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茶艺课程总结报告(汇总8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
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以下是我为大家搜
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茶艺课程总结报告篇一

——普洱茶茶艺表演文案——

姓名：xxx

学号：xxxxxxxxxxxxx

——普洱茶茶艺表演文案——

【主题阐述】

都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从他们选择了教师这个岗
位，便用满腔热情和全部智慧传播知识，在教育的百花园中
播种希望，播种幸福，无数颗心都在师生的情谊中激荡。普
洱茶，“越陈越香”不仅是它的特质，更是我们所追求的风
轻云淡、从容不迫、无私奉献的生命品质。人塑造了茶，茶
塑造了人，老师塑造了学生。只有这千年的普洱茶才能与教
师这一种无私相媲美。

【所选茶叶】

普洱熟茶

【所选茶具】



紫砂壶、紫砂公道杯、紫砂品茗杯

【背景音乐】

轻音乐《童年》、《一杯淡水》

【表演者】

xxx 【解说人】

xxx

【解说词】

这是一个硝烟弥漫、社会动荡不堪的年代。在这样的社会背
景下青年学生们的求知欲望却异常高涨。那一双双对知识渴
求的眼神，是那么的深邃；那一幅幅对真理探索的身影，是
那么的忙碌。然而，在对真理的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疑惑。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自然成了为他们解疑答惑的重
点指导对象。勤学好问是她们的职责，于是她们带着疑惑走
向了老师的办公室。

而他，自从选择踏上滇中，从此便把这里当成了他的第二故
乡。从那时起，他用语言播种、用粗笔耕耘、用汗水浇灌、
用心血滋润，用火一般的热情为学子们细细解答着疑惑，温
暖着每一个学子的心房，而他却把这一切当做他最崇高的劳
动。

老师的办公室早已有了一方布好的茶席。在这残冬之际，若
能泡上一壶暖暖的普洱茶，便也是对心灵的一番慰藉。

佛说，世界在一粒芥子中。普洱人说，世界在一片叶子里。
茶是一种情调、一种沉默、一种忧伤、一种人生，也可以说
是记忆的收藏。普洱茶沉淀了岁月，积贮了时光，是时间的



醍醐，是光阴对细节的一种雕琢，更是一种顿悟，是一种用
时间去完成的静默与修行。

“香于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这是古人心中的普
洱茶。其貌不扬，其质上品，他像你的一位诤友，让你清醒，
使你坚韧。这便是我心中的普洱茶。

伴随着开水的冲下，茶在壶中悄悄的滚动着，在为人们带来
滋润 而默默的做着准备，他就像桌上的红烛默默的燃烧着，
正如老师所写：

红烛啊!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膏脂

不停的流向人间

培养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普洱茶与红烛，都在默默的忙碌着，奉献着。其实默默付出
的何止是茶与红烛呢。有那么一个人，长途跋涉步行入滇，
只为奉献出自己那一丝丝的光和热。而他唯一的希望便是多
年之后看到的是满园的春色。他是一位教授、诗人、学者，
更是学生心目中一只怒吼的狮子。他，是一位学贯中西、博
古通今的文学大家，更是一位坚贞不屈、坚定不移的革命斗
士。

他的思想，他的话语，充溢着诗意，蕴含着哲理，显得那么



神奇，那么的铿锵有力。一次次激起我心血的涌动，一次次
启发着我沉睡的心灵。这不就是像红烛一样默默燃烧着自己
奉献他人的人吗！这便是我们的老师——闻一多先生。春蚕
到死丝方尽，蜡距成灰泪始干，这不正是对眼前这位伟大的
教师的真实写照吗！

片刻之间，茶已泡好。普洱茶的原色，或浓或艳，沉积和流
动着鲜活，这跨越时空浓缩了几千年文化的一茎叶脉，这时
在与我们对话。在这一刻我只想说老师您辛苦了，请喝上一
杯热茶暖暖身子吧！

【茶席设计图】

茶艺课程总结报告篇二

  5、认真做好设备维护及维修工作

  实训室设备种类繁多、而且部分设备易损坏，尤其是茶
艺设备，保护难度很大。但我们都非常清楚，做好实训室的
现有设备的维护及维修是保证教学的关键。为此落实学生责
任制，保证了教学实训工作的顺利完成。

  6、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按照学校管理部门的相关制度，实训室制定了资产管理
的具体实施办法，并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确保资产帐物的准
确、清晰，设备调整规范管理。

