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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职业教育中传承民族工艺和文化的态势显著加强，中国茶

文化博大精深，茶行业对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培养和选拔一批茶艺高技

能人才迫在眉睫。作为广东省中职学校第一个茶艺与茶营销专业，我校

从 2014 年开设该新专业，以中华茶艺、中华传统茶文化为媒介渗透职

业美育，旨在传承中华茶艺、培育优雅职业人。经过 7年的实践，我校

在专业发展、提升学生职业素养、输送专业人才、茶文化传播等方面成

果突出。形成了“二合一、三阶段、双情境”的中职茶艺与茶营销专业

美育育人模式，校、企、政三方合作搭建实践课堂，以茶文化社团为基

地，形成多元化的教育途径，真正让学生明确责任担当，传承中华茶艺，

成为优雅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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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茶艺，培育优雅职业人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摘要：近年来，职业教育中传承民族工艺和文化的态势显

著加强，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行业对人才需求不断增加，

培养和选拔一批茶艺高技能人才迫在眉睫。作为广东省中职学

校第一个茶艺与茶营销专业，我校从 2014 年开设该新专业，

以中华茶艺、中华传统茶文化为媒介渗透职业美育，旨在传承

中华茶艺、培育优雅职业人。经过 7 年的实践，我校在专业发

展、提升学生职业素养、输送专业人才、茶文化传播等方面成

果突出。形成了“二合一、三阶段、双情境”的中职茶艺与茶

营销专业美育育人模式，校、企、政三方合作搭建实践课堂，

以茶文化社团为基地，形成多元化的教育途径，真正让学生明

确责任担当，传承中华茶艺，成为优雅职业人。

一、基于茶文化的职业素养形成的背景

2014 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

提出，“支持职业教育传承民族工艺和文化。将民族特色产品、

工艺、文化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民族文化融入学校教育

全过程。积极发展集民族工艺传承创新、文化遗产保护、高技

能人才培养、产业孵化于一体的职业教育。”中国茶文化博大

精深，渗透于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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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教育体系下培养茶艺人才、传承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全国最大的茶叶流通贸易城市和消费城市，近几年广

州的茶叶服务机构和茶馆如雨后春笋，市场对于茶艺师的需求

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茶行业对于人才的要求逐渐提高，培

养和选拔一批茶艺高技能人才迫在眉睫。如何更好适应市场需

求培养茶艺专业人才？如何以职业美育的实践推动学生提升

职业素养，传承中华茶艺？从 2004 年至 2013 年，我校一直在

进行酒店管理专业的茶文化专门化方向建设，并于 2014 年开

设茶艺与茶营销专业，形成一批专业教师，建成“茶艺馆”“旅

游一条街”等仿真场地，开展职业美育。

二、基于茶文化的职业素养形成的过程与方法

（一）打造艺术与功能有机结合的茶艺工作坊环境

我校于 2014 年建成茶文化实训室，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茶艺馆；二是品茗室；三是审评室。馆外紫砂茶壶、流水

淙淙；馆内青砖瓦墙、竹叶青青等等，尽显岭南园林建筑特色。

门口篆书书写“茶艺馆”三个字，显得雅致幽静。馆内正

前方是讲台、也是学生展示的舞台，正对舞台是“九宫格”，

即九套方茶桌椅。作为同学们上课的场地之一，这里可容纳

50 人左右，满足参观学习等需求。四周的博古架则展示了各

朝代的茶艺茶具、茶文化发展历史。延伸的阳台空间，则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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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现代时尚气息的茶休闲活动区，可以品尝花草茶、养生茶，

感受现代茶吧的氛围。穿过走廊，对面的品茗室则是宋韵风格，

可容纳 45 人。左边的展示柜里陈列不同材质的茶具和制作模

型，在特定需求下，这里可以分隔成三间独立茶室，满足茶文

化微课堂、主题茶会、专业茶事服务等需求。

茶文化实训室（陈丽敏拍摄）

茶文化实训室环境雅致，书香气息浓厚，创设了更好的学

茶、品茶、学习的氛围。目前我校仍在进一步完善实训室，并

加快建设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实训场所——广州旅商茶艺

名师工作室。

（二）构建课程体系，打造校企一体化教学模式

1.逐步推进教材研发。

将传统茶文化融于中职茶艺与茶营销专业的系列教材建

设中，成为全国第一套中职茶艺与茶营销专业特色教材。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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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学生的专业课程丰富，涉及不同层面的专业能力，如《茶

