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茶文化•知茶

《中小学茶文化教材》简介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贯穿古今中外文明，纵横延展多门学科，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元素之一。

本教材分为茶的历史、茶的产区、认识茶叶、了解茶具、冲泡茶叶、科学饮

茶、茶礼共七章 26 节，通过有趣的茶故事引出思考，导入理论知识点，再配合

动手与交流环节，思考—认知—再思考—实践，让中小学生对茶文化有深入浅出

的理解，从小培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通过学习，同学们能够短期内对茶文化有初步的认知，同时激发对历史、地

理、植物学、营养学、美学、文学、民俗等学科的学习兴趣，达到知春秋、识风

骨、明事理、懂礼仪，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养成，推动传统文化弘扬与传承。

教材编排及呈现上，以手绘彩画为背景，辅以多媒体教学课件和沙画视频光

盘，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直观性，以期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多元化教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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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郭爱华，1970 年生，吉林大学学士毕业，香港公开大

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国家高级茶艺师、评茶师，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2014 年 6 月，主编《职场心理学调适》系列

图书，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任大连越好文化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博硕职业培训学校校长。从事教育

培训工作十余年，创立的东北地区首家专业茶文化讲习机

构“华夏茶学堂”，成功进入中小学、中职院校和高等院

校进行茶文化教学推广工作，经常应邀赴美国、英国、德

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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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国茶文化•知茶

序一

茶学育人，任重道远

（刘仲华，湖南农业大学药用资源工程系主任、茶叶研究所所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湖南农业大学茶学学科带头人、茶学博士点领衔导师、药用植物资源

工程学科带头人。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天然产

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天然产物研究中心主任等

职；国家 863 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

审专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评审专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评审

专家、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评审专家、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评审专家、

农业部高级专家）。

我国北方，只有山东日照、青岛崂山是著名的绿茶产区，其他整个北方地区

都是不产茶叶的，茶文化传播缺乏先天的土壤。虽然茶产业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东北华北的广大地域，茶业之兴盛，饮茶之风行，丝毫不逊于

云南、四川、安徽、福建、江苏、浙江等传统茶产区，但是茶文化传播、教学工

作，仍然比较滞后，北方地区除去北京有专门的茶文化教育培训机构之外，还是

一片空白。令人惊异和敬佩的是，在海滨城市大连，却诞生了北京之外的北方惟

一一家茶文化教育传习机构——华夏茶学堂，甚至领先于青岛和日照，应该说是

值得我们欣慰的事情。

茶，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饮品，而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

文化符号，饮茶既隐喻着淡泊、优雅、和平、仁爱的文士风骨，又代表着普通大

众享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生追求。茶叶的传播史、交流史和贸易史，同中国文

化在全球的传播路径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说，茶在国际交往中始终是中国的代

表之一。茶学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用毕生来不断研习领悟。华夏茶学堂的教学团

队，在郭爱华校长的带领下，开辟了一条茶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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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通过在中小学开设校本课、必修课，以茶文化传习为契机，延展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讲习和传承，实现了基础教育同民营教育机构校企合作的教育创新，这

不仅在大连，而且在整个北方都走在前列。“华夏茶学堂”这一品牌诞生在并不

产茶的北方，并非商业考量的商标抢注，而是恰恰代表了郭爱华老师敢为人先的

教育追求，更是倾注了她对茶文化的热爱和执着。如今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华夏

茶学堂走入了大连小学、初高中，直至中高职院校和高等院校，走入了社区和企业，

进行茶文化教学推广，真正形成了茶文化学习覆盖 6 到 60 岁所有年龄层的目标。

华夏茶学堂还应邀到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交流，组织承办了大连市

首届茶艺师技能大赛等等，目前已经成为东北茶文化教学传播的首选品牌和培训

基地。学堂很多学员毕业之后，都从事了茶文化教育工作，客观推动了北方茶文

化教学培训的发展，同时也为北方蓬勃发展的茶产业注入了更多的文化蕴含。

现在郭爱华老师主编的这本东北惟一一本青少年茶文化教育教材即将出版面

世，作为专业茶学研究工作者，我感到非常振奋，这意味着东北乃至全国的青少

年同学，都将有更加正规、更加系统的渠道和工具来学习茶文化，学习中国传统

文化。时至今日，我国的对外交流日趋密切，茶仍然在扮演着中国文化走向全球

的桥梁作用，一杯清茶，半盏香茗，既强调了炎黄子孙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加

可以迅速拉近同国际友人之间的距离。在欧美很多国家的学校里，都开设了中文

专业或者中文课堂，同时也在摸索中文教学的创新方法，通过茶文化学习可以了

解到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哲学等等诸多知识门类，从而激发外国学生学习

中文的兴趣，这本教材采用中英双语，全球发行，体现了华夏茶学堂的国际视野

和文化自信。

我衷心地希望并且深深地坚信，随着青少年茶文化教材的出版和推广，茶文

化教学、基础教育创新、青少年素质教育等领域，都会得到推动和深化，尤其是

当青少年茶文化教学走向国际之后，将更加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早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所有茶人的希望和期许。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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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中国茶文化•知茶