茶艺课程总结报告篇三

各位先生/小姐，你们好!欢迎光临飘香茶坊，我是茶坊服务
员，下面由我为大家表演台湾功夫茶艺。

二、手法：焚香静气，活煮甘泉



"焚香静气"就是通过点燃这支香来营造一个祥和肃穆，无比
温馨的气氛，希望这沁人心脾的幽香能使大家心旷神怡,并随
着这悠悠袅袅的香烟升华到悟道的境界。宋代苏东坡是一位
精通茶道的茶人，他总结泡茶的经验说"活水还须活水煮"，
活煮甘泉，即用旺火煮沸壶中的泉水。

三、手法：孔雀开屏，叶嘉酬宾

1、孔雀开屏：是向同伴展示自己美丽的羽毛，我们借助孔雀
这道程序向各位嘉宾介绍有关泡茶用的精美茶具。

2、叶嘉酬宾："叶嘉"是苏东坡对茶叶的赞美，"叶嘉酬宾"就
是大家鉴赏乌龙茶，今天各位点的乌龙茶就是——乌龙茶，
它外形，具有香，并有独特的韵。

三、温壶温杯：就是用烧沸的开水冲入紫砂壶内，再一一的
倒入公道杯、品茗杯和闻香杯内，其目的是提升茶具的温度，
使茶叶在里面能更好的发挥色、香、味、型的特点。

四、手法：乌龙入宫就是把乌龙茶叶放入紫砂壶内，"宫"是
形容紫砂壶的重要性。

五、手法：涤茶留香，春风拂面乌龙茶因为制作工艺比较复
杂，"涤茶留香"就是指用水洗涤一下茶叶，并能让茶叶吸收
一定的水份，使茶叶处于一种含香欲放的状态。"春风拂面"
指用壶盖刮去茶壶表面泛起的泡沫及茶叶，使壶内茶汤更加
清澈洁净。

六、手法：乌龙出海，重洗仙颜品功夫茶讲究"头泡水，二泡
茶，三泡四泡是精华"的道理，头泡冲出的茶水一般不喝，注
入茶海，因茶汤呈琥珀色，从壶口流向茶海就好似蛟龙入海
一样，故称为"乌龙入海"。"重洗仙颜"是武夷九曲溪畔的焉
得虎子，摩崖石刻的喻意，在这里喻出。第二次冲泡完时加
上壶盖后，还要用开水洗烫壶的表面，内外加温，有利于茶



香的散发。

七、手法：游山玩水，慈母哺子紫砂壶泡好茶后，在茶巾上
沾干壶底的残水，并把茶水注入公道杯内，此过程就叫"游山
玩水，慈母哺子"。

八、手法：祥龙行雨，凤凰点头将公道杯中的茶汤快速均匀
地依次注入闻香杯，称之为"祥龙行雨"有其"甘露普降"的吉
祥之意，当公道杯中所剩不多茶汤改为点斟，手法要求一高
一低有节奏地点斟茶水，此法称之为"凤凰点头"。

九、手法："龙凤呈祥，鲤鱼翻身"将刻有龙的品茗杯倒扣在
刻有凤的闻香杯上，称之为"龙凤呈祥"，也称之为"夫妻和
谐"，把扣好的品、闻杯一并翻转过来，称之为"鲤鱼翻身"。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鲤鱼翻身"跃进龙门可化升天而去。我们
借助这手法祝福在座的各位家庭和睦，事业发达。

客人的尊敬。

十一、手法：鉴赏双色，喜闻茶香把闻香杯倾斜45度提起，
置于掌心迅速滚动，请客人闻杯时的茶香，随着品茗杯温度
的升高，陶瓷制的乌龙图案就会变色，此时就会看见茶汤色
和凤凰的变化，所以称之为"鉴赏双色"。

"喜闻茶香"是品茶之闻中的头一闻，即请客人闻一闻杯底留
香，第一闻主要是闻茶香的纯度，看是否香，无异味。

台式茶艺侧重于对茶叶本身、与茶相关事物的关注，以及用
茶氛围的营造。欣赏茶叶的色与香及外形，是茶艺中不可缺
少的环节;冲泡过程的艺术化与技艺的高超，使泡茶成为一种
美的享受;此外对茶具欣赏与应用，对饮茶与自悟修身、与人
相处的思索，对品茗环境的设计都包容在茶艺之中。将艺术
与生活紧密相联，将品饮与人性修养相融合，形成了亲切自
然的品茗形式，这种形式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茶艺课程总结报告篇四

  1.完成专训内容：

  按照学期初的专训内容：学习各种功夫茶的解说词，并
背诵记忆;熟练掌握冲泡绿茶中的龙井、碧螺春茶，乌龙茶中
的铁观音以及一些花茶和多样红茶的技巧，并能够灵活运用;
能够自己编写功夫茶解说词，完成了专训内容。