艺礼仪》《茶文化概述》《茶叶冲泡与服务》《茶席与品茗空

间设计》《茶与健康》等，并且教师在授课中有意识将中华传

统文化与之结合，如在茶席设计理念、解说词的撰写、茶饮品

设计等方面。了解不同产茶地的风俗人情，诗词、楹联、雕刻、

美术、插花等都是一种美育，对学生审美能力也起到重要作用。

实现教材、课程与茶文化、传统文化的结合。

茶文化专业课堂——研习、探究、传承、践行（肖棱棱拍摄）

2.完善校内校外互补教学模式

在“三全育人”理念的指导下，利用新课程平台，以项目

教学理论、合作学习理论及建构主义理论支撑建构起课堂模式

教学研究，在教学中“以工作过程为线索，以任务为驱动，以

行动为导向”的课堂教学模式，用任务引领团队学习。

在经过行业调研、确定中职茶艺与茶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行业、企业专家共同研究实训课程的基础上，我校探索出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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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业、企业用人需求的特色中职茶艺与茶营销专业校企一体

化教学模式，学生在二、三年级前往相关合作企业进行实习，

如广州八马茶业有限公司、大益春光茶叶公司、瑞丰茶馆等。

课程体系图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实践活动

组建广州旅商师生茶文化艺术团，并以该茶文化社团为依

托，定期开展、参加各种校内外茶文化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

具有旅游商务职业学校美育特色的校园文化。

1.专业课活动

茶艺专业老师将课堂还给学生，增强教学艺术性，寓教于

乐，寓教于美。结合课程内容、生活实际定期开展各类主题茶

会，如端午茶会、婚庆茶会、毕业茶会、人间四月天主题茶会，

学生发挥主动能动性组织策划，人人参与，将传统节日与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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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传统与传统碰撞后所产生的文化

内涵与课堂意义。

主题茶会（白碧珍拍摄）

2.茶艺技能竞赛

定期举办各类校级专业比赛，如烹茶辨茶技巧比赛、茶席

设计比赛以及茶艺表演等等。参赛对象包括在校茶艺专业全体

学生，以团队或个人形式，通过初赛、复赛、决赛等层层筛选、

磨练，教师在此过程全程指导、点评，最终达到以赛促学的目

的。同时，为其他更高层面的市、省、国赛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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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茶艺竞赛（白碧珍拍摄）

3.校外实践活动

如社团招新、无我茶会、茶文化进社区活动、茶园参观时

间等。包括二三年级的企业顶岗实习，和广东省茶叶研究所、

国茶荟展览有限公司建立长效合作，积极开辟校外实践活动基

地；为茶博会、产业推广等提供茶艺礼仪与服务。延伸校园美

育课堂的广度，促使学生进一步感受茶的魅力，领悟茶文化丰

富、广博的内涵和真、善、美的境界，成为中华传统茶文化的

小小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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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美育课堂延伸（陈丽敏拍摄）

4.茶文化社团“师徒结对子”

师兄师姐对师弟师妹进行一对一帮扶教学，让学生成为

“小老师”“小师傅”。教学相长，既能将巩固所学，也能传

承社团优良传统，让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5.日常的接待服务

参观学习的来宾、日常来到茶艺馆喝茶的老师们都是由茶

艺专业的学生接待服务，学生们可以向客人介绍茶叶品种、教

授泡茶技巧、讲解茶文化知识。

总的来说，通过开展这些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实践活动，引

导学生学以致用、现学现用、活学活用，最大程度地激发学习

的自主性、积极性。同时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能拓宽他们

未来的就业渠道，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四）拓宽茶文化传播途径，提升职业美育社会价值

一方面，立足岭南茶艺茶文化，积极开展活动传播岭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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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美。另一方面，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启动“一带一路”

茶文化传播之路。我校在葡萄牙一所旅游学校成立了“中华茶

艺工作室”，推动中华茶艺逐步走向世界。

通过校、企、政三方合作搭建实践课堂，让学生能够多种

途径进行审美能力、职业素养的提升。

三、基于中华茶文化的职业素养的具体成效

（一）育人模式

“二合一、三阶段、双情境”的中职茶艺与茶营销专业美

育育人模式

1.课程体系

构建了以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为发展路线，以岗位项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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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指明了职业发展的方向，同时结合

校园文化的建设要求，突出茶艺与茶营销专业的专业文化特色。

研制了国家专业教学标准，通过项目的研究与实践，全面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满足茶行业、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中

等应用性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融于职业美育的专业课程体系及学生学习效果分析图

2.学生职业素养

培育学生职业品性成效明显，专业技能和职业核心素养快

速提升，在行业竞赛中持续名列前茅。连续 4 年在广东茶艺师

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团体金奖、银奖、铜奖。茶文化社团获评

广州市教育系统 “十佳”社团；专业学生获广州市首届职业

知识与技能基础

认知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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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金睿奖评比“最炫专业技能奖”“最具前景专业奖”；在

