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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其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核心驱动力。

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诉求，我们必须明白思想教育才是大学生

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大学生的培养与教育来说，因此，重视做好

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而如何才能更好做好该教育活动呢？结合学生

培养状况和实际，我们看到，基于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特点，引导学生掌

握合理、正确的思维理念，需要我们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势，尤其

是通过筛选出我国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茶文化，从而使得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更加丰富，更为关键的是结合教学理念的完善融

入，进而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观念。而想要有效融入茶文化元

素内涵，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需要我们充分做到：

首先，要探究茶文化元素体系的思维内涵，并且结合具体的改造和

有效创新，进而帮助大学生自身更深刻的去理解茶文化元素中的思维观

念，从而弥补和提升自身思维价值。结合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我

们看到现阶段大学生已经进入“90后”、甚至是“00后”占据主体的时代，
这些学生其思想行为上更加偏向于自我，尤其是不能很好地去团结自己

周围的同学，进而影响了学生集体意识的有效培养。不仅仅是学生的自

我意识突出，学生自身在面对困难和处理问题时，缺乏应有的抗挫折意

识，这大大影响了学生受教育的效果。所以，在茶文化元素的综合应用

时，必须充分注重必要的改造与创新，只有合理化创新，其才有可能实现

最佳应用效果。

其次，在传统茶文化元素具体应用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注重将学

生自身的学习兴趣和关注度与其应用相结合，通过整体性创新和全面融

入，从而实现茶文化元素的最佳应用效果。实际上，只有学生认识到该元

素的具体应用价值，才有可能积极参与到教学上。相对于普通的教学活

动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点是学生习惯和意识的培养，所以，从学生

自身的关注点出发，尤其是学生思想素养培养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学生自

身合理习惯的有效教育和引导，因此，我们通过对茶文化机制进行合理

改造，结合学生兴趣内涵的合理融入，从而提升整个茶文化元素的最佳

应用效果。

最后，要注重将理论素养教育与学生实践思维内涵的引导相结合，

特别是对于学生思想教育活动开展来说，我们不能始终局限在理论教育

体系之中，特别是对于思想教育与引领感知来说，如果我们仅仅是凭借

理论教育，其很难给予学生必要的启迪与认知，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实现

最佳思想启发，就需要通过设置合理完善的实践环节，从而让学生通过

自身直接参与和实际感受，从而品味到相应思维内涵。

5 结语

随着高校思想教育活动不断成熟，现阶段在学生培养时，我们认识

到学生教育应该是一项系统化的活动，无论是具体的教学内涵，还是相

关教学理念，都应该从客观的教学实际出发，通过细化探究教学的重点

和实施特点，从而为整个思政教育活动的具体落实奠定重要基础。比如，

在目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过程中，必须让学生自身直观有效的感受到具

体的精神启迪和引领，从而才有可能帮助大学生更好的理解思政教育活

动中所具体包含的素材内容。

参考文献
[1] 董学文.传统文化传承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实践研究———以《中

国茶文化》课程为例[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11):111-113.
[2] 崔开明.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多维视角的

解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1):101-103.
[3] 王丽萍.乡土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堂中的价值分析———以五台

山地区为例[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5,(02):221-225.
[4] 刘开伟.大学体育课程“网络导学+课堂教学”双主体教学模式构

建[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121-135.
[5] 张慧芳. 传统文化视域下我国高校学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探

究———以儒家文化为例 [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11):102-105.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问题研究》 （批准号：2016BJJ039）；
2018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95”后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研究》 （批准号：2018-ZZJH-333）；
2017年度开封大学教改重点招标课题《开封大学“一校一品”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批准号：2017-KDJGZB-8）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左慧琴（1984-）女，河南省项城人，开封大学，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1 传统茶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传统茶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与传统文学、美学、哲学存在

着密切的契合。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茶文化的传承也遇到了

一定的瓶颈，但是，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渗透在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并潜移默化地引导其不断探索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

而传统茶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涵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接受。

1.1 茶文化与文学
茶叶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而由于茶叶的颜色、气味，以及

在品茶中所营造出的人文氛围与文人所追求的精神世界相契合，因此，

历代文人都将饮茶作为修身养性的“标配”，这样茶自然也就成为诗词歌

赋中最常见的描写意象，例如唐代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中写到：“洁性

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

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诗人们已经将茶拟人化，并将其作为

自身道德修养的“标杆”，用茶的“洁性不可污”来不断审视自己、反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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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提升自己。

1.2 茶文化与美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美的追求是含蓄而淡雅的，而茶表现出来的清

新、朴素的自然之美就构成了人们欣赏美、描述美、创作美最重要的精神

契机。唐代诗人元稹在《一字至七字茶诗》中描写到“茶。香叶、嫩芽。慕

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

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巧妙的文字形

式，将茶叶的色、香、味，茶具的精雕细琢，饮茶人的淡雅、幽静，以及饮茶

后的精神升华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在这一过程中，茶文化所营造出来的

美，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色彩协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舒适，即“洗尽古

今人不倦”，大有荡涤一切偏离美学想象，独留香茗一盏的意境。

1.3 茶文化与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儒、道、佛三家的精髓，而传统茶文化的精神

内核恰好迎合了这三家所倡导的人生哲学。儒家的“仁”、“礼”，虽然在茶

文化并不直接强调仁义礼智信，但是在严谨的茶礼中，我们却可以看到

主客之别、长幼尊卑，如古代晚辈向长辈敬茶已经成为传统习俗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佛家的“超然物外”，在佛家的哲学看来，世事之所以能够