  2.认真执行专训要求：

  (1)所有专训学生必须按时参加专业训练，如有特殊情况
要提前请假。专训教师每节课要认真点名，做好记录。

  (2)专业课训练，学生要听从老师安排。上课期间，禁止
学生随便说话，随便出入教室，随便接听手机，不许乱吃零
食。

  (3)专业教室的物品要注意保管，注意学生的损坏情况，
如有损坏，学生要双倍赔偿。

  3.圆满完成考核工作

  一学期的专业训练结束之后，按照茶艺专业队考核方案，
认真严格的完成了专业训练考核，考核结果非常圆满。

  总之，在这几年的实训室的建设和管理中，我们虽然付
出了辛苦但也得到了巨大的知识和精神上的财富。我相信我
们多媒体实训室会将会在学院的人才培养工作中发挥出更大
的作用。

茶艺课程总结报告篇五

茶艺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经历了古老沧桑的历史和岁月，



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诗篇和宝藏。你想知道更多关于茶的故
事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茶艺大课堂吧！

当然，茶艺中还有很多的小知识，比如什么季节喝什么茶更
有益于养生。比如，什么茶用什么样的器皿，什么的水温来
冲泡都是有讲究的。问一下，你知道冬天最适合喝什么茶吗？
哈哈！快来问我吧！

讲完了小知识，我们就要进行实践品茶了。老师动作优美的
把茶叶放进盖碗里，高高的提起水壶冲泡茶叶。我看到一片
片可爱的叶子在碗中快速旋转着，好像一个个身姿优美的小
仙女在翩然起舞。很快，第一泡茶叶就冲好了，老师用公道
杯给我们一个个分茶。我深深嗅了一口茶香，然后开始慢慢
品茶——苦尽甘来的感觉真是让人神清气爽啊！

怎么样？你想不想尝一尝热腾腾的“仙茶”呢？那就跟我们
一起来体会茶艺之美吧？

茶艺课程总结报告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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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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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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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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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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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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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从学习，从事茶文化以来，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



我已深深爱上茶，每天都会泡上几泡和朋友们分享，以茶会
友。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东方
文化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
己的悟性去揣摩它、理解它。

中国人崇尚自然，朴实谦和，不重形式。饮茶就是最好的体
现，不像日本茶道有严格的仪式和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茶道
毕竟不同于日常的饮茶。在中国饮茶分为两类，一类是“混
饮”，即在茶中加盐、加糖、加奶活葱、桔皮、薄荷、桂圆、
红枣，根据个人的口味嗜好，爱怎么喝就怎么喝。另一类
是“清饮”，即在茶中不加入任何有损茶本味与真香的配料，
单单用水泡茶来喝。“茶饮”又可分为四个层次：将茶当饮
料解渴，大碗海喝，称之为“喝茶”；如果注重茶的色香味，
讲究水质差距，喝的时候又能细细品味，可称之为“品茶”，
如果讲究环境、气氛、音乐、冲泡技巧及人际关系等，可称
之为“茶艺”，而在茶事活动中融入这里、伦理、道德，通
过品茗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
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洗礼，这是中国饮茶的最高境界—
茶道。

茶道不同于茶艺，它不但讲求表现形式，而且注重精神内涵。

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是真茶、
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
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
括了对人要真心，顾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闲。
茶事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而
中国茶道追求的“真”有三重含义：

1、追求道之真，即通过茶事活动追求对“道”的真切体悟，
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的目的。



2、追求情之真。即通过品茗述怀，使茶友之间的真情得以发
展，达到茶人之间互见真心的境界。

3、追求性之真，即在品茗过程中，真正放松自己，在无我的
境界中区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
真”。

茶艺学习心得体会6

因为个人对茶的喜爱以及今后要从事茶销售这一行业，报名
学习了茶艺。

学习过程中，我对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无论是茶的历史文
化、茶的分类、喝茶的器具以及泡茶的方法，都是我之前所
没有了解过的。现在是浅浅地学习了一些入门知识，但浓厚
的茶兴趣已被激发，我只迫不及待想要继更深入的学习茶，
让自己融入茶的美妙世界。

在当代社会，能有机会以茶会友，是很风雅的一件事，大家
有缘坐在一起学茶、品茶、赏茶、鉴茶，喝茶谈笑，很令人
享受，十分惬意。

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一例皆渊源流长、博大精深，茶艺亦
如此。初级班给了一把打开“茶道”这只潘朵拉神盒的钥匙，
将原来饮茶的习惯及爱好的浅浮和模糊，引向明了，开启更
多愉悦之情。

短短几日的茶艺课程，接触到浅略的中国茶文化理论，学习
到绿茶泡法、生活泡法茶艺表演。因为原本对茶的喜爱，浅
阅过茶艺相关的书籍，学习中对茶艺的阅读便有了更多的渴
求与热情。在老师授课时，我们也渴望老师能传授更多的知
识，我想学习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茶艺学习，对我来说，才是刚刚开始。



