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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统的中国茶文化也是璀璨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中

国语言文化输出的交流平台，除了语言的教学外，文化的教学也为国际文化交流搭建了宝贵的桥梁。在

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教学中，茶文化的课程设计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价值的重要通道，茶文化

的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构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和学好中华文化精神。文章主要对国际中文教育中如何开展

茶文化教学及教育价值作出了分析与论述，对中国茶文化教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教育价值与意义开展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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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and has a long his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culture is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brilliant culture. As an exchange platform for the ex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not only provides lan-
guage teaching but also provides a valuable bridge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cours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course design of tea culture is an impor-
tant channel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and transmit Chinese spiritual values. The teaching of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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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can help students build a Chinese cultural value system and learn the Chinese cultural spi-
rit well.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how to carry out tea culture teaching and edu-
cational valu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probes into the educational value and signi-
ficance of Chinese tea culture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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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瑰丽多彩，翻阅中国辉煌的传统文化可以看到不同时期茶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中茶

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它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中国茶文化与我们

的儒释道文化是一脉相承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茶文化的推广与宣传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加入茶文化的教学，一方面能够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茶文化，另一方面能丰富对外汉语的

教学课程内容。 

2. 茶文化的定义与内涵 

2.1. 茶文化的定义 

俗话说，中国是茶的第一故乡，老百姓的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叶也是人们日常

生活的必需品。据《神农百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陆羽曾在《茶

经》中提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的称谓可谓是琳琅满目，《神农百草经》把

茶称之为“荼草”，《茶经》记载：“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这些清雅醇厚的

茶名中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已经有 4500 年左右。茶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

神农氏。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源于唐朝，兴盛于宋朝。茶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文化，而这种所

谓的“文化”更多是形容人的物质精神层面上。 

2.2. 茶文化的内涵 

中国的茶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茶文化不仅仅是其表现形式，茶文化的精神文化及生活中的重要性。

中国茶文化的重点是在于品茶过程中的感悟。茶文化中除了茶道、茶具文化的讲究以外，深层次还包含

了茶俗、茶祭、茶艺等表现形式。茶在中国古代曾作为彩礼，其寓意代表着“从一而终”的婚姻。如《红

楼梦》中黛玉向凤姐要茶吃，凤姐便用宝黛婚事打趣林黛玉，这说明茶叶在古代的重要性。 
中国茶文化中核心文化就是茶道文化，茶道文化中是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缩影，思想理念的折射。

古时文人手中七件珍宝“琴棋书画与诗酒茶”，茶本身是文雅内蕴，古时的文人将精神寄托于酒与茶之

中，茶便有了忘忧解愁的功效。一碗茶汤中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韵味，中国茶讲究初品“色香味”，二

品“精气神”，茶文化中还蕴涵着谦和礼敬的处世文学，以茶会友，以茶敬礼是茶文化中的文化内核力

量。茶文化是物质精神、社会制度、心态行为文化的集合碰撞。 
茶文化与儒释道息息相关，茶道思想的核心其实也就是儒家思想文化[1]。儒家思想文化贯穿在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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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所倡导入世思想对但封建社会有着一定的影响。儒学中，礼是根据传统和习

俗而形成的行为规范。在传统中国，上至朝廷军国大政，下至民间婚丧嫁娶，都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

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具权威的制约因素。礼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仁是礼的中心，礼依赖于

仁，形成了一套道德标准体系。积极进取的儒学思想中讲究修身养性这一说法，这一点在茶道中表现的

淋漓尽致，茶道文化中讲求以“敬茶”来表示对别人的尊重。以茶利仁礼，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儒家的哲

学仁礼思想。佛教中早期僧侣对茶的感悟形成了一种禅宗思想。佛教中提到“茶可涤随眠于九结，破昏

滞于十缠”，佛教弟子故以用饮茶来助眠修行。佛教中讲求得之茶清，必抛烦恼于九霄云外，茶之清香

便是心中淡雅的禅道。 
陆羽在《茶经》中曾提到，饮茶的过程中注重“品”字，“品茶”的过程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品鉴

的是人生。品茶中的两个动作“拿起”“放下”，简单的两个动作实则蕴含着人生的哲理。除此之外，

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里，“和谐”是一个崇高目标。它在于强调自我人格的完善，儒家哲学中

所提到的“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道合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一个