序二

茶·文化·教育

（刘晓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后；心理

学系教授，心理学博士。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心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

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吉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吉林省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

“春藏叶，可以为饮。”这是《康熙字典》中对“茶”的描述。

中国作为“茶”的发源地，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

普及于明清并延续至今……，其绵延 40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茶”就像是一

部百读不厌的精品书，让人手不释卷、品味不绝。

以一叶之轻，牵众生之口，以茶健身、以茶养生、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

茶为礼、以茶兴德、以茶怡情、以茶静心……，一部茶文化的历史，就是中华文

化连绵不断的发展史，这使得茶早已超越了饮品的功能，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载

体；挖掘茶自身所蕴含的教育资源，将使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茶文化教育系列教材》，就是“茶·文化·教

育”三者融合的尝试。在知茶、饮茶和悟茶的基础上，以茶为载体，通过教育的

手段，帮助学习者达到传承文化、规范行为、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升华境界的

目的。

知茶——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分布广泛的茶区，丰富多彩的茶

类，纷繁多样的制茶方法，也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茶饮功能。茶虽为一种植物，却

聚天地之精华，可清饮、能食用、解百毒、益健康、助长寿，古人在发现茶类植

物具有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药用功效的基础上，逐渐使茶由药用汤

剂发展为日常饮料，成为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认识茶是饮茶、品茶的前提，知

007



中国茶文化•知茶
ZHONGGUO CHAWENHUA•ZHICHA

其性才能饮其味，懂其味才能品其道；

教之道在于因“材”施教，知茶即是

知“材”。

饮茶——俗话说：千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不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饮茶方式和饮

茶习惯。饮茶不是简单的喝茶，从备

茶的技艺、泡茶的规范到品饮的方法，

无不充分体现出茶习俗的特点，客来

敬茶、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茶

习俗把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和

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使得

饮茶成为一种教育方式，直接融入到

我们的生活里。

悟茶——茶不仅需要“饮”，更需要“品”，需要通过“品”来体悟茶之道，

将茶的自然价值、社会价值提升到精神价值的层面。悟出茶所蕴含的精神品性，

传承茶所体现的文化特质——静、和、雅。以茶使人静心，通过品茶感悟天地之

宽、心灵之广的宁静；以茶使人致和，通过品茶建立和气和美、和顺和谐的世界；

以茶使人脱俗，通过品茶达致情趣高雅、意趣深远之意境。

茶以文化联结传统，让“茶文化教育”承载起传承文化的义务；

茶以教育传接未来，让“茶文化教育”承担起学校教育的使命。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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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茶·人生必修之课

茶，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古老的经济作

物之一，古代中国茶叶贸易是对外贸易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

茶文化历史悠久，几乎与中国传统文明史等长，在中国人民的日常

生活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数千年的茶文化发展源流中，凝聚

了中国古人的无穷智慧，茶中蕴含着最传统最中国的独特人生哲

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茶文化同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传说、

同中国历史地理人文、同传统国学等学科都有交集，形成了无比广

博的文化外延，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茶是世俗的，人性化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

人们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茶又是高雅的，琴棋书画剑，诗歌茶酒

花，饮茶需要一定文化底蕴的滋养和配合。

学习中国茶文化，是提升当代少年儿童素质教育的绝佳方式之

一。实践证明，学习茶文化，研习茶艺，有助于激发少年儿童的爱

国热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助于培养独立意识，提高动

手能力；有助于陶冶艺术情操，培养高尚品德；有助于养成良好的

礼仪习惯，增强人际交往能力；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增强学习兴

趣。尤其是随着中国的日渐强盛，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密集，茶又

因其鲜明的文化征象，再一次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因为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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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人心目中，茶来自中国，中国人理所当然的会泡茶品茶，然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人对茶的理解仍然只是一种饮品而已。试

想，我们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对中国茶叶产生浓厚兴趣

的国际友人，如果我们身为国人却没有茶学的基础知识，难道要在

社交场合上用咖啡、洋酒招待国际友人么？作为中国人，茶应该是

一堂必修的课。

编写此书，旨在通过茶文化学习，引申出对中国历史、地理、

人文、国学、哲学的学习，从而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促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