教育系统内获得国家级奖学金 3 人。

2020 年 7 月，茶艺展示节目《归潮》荣获粤港澳大湾区

茗星茶艺师竞赛，并荣获季军和城市优秀奖，做到茶艺示范引

领，在粤港澳大湾区起到传播作用。2020 年 6 月，“2020 年

学生茶技能竞赛”茶艺比赛，学生荣获 2 个一等奖，5 个二等

奖，6 个三等奖。2020 年 11-12 月，主办了广州市的“茶言啡

语”嘉年华竞赛活动，进行赛前培训，竞赛训练，并在茶汤品

饮竞赛中荣获 2 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

3.人才输出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高级茶艺师、茶道养生师。毕业生深受

茶行业的欢迎。连续 4 年成为“春秋两季的广州茶博会”茶师

服务接待工作伙伴。毕业生人才济济，2015 届刘秋阳成为南

方医科大学茶文化社团指导老师；李晓洪在广东茶艺师职业技

能竞赛获个人金奖第一名，刘子熙指导的团队获银奖。2018

年，首届毕业生邝欣作为全国唯一的中职生代表入选“第二届

中国大学生茶艺团”并获评优秀学员，同时获得前往哈萨克斯

坦进行茶文化交流的机会。2021 年 1 月，2018 届毕业生吴晓

菲参加湖南卫视茶频道“最美茶艺师”的层层海选进入全国十

强。学生参赛作品具有特色与个性化，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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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了软件著作权，使美育核心价值有形呈现。

学生美育成果-主题茶席设计软件著作权与获奖情况

事实证明，将中华传统茶文化的美育价值与学生的职业道

德结合起来培养，更有助于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充分体现了

旅游商务职业学校“立德树人，倚技出彩”德育思路。通过将

茶德、茶礼原理与原则直接运用到具体的活动实践中去，从而

形成独特的职业行为规范。

（二）实践活动

校外实践方面，我校已开发校外实践基地“海珠湖河南茶

室”“广州益武茶学院”、广东省茶叶研究所鸿雁英德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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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至 2020 年，连续三年组织我校茶艺与茶营销专业及茶

文化社团的学生，深入茶园生产一线，前往广东省茶叶研究所

清远英德基地进行采茶制茶等实践训练，从茶的源头，理解茶

之美以及茶艺师敬业、乐业之职业美，帮助学生树立职业审美。

近年来，我校茶艺专业师生茶文化交流次数达到 350 人次

/年，突显以职业美育的角度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的特色校园

文化，效果显著：2019 年 4 月的全国“全民饮茶日”，我校

王朝副校长专门安排校会时间，让老师在全校进行专题宣讲，

同时借助全国茶叶资源库的职教云平台，推出了《以职业美育

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的系列网络课程，发动全校师生共同学

习。全校开展了为期三天的“今天你喝茶了么”系列活动。通

过茶艺师生的茶艺展示，茶服讲解，向学校师生普及茶文化知

识，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校园粉丝，既充分展示了茶艺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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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综合职业素养，也普及饮茶有益健康和科学饮茶知识，营

造“知茶、爱茶、饮茶”的氛围，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廉、

美、和、敬”的中国茶德思想。

这些实践活动一方面帮助生生、师生、师师之间建立和谐

的人际关系，使学校充满人情味。另一方面帮助陶冶学生情操，

树立其主人翁责任感，构建美好和谐的校园文化，形成浓厚的

职业美育的茶文化氛围。促进学生深入学习中华茶艺的内涵与

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标准输出意识，促进美育核心素养的形

成。

（三）茶文化传播方面

2018 年 4 月 13-16 日，我校组织学生赴台湾进行“穗港

澳台四地技能节”交流，将有品味、有美感的岭南茶文化传播

到更多职业院校的师生当中，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同年

4 月，为进一步扩大岭南茶艺茶文化在全国的推广和传播，在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支持下，茶艺老师带领学生参与了第

四届“岭南茶艺进北京”活动，进行岭南音乐文化与茶文化的

现场交流。每年举办“岭南茶艺讲坛进北京”茶文化活动，并

接受新华网重点播报，这些实践都是努力让岭南茶文化之美传

播得更远更广。

2019 年 6 月，我校“中华茶艺工作室”在葡萄牙旅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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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隆重揭牌，推动中华茶艺逐步走向世界。我校茶艺专业管宛

嫦老师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往葡萄牙，开展了为期一个星期的

中葡茶文化交流。她在葡萄牙开展茶文化讲座，受到当地政府

及相关单位的一致好评。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

行，学校师生团队将茶艺带出国门，有望应邀到新西兰、越南、

老挝、斯里兰卡、俄罗斯等国家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茶艺的输出与交流活动（陈丽敏拍摄）

四、结语

以职业美育的角度传承和弘扬中华茶文化，有利于将中国

茶文化精神融入于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逐渐明确职业生涯发展的路径，从而促进

学生在专业上的发展。

职业美育能够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促进学生职业道

德水平的提升。职业道德是决定职业劳动能力价值取向的重要

因素，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是以职业道德认识、情感、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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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信仰、直觉和行为的培育作为前提。因此，要加强职业

美育的研究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