
展，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茶艺，为传承中华茶文



化做出努力。参加茶艺队的培训和表演让我深刻体会到，作
为茶艺爱好者，我们要将茶艺的传统和精神传承下去，让更
多的人了解和喜欢茶艺，同时也让中国的茶文化发扬光大。

通过茶艺队的学习和演练，我不仅仅学到了茶艺的技巧，更
重要的是体验到了茶艺的魅力和内涵。茶艺是一门需要用心
去感受和品味的艺术，它给我带来了平和、宁静以及对团队
合作和传统文化的理解。茶艺队的心得体会让我更加坚信，
茶艺是一桩充满乐趣和意义的旅程，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
升自己的茶艺水平，为中华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三

茶艺，一门源远流长的传统艺术，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韵
味和内涵吸引着无数人的眼球。无论是品茶还是泡茶，在这
个过程中，人们不仅能够享受到茶香的芬芳和口感的醇厚，
更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宁静与平和。对我而言，茶艺不仅
是一种品味，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通过茶艺的实践，我深切
体会到了其中蕴含的深意和美学。

第二段：掌握茶艺的技巧与方法

茶艺的核心在于泡茶，而要掌握好茶艺，就需要借助于一些
技巧与方法。首先，选择合适的茶具是十分重要的。不同的
茶具适合泡不同的茶叶，茶杯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会影响
到茶水的味道。其次，水质也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水质不
仅能够使茶叶的香气得到充分的释放，还能够让茶汤更加澄
净。最后，掌握好泡茶的时间和温度。不同的茶叶需要不同
的时间和温度才能泡出最佳的茶汤，掌握好这些细节，才能
真正体会到茶艺的精髓。

第三段：茶艺带给我内心的感悟

茶艺是一门需要细细品味的艺术，需要用心去感受其中的美



好。在茶艺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真正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让我更好地面对喧嚣的世界。每当我独坐在绿茶香气中，品
味一口茶汤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一种与世无争的平和。这
种平和来自茶艺给予我的心境调整，让我对外界的琐事保持
冷静和从容。同时，茶艺还让我更加关注身边的细节，让我
更加认识到身边的美丽和幸福。

第四段：茶艺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茶艺不仅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也是一种与人交流的方式。
茶道师会经常邀请朋友、亲人或同事们一起品茶，借茶艺这
个平台，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茶艺可以让人们坐下
来，放下电话和纷扰，专注于品味一个茶汤，聆听对方的心
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情感和
需求，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茶艺让我明白了人际交往中的
沟通和倾听的重要性。

第五段：茶艺对我个人修养的提升

茶艺不仅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个
人修养提升也是至关重要的。茶艺需要细心的态度和耐心的
心境，这种品质的培养不仅可以在茶艺上得到体现，更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受益。当遇到困难或压力时，我可以通过泡茶
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学会耐心和从容。此外，茶艺还
培养了我的专注力和细致观察力，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学习
能力也是很有帮助的。茶艺真的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让
我受益良多。

总结：

茶艺作为一门传统的艺术，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韵
味，更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通过掌握茶艺
的技巧和方法，我们可以泡出更好的茶汤，体会茶艺的精髓。
茶艺不仅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可以提



升个人修养，催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通过茶艺的实践，
我对这门传统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心得
体会。茶艺让我学会了专注与倾听、从容与平衡，成为我生
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介绍茶艺的背景和意义（200字）

茶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代表，源自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
史。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的制作和品尝过程，更是一门独特
的艺术形式。随着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普及，茶艺逐渐
被人们视为一种寻求内心宁静和放松的方式。通过茶艺，我
们可以不仅品味到茶的香醇和味道，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自身
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在茶艺的过程中，我们借助于烹饪茶
叶的技艺、器具的选择，并加入了一种仪式感，使得茶的品
尝变得更加有趣和有意义。

第二段：茶艺礼仪中的细节与意义（200字）

茶艺礼仪作为茶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在茶的品尝过程
中传递一种和谐、尊重和谦逊的态度。茶艺礼仪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古代的宫廷文化，它着重于仪式感和注重细节。从准
备茶具、清洗茶具开始，到选择最合适的茶叶和温度，再到
倒茶的方式和姿势，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定。茶艺礼仪的
细节体现了对茶文化的尊重，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品尝茶的过
程中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感受茶香和茶味的变化。

第三段：茶艺对心灵的寄托和启迪（300字）

茶艺不仅是一种饮品的制作和品尝过程，更是一种心灵的寄
托和启迪。在茶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捧起一个茶杯，
感受到茶香在我们的手指间摩擦发热的感觉，这刺激了我们
的触觉感官。将茶叶倒入杯中的时候，茶叶随着水流展开，