茶艺课程总结报告篇七

在家中，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属于茶艺。

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茶艺的，应该是因为周边的人
吧。我妈妈姐妹三人都酷爱茶艺，没事就在家中泡茶喝。有
些人说喜欢茶艺的人多数都是爱清静的“文青”。但我并非
如此，我很爱热闹，怕安静，所以我可能不适合茶艺，但我
喜欢茶的味道，一丝清香，一丝苦涩，也喜欢那带有中国风，
古香古色的茶杯、茶壶。不知道以后我还会不会如她们迷恋
上茶艺，但现在，我已乐在其中了。

双休日休闲的时间最多，我便开始了“茶艺研究”。没有专
门对小孩开放的茶艺课，我只能从妈妈那了解些知识，其它
的我自已体会。

茶的器皿中有一个叫公道杯，所有的茶都需过虑在茶漏上，
再流进公道杯。我家的公道杯是一种淡淡的抹茶绿，我特别
喜欢那种颜色。给人一种迷雾的绿，手感也很好，像光滑的
石头。其余的杯子是淡墨蓝的，也有白瓷，都没有公道杯好
看。

我泡的是白茶，味道有些苦，但清热解毒。从茶盒中夹出了
一点茶叶，放进了茶壶里，再把开水倒入。水立刻“棕”了
起来，烟直直地冒，味道特别好闻，犹如熏香迷醉了人的知
觉。我故意把水倒满，再把盖子盖上时，会有一点茶水溢出
来，这叫“养壶”，水会把壶“养”得很光滑，所以爱茶的
人会很费水。倒茶时，都要沿着茶杯里一圈一圈倒，形成圆
形水纹，自以为很好看。在茶艺中，任何事情都特别讲究。
茶可以喝了，我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那股清淡中带苦
的味道特别的舒爽，我泡的这杯味道很适中，淡淡的苦茶别
有一种风味。

在众多茶迷中，我或许是年龄最小的吧，但我觉得茶艺像一



个宝藏一样，有些神秘，等着我去慢慢探究。

茶艺课程总结报告篇八

3月30号是礼拜天，杭网小记者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组织“茶人
之家”培训活动。一大早，我和爸爸妈妈就兴冲冲地出发了，
去学习有趣的茶艺，了解历史悠久的传统茶文化。

博物馆位于龙井路旁的双峰村，背靠一座小山，前面和左右
两边都是整片整片的茶园，天下闻名的龙井茶就产于此地。
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时节，不少阿姨头戴纱巾，肩挎竹
篓，低着头，弯着腰在茶园里辛勤采茶。我走进茶园，仿佛
走进了一个从未见识过的绿色世界，满眼都是绿意，那老的
茶叶是翠绿的，绿得晶莹剔透，刚发出的新芽是嫩绿的，绿
得闪闪发亮。我摘了一片嫩芽，放进嘴里细细咀嚼，一股淡
淡的清香就在齿间弥漫开来。

到了博物馆，走进茶艺室，有老师专门给我们上课。

第一节课讲茶叶的知识，老师给我们讲了各种茶叶的特征和
功效。绿茶，能消毒、防辐射；白茶，可以治牙疼，还能美
容和缓解疲劳；红茶，能治胃病；黑茶，是唯一一种一年四
季都适合喝的茶。听了老师的课，我还知道了小孩和老人不
宜多喝茶，难怪平时爸爸妈妈都让我多喝白开水，不让我喝
茶。

第二节课讲茶的文化礼仪，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示范动作，
我们听得非常入神。在泡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站姿，不能
随便乱站，空闲的手应该掌心朝内搭在肚子上，表示对客人
的尊重。讲课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凤凰三点头”。“凤
凰三点头”是茶艺道中的一种传统礼仪，用这种方式斟茶时，
要高提水壶，让水直泻而下，接着利用手腕的力量，上下提
拉注水，反复三次，让茶叶在水中翻动。老师教我们这个动
作时，她面带微笑，神情自然。右手提起茶壶时，左手上垫



了一块茶巾，主要是防止手被烫伤和水洒到桌上。“一点
头”时茶壶离茶杯大约8厘米，“二点头”时约15厘米，“三
点头”时约20厘米。老师说，“凤凰三点头”像是对客人点
头行礼，表示敬意，所以，这种技法不仅是为了泡茶本身的
需要，也不仅是为了显示冲泡者的姿态优美，更是中国传统
礼仪的体现。

下午回到家，我马上拿出家里的茶具，把上课内容活学活用
了一遍。爸爸坐在沙发里，一边品着茶，一边呵呵笑着对妈
妈说：我们家卫卫，真的是一名茶艺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