出贡献。本书以中英文版编写，力求全世界的青少年了解中国，了

解中国的茶文化，激起她们走进中国了解中国的愿望。我们相信，

在中小学校广泛开展茶文化基础教育课程，是对目前基础教育的一

种有益补充，对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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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茶的历史

第一单元：茶的历史
自古就有说法，茶文化源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兴于唐，盛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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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茶的起源

讲故事

神农氏与茶的故事

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中记载了茶的起源：“神农尝百草，一

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在上古时代有一位部落联盟首领神农氏。据说，神农氏长得非常怪，他有牛

的头，人的身子，肚皮是透明的，肚子里面有什么，一眼就能看得见，这样就能

通过观察植物在体内的反应来判断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当时，神农氏给人治病，不但需要亲自爬山越岭采集草药，而且还

要对这些草药进行熬煎，亲身试药。有一天，神农进山采摘草药，

不小心吃到了毒草，发现五脏都变黑了，感觉很不舒服就倚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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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下休息。突然一片叶子从树上飘落到神农身上，出于好奇神农把叶子放到

嘴里咀嚼，感到味道虽苦涩，但有清香回甘的味道，一口气就全部吃了。吃进去

后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好转，五脏的黑气也慢慢的消失了。这个植物在肚子里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到处流动洗涤，好似在肚子里检查什么，于是他就把这种

绿叶称为“查”，后来人们又把“查”叫成“茶”。

从神农氏发现茶开始，人们便开始了对茶叶的利用。

动脑筋

1．描述一下神农氏是什么样的人？

2. 中国古代的先民是怎样利用茶叶的？

3. 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自称炎黄子孙吗？

（在公众号中回复“神农”、“茶叶”、“炎黄子孙”查看更多内容）

知识库

1．茶的生物学属性

我们通常说的茶，是指茶树的叶子。茶树是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植物，属于

植物界，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原始花被亚纲，杜鹃花目，山茶科，山茶

属，茶树种。茶树起源于中国，目前分布区域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斯

里兰卡、日本、肯尼亚、乌干达、津巴布韦等。茶的保健功效显著，可以强心、

利尿、醒脑提神、减肥等。

2．茶字的解析

茶，自古有好多称呼，比如荼、茗、荈、蔎、槚等，到中唐时期在茶事著作

《茶经》里才规范了茶的字形“茶”以及读音“cha”。

茶，拆开来看，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即人在草木间，包含着饮茶是人类

崇尚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绝佳的方式的意思。同时还可以有另一种拆开形

式，茶字的草头代表二十，下面有八和十，一撇一捺又是一个八，加在一起就是

一百零八，所以中国人用“茶”寿指代108岁。中国人认为茶有助于健康，可以

延年益寿，并且常以茶祝寿，不仅是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对对方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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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哲学大师冯友兰与好友逻辑学大师金岳霖同做88岁大寿时，写了

一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的对联送给金岳霖，一方面

推崇金老的哲学底蕴，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二十年后一百零八岁时，期待与金老再

相聚的愿望。“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这句话中，米和茶指的就是“米”寿和

“茶”寿。因为米字看起来像八十八，所以“米”寿指的是八十八岁，而茶字又

代表着一百零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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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茶的历史

3. 中国古代先民是怎样利用茶叶的呢？

在中国，饮茶最开始是“食饮同宗”。我们的祖先把茶叶作为药物，他们从

野生大茶树上砍下枝条，采集嫩稍，先是生嚼，后是加水煮成羹汤，供人饮用。

除了作为药物之外，早期的茶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食物出现的，就是把茶叶作为

食物充饥或者是做菜吃。现在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吃茶

的习惯，比如“擂茶”。擂茶使用生姜、生米、生茶叶（鲜茶叶）做成，故又名

“三生汤”。实际上，“三生”也并不仅仅只有三种食物，原料可以是多种多样

的，所以还有“五味汤”、“七宝茶”等名称。大体制法是：现将茶叶、芝麻放

入特制的陶擂钵里，用山楂木做杵，不断擂磨，再把用水浸泡过的黄豆、绿豆、

花生、米等加入其中，并放适量凉开水，用力擂碎，擂成白色糊糊状，叫做“擂

茶脚子”。然后，冬天加热开水冲饮，夏天就加白糖用凉水调匀饮用。据说有解

暑、消食、润肺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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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与交流

1．你学会了几个茶的别名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2．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一下“擂茶”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本节课所需教具参考

沙画、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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