茶叶的形状和颜色让我们感受到视觉上的美。在品尝的过程
中，我们可以细细咀嚼茶叶，感受茶香在口腔中的味觉感受。
茶艺的过程中注重细节和专注度，让我们暂时远离喧嚣和压
力，享受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

第四段：茶艺的环保意义（200字）

茶艺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在茶艺的过程中，许多茶叶的制造和消费方式都注重低碳环
保。茶叶的栽培和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学物质，茶艺礼仪强
调回归自然和简约。此外，茶叶一次性使用的杯子和袋子也
大大减少了塑料垃圾的产生。通过茶艺的方式，我们可以传
递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促进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行动。

第五段：结语（300字）

茶艺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不仅让我们品味到美味
的茶香和茶味，更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和谐、尊重和自我反思
的态度。茶艺的过程中我学会了通过细节的把握和专注度来
寻求内心的宁静和放松。茶艺还培养了我对环保和可持续发
展的意识和行动。无论是在独自品尝茶叶的时候，还是在与
好友一起享受茶艺的过程中，茶艺都让我得到了心灵的满足
和启发。茶艺不仅是一种美味和享受，更是一种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和提升。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以茶艺为媒介，
探索更多美好的事物和情感。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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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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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七

茶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髓，作为古老的茶文化，茶艺
凭借着其无穷的魅力和独特的韵味在现代仍然深受人们的青
睐。从茶艺中可以发掘许多细微的感受，茶艺的中心点不是
在茶叶本身，而是以茶为媒介，通过沟通和交往，追求内心
所需要的东西。在一次茶艺体验中，我收获了许多不同的感
受和体会。

第一段：茶艺圣韵的感受

茶艺是需要学习和领悟的，学会茶艺迈开了一个美好的开始。
在茶艺师的主持下，用茶叶、炭火、器具等精心烹泡出一杯



清香幽雅、滑嫩绵柔的阴阳茶，紧接着腹诵茶经、文房四物，
让人仿佛置身于宁静祥和的圣地，清明、易如意、涵涵、念
慈、安平、叶觉等茶之神的名字，在漫长的岁月中引生、代
代相传，体现出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第二段：茶艺过程中的感悟

茶艺讲究待客的礼仪，茶艺师和客人的互动、言谈甚是重要
的。饮茶前后的各个环节中，茶艺师待客的态度、言语细节、
环节安排，都需要做到细致周到，注重人文关怀。饮茶过程
中的主人和客人之间的互动，沟通的过程中，理解和倾听是
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寓意于茶道的人文思想。

第三段：茶艺文化内涵的感受

茶道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充满哲理、内涵、文化。茶艺文
化的内涵离不开礼、乐、智、性、法。茶艺中的礼，是体现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茶艺中的乐，是利用音、色、香、味、
形等让人心境平和的情感，茶艺中的智，是用一种融合了知
识和情感的方式来优化人们的生活。茶艺中的性，是茶道推
崇的一种慢节奏、小品味、小静止，呈现一种内敛而深沉的
性格。茶艺中的法，是茶艺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第四段：茶艺中掌握的技巧

学做美味的茶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不仅仅需要把握好时间、
火候、手艺等，还需要合理地搭配器具、茶品量等，才能最
大程度地发挥出茶的美味和香味。茶品烹泡中需要乘着茶汁
出来的温度来决定时机，泡出的茶汁香味应该极致的体现，
因此需要在烹泡时精益求精，不断做出更美味的茶饮品。

第五段：茶艺体验中的感受

茶艺的体验让我们领悟到，一饮佳茗是带着美好感受和记忆



的，它不仅仅代表了茶的一个品种，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一
种生活方式、一种内涵。在茶艺体验中，感受到的不仅是茶
的香味与口感，更是一种温暖和美好的情感。茶道是一种融
合着诗、词、乐、画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充满艺术的生活
方式，它让我们在烦闷的生活中寻找到了一份平静、惬意和
内心的满足。

在茶艺之中，我们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往事的温暖，也更加深
刻的感受到未来的可能。茶艺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其他文化
的历史观、哲学观、情感观，让人们在茶的杯中品尝生活、
领略文化，体会情感。茶艺不仅是中国的一项文化遗产，也
是中国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继承者。在这个快节奏的
今天，我们有时会忘记为了内心的平静与健康需要慢下来，
因此茶艺这种习惯和传统民间艺术的纯净和精神，能够使人
身心静穆，品味禅意生活。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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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茶道里最高的境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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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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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经一期茶艺培训优秀学员陆海军借鉴编辑整理。

茶艺队心得体会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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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