扰乱人心，并非世事艰险，是人心易动，而在迷茫困惑的时候品上一杯清

茶，在清新四溢、袅袅茶香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一切困惑也就能够从更加

超然广阔的视角解释并接受；道家的“清静无为”，道家强调出仕，希望人

能够摆脱精神束缚，无拘无束，而茶的淡雅清净自然也就迎合了这一部

分人的精神追求。

2 传统茶文化对大学生人文修养提升的作用传统

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其能否健康成长尤其

是精神世界的健康甚至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现代社会环境

中，市场经济的冲击让一些大学生对金钱、利益产生了扭曲的认识，网络

虚拟世界让一些大学生逐渐忽视了与现实世界的互动。这些新的情况都

警示我们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严峻，因此，如何利用有效

的手段，对大学生的人文修养进行提升则成为高校德育教育中不可忽视

的环节。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

涵，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将传统茶文化融入

到人文素质教学中，对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端正品行，提升人文素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是一个积极美好的意象，提起茶与茶文化，我

们会下意识地将其与文学、美学、以及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等积极因素

联系起来。的确，茶文化并不是一种玄而又玄的文化形式，而是一种能够

引导人、约束人的道德规范，如品茶的过程主要分为温杯、置茶、醒茶、冲

泡几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耐心、细心，这个过程就是对人的心灵的

一种磨练与引导。大学生在品茶的过程中，也能够体会其中蕴含的人文

理念，从而反思自己的思想、行为，并实现自我约束。

2.2 有利于安抚精神，树立价值理念
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是当代大学生德育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大

学生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活力的一个群体，他们如何评价客观事物，如

何认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品质则直接影响其未来的人生选择。在现代社

会，迅达的网络技术为我们带来了铺天盖地的信息，海量信息让大学生

的选择空间变大了，但是精神上却也更加迷茫，不同的价值理念在头脑

中不断爆发矛盾，使得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更加复杂，也更加困惑。而

这时教师就可以在德育教育中融入茶文化，利用茶文化中的佛学理念，

让学生静下心，在纷繁复杂的人生选择中，坚持自己，从而形成正确的价

值理念。

2.3 有利于传承文化，激发爱国情感
文化传承是近年来的社会“热词”，提起传统茶文化，我们有漫长而

丰富的文化印记。但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大学生

对于茶文化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例如年轻人更喜欢风味独特的饮料，而

对饮茶嗤之以鼻；提起茶道最先想到的是日本茶道，甚至认为日本才是

东方茶文化的源头，而这些思想误区暗示着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不自信，因此，在德育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发展历

史，让学生追本溯源，让学生感叹于中国传统茶文化的成就与魅力，并在

茶文化的引导下形成爱国主义情感。

2.4 有利于拓宽视野，积累文化知识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数据显示每年我

国毕业的大学生多大上百万，但是可供就业的岗位却远远达不到需求，

这样激烈的竞争形式使得每个学生都应该尽量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传

统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

够对我国历史、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都形成一个深入的了解，将传统茶文

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融合，并在茶文化的融合中拓宽视野，丰富知识。

3 将传统茶文化融入大学生人文修养教学的途径

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德育教育的融合是创新教学理念的重要内容。利

用茶文化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修养并不是简单地回顾中国茶文化历史

这样简单，学校、教师应该利用多种途径，营造一种茶文化氛围，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接受其中的人文理念。基于此，高校要想将传统茶

文化融入大学生人文修养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利用茶

德教育，渗透茶文化中的人文理念。传统茶文化中蕴含的道德理念，是其

引导大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关键因素，在当前文化融合的背景下，高校

应该努力纠正大学生对于传统茶文化产生的认识误区，并利用其中宁静

淡泊、明德知礼等传统道德规范，对大学生德育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以逐

渐提升其人文素质与道德品质。第二，营造氛围，构建校园茶文化。环境

氛围对个体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茶文化的渗透并不是简单的物质

投入，而是需要一定的氛围熏陶，因此，学校、教师在德育教育中可以将

茶文化渗透在校园文化中来，通过对当地茶文化的追根溯源，引导学生

积极主动地了解茶诗、茶礼、茶具、茶德、茶道等文化内容，从而营造浓厚

的校园茶文化氛围。第三，利用多种传播途径，拓展茶文化影响。茶文化

的渗透需要依赖多元化的传播途径，例如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学校、教师

可以利用新媒体为学生提供茶艺欣赏素材，让学生学习传统茶礼，在茶

艺比赛中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并在茶艺表演过程中逐渐理解茶文化；组

织茶文化展览，让学生在专业人士的讲解中，进一步了解不同区域的茶

文化，以及中国茶文化蕴含的独特的精神内涵。第四，结合专业教学，渗

透茶文化知识。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茶文化的理解角度也不尽相同，因

此，教师在利用茶文化提升学生人文修养的过程中，应该注重与专业学

习的契合，如让历史系学生追溯传统茶文化的发展历史；让经济系的学

生设计茶叶营销方案；让外语系的学生研究茶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以激

发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

4 结束语

总之，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市场对于具有良好人文素养的人

才越来越重视，因此，在教育过程中，高校不仅要让大学生具备专业的文

化知识，更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道德素养。我国传统茶文化中蕴含

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因此大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茶文化，来陶冶情操，培养

艺术情操，了解中国文化，丰富知识，用传统茶文化塑造自己的精神品

质，并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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