过程。 

3. 茶文化的渊源与教育价值 

3.1. 国际中文教育中茶文化的教育价值 

对外汉语课堂中除了基本的语言知识点教学以外，应该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教学。真正地学习

好一门语言，就要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要掌握该语言的文化历史。从宏观角度上看，传统文化的教

学能帮助大力宣传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输出。传统文化的教学能通过

弘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中影响留学生的价值观念，更好地拓展留学生的文化视野。

茶文化形态多元化，包涵了多种内容，将茶文化加入对外汉语的传统文化教学中能丰富文化类教学题材

与教学的大纲内容，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了解中国的民族特色文化。学习中国茶文化的过

程中能让学生体验整个过程，也能更好地丰富语言知识运用能力。 
茶文化教学的实际价值意义，很多学者都陆续发现了茶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带来的价值。陆韵竹

从国际中文教育的视角对茶文化不同阶段教学的价值意义进行了分析，孟沛宣提到，茶文化能够为汉语

国际教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帮助我国提升国际社会的大众认同感[2]。 
中国的茶文化制茶工艺丰富、加工工序复杂，茶文化中不仅是中国精神文化内涵的缩影，还是从古

至今跨文化国际交流的桥梁。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国带着其名片走向全世界，通过丝绸这一纽带，实

现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而茶文化就是物物交换传播出去的名片之一。所以，中国茶文化也是向全球各地

传播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通道。中国茶文化加入到国际中文教育的舞台当中，将中国历史和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一方面是更好地帮助留学生去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刻意义，降低对外汉语教学中跨文化差异性。

另一方面，能够增强中国文化传播的大幅度影响力，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向世界传递中国平等互鉴、

文化形态的包容性和整体性。 

3.2. 茶文化教学的意义 

茶文化不仅仅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其中蕴含着我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融合，茶文化更多的

是儒家哲学的精髓，汉语教学作为文化输出的信息输出通道，将茶文化加入到中国传统文化教学部分能

够提高教学中的实践部分，增加课堂中的趣味性，让学生感受到中华问文化的博大精深。 
茶文化的教学可以分为多个部分进行。一个是设计到中国茶文化的文化背景，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一部分，茶与文人精神、茶艺文化、古代茶的民间习俗、茶与器具、茶的故事、茶的制造过程和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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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等都是中国茶文化的知识点，仔细展开能分出很多不同的知识点。茶文化的课程是对应中高级学生

的学习知识点。二是精神内核思想，文化和语言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贯穿古今中国的精神脉络，

儒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以茶会友，以茶交友，茶文化精神是以儒家的“中庸”思

想为前提。茶道的精神讲究：“廉、美、和、敬” 即：“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

茶道中的“和”即“和谐”在茶道仪式中，茶具、茶汤和茶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和谐一致。茶道追求“以

水为心”，即在保留茶的本质味道的基础上，把茶汤的品质发挥到最大化。茶汤的调制需要掌握水温、

水质、泡茶时间、茶叶用量等多种要素，调和出来的茶汤味道清新淡雅。组织开展茶文化的汉语教学能

够让学生在实践中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去学习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礼仪教学，让学生掌握相关的茶文

化的实践工作，进一步增强来华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茶文化的汉语教学对语言的发展也有着

推进的作用，通过借助对外汉语的教学平台，通过茶文化的魅力在国际上传播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汉语语

言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 

4. 对外汉语教学中茶文化的探究 

4.1. 茶文化课程教学设计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加入中国茶文化的教学主要是为了培养来华留学生的实际交际能力和文化意识。

组织设计这门课程更多的是增添趣味性，让学生能够自主性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在组织开展汉语教学时，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水平等级和留学生的学习需求来制订相关的中国茶文

化的教学设计，展开针对性教学有效帮助学生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教学的同时还要注重提高学生的

实际交际表达能力。初级汉语的传统文化教学主要是以启蒙教育为主，针对初级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中，

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通过基础的感官认知教学，将中国茶的六大类结合多媒体实物教学，把茶叶的外观、

色、香、味及茶的口感等结合起来进行讲解，让留学生对中国茶文化有一定的基础认知[3]。 
绿茶被誉为“国饮”，是我国最早发现和使用的茶。熟知的名品中，像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等，绿

茶冲水后色清冽，香气馥郁清香。绿茶的主要特点是叶绿、汤清，造型多样。通过杀青、揉捻、干燥制

作加工而成， 
红茶是我国最大的出口茶，声名遐迩的有安徽的祁门红茶和云南的滇红，具有条索肥实的外形，色

泽乌润，香气浓烈，不同于绿茶的是需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和干燥等工序。 
黑茶多为少数民族地区不可或缺的饮品，也被称之为“边销茶”，其茶叶粗老，汤色橙黄，经过杀

青、揉捻、渥堆和晒干所形成的黑茶，茶汤橙黄色泽明亮。 
乌龙茶，亦叫做“青茶”，“细雨轻煎乌龙茶，满室生香沁心脾”就是形容的乌龙茶。茶类工序做

复杂的一种，有着条索紧结，色泽乌褐鲜润，香气高扬馥韵，滋味甘泽清醇。 
白茶是中国特有的茶类，外形紧细银针，色泽嫩绿浓密，其汤色淡绿通透，香味醇厚香韵。 
黄茶，又名“侨销茶”。“官焙曾看白玉花，不知黄玉在山茶。浅欺罗柳香仍烈，轻压荼蘼净弗瑕。 

著露未晞才半萼，倚曛欲透忽全葩。月团已属卢仝赋，别调何妨记物华。”用来形容黄茶肥壮的芽头，

色泽绿中带黄，香气清醇[3]。 
进入中高级阶段，可以鼓励留学生用中文介绍自己故乡或国家的茶文化历史，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

还能提升学生在中高级阶段的表达能力。中高级阶段的课程可以将精神文化层面加入课程设计中。 

4.2. 教学方法与内容 

汉语教学中比较常见的文化类教学方法有理论教学法、体验教学法，除了这些传统教学方式外，互

动式教学法也可以尝试加入到传统文化的教学当中。情景式互动教学在培养留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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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直观地提升课堂的教学趣味性，比如：图片游戏、角色扮演、教具等方式，这样的教学模式相对传

统教学更生动有趣。互动式教学中国讲求交际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交际性原则中要求

教师注重跨文化交际，从文化教学和文化背景出发，将互动式教学运用到茶文化的教学上能够培养学生

的语用能力和语言能力，汉语教师和学生互动的同时从中让学生在课堂活动中掌握学习语言知识点和中

国文化内涵。汉语教师在文化教学的课堂上可以和学生针对茶文化问答互动教学，使学生自然地进入到

语言学习的过程中。 
初级阶段的学生在启蒙阶段教学时，汉语教师可借助多媒体导入茶文化知识点，调动学生“听、说、

读、写、看、猜”等多种智慧元素形成课堂的教学互动，从而达到课程的语言习得目的[3]。中级阶段是

对初级和高级之间的过渡期，主要是承上启下的作用。针对中级学习者，教师可以将茶道礼仪文化和行

为文化加入课程当中，适当引导学生用中文表达出茶的历史和茶在其国家文化中的习俗，让学生逐步理

解中国文化中茶的地位和饮茶模式习俗。高级阶段的学生教学中可以涉及制度文化、心态文化层的自由

探讨，从茶文化上升到中国思想精神的层面，由茶导入文化内涵，感悟人生真谛，深入到茶文化的最高

境界。 
设计一门茶文化的课程一般以 2 个课时为主，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可以涵盖中国茶文化的多个层面，

内容涵盖茶的起源文化、茶的分类以及茶的口感为主。留学生能够通过对茶文化的了解，慢慢深入到对

中国文化的渗透。课程的导入可以结合多媒体以启发性问题导入让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如教师可以在利

用现代年轻人对奶茶的兴趣来开展话题导入，从而可以激发学生对茶文化丰富内容的好奇和欲望的探究，

引入生词教学后再利用图片或视频组织开展茶文化起源和茶的分类教学。教师在茶的六大类讲解时借助

实物展示能够更直观的帮助学生辨别类型的差别。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与传统的文化精神的精髓。对外汉语教学是一座信息

传递的桥梁，对外汉语教学平台能够作为一座桥梁将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大力宣传出去，打造属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标签。对外汉语教学不仅仅是汉语语言知识点的教学，汉语教师同时应该也要注意

我国文化的重点教学，文化教学也应该根据学生的群体注重跨文化的背景。文化的实践性教学能给课堂

增添趣味性，让留学生自发性对中国文化内容感兴趣，想去更好地掌握汉语交际能力以及中国的传统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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