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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大学生对茶文化的认知与思考 

 

董玉杰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中原地区茶文化具有名茶少、代饮多、历史悠久和文化底蕴深厚等特点，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仍有重

要价值。但结合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现状可见，中原地区茶文化的品牌问题、传播问题、区域发展等问题

依然很突出。本文通过大学生的视角，为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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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是中国茶文化的过渡区，在我过茶文化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中原地区作为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文化以独有的姿

态呈现在时代的舞台。茶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反应，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

中产生的，以茶为基础、可继承、延续、发展的物质与精神的优秀创造物［1］。随着人们文

化意识的提高，中原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校大学生作为文化继承

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对中原茶文化的发展进行全新的认识与思考。 

一、茶文化概述 

（一）茶文化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2]。陆羽的《茶经》对茶的起源和发展有详尽的记载。由

茶衍生的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独特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茶文

化包含物质、精神和行为三层文化内涵。从物质文化来看：茶文化的物质层次是指人们从事

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综合，例如：茶叶的种植与采摘、加工、包装、收藏以及由

茶衍生的茶具等；从精神文化角度解读：茶文化的精神层次是指人们长期从事茶叶相关活动

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例如：与茶相关的文学作品、艺术、教育

等；从行为文化角度解读：茶文化的行为层次是指人们长期从事茶叶的生产、经营、消费过

程中的行为模式的总和，通常以茶艺、茶礼、茶俗等方式呈现。在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茶

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文化是探讨的主要方面，同时也不能忽视物质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研究。不

论是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亦或是行为层面都是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体现，是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 

（二）中原地区茶文化 

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原茶文化更是中国茶文化重要的地域分枝。中原

地区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以下几种特征： 

第一，名茶少。茶叶生长主要集中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而中原地区唯有河南最

南端的信阳满足其生长条件，因此信阳成为中原唯一的产茶区，所产的信阳毛尖是中国十大

名茶之一。 

第二，可替代品多。诸多中药材都可以成为茶的替代品。例如，山楂陈皮茶、枸杞百合

茶、陈皮罗汉果茶等等。中原地区之所以代茶饮丰富，主要是因为茶叶不产生于北方，在交

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将其南方舶入成本极高，非寻常人家能够享受。这种代茶饮一定程度

上弥补茶产不足的问题，但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饮茶。 

第三，中原地区茶文化历史悠久。学术上认为，饮茶的风俗习惯是从西南地区向中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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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载：“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

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2]反应饮茶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唐代中后期

饮茶的风俗渐渐在中原地区普及，杨晔《膳夫经手录》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

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3]描述了唐代中期以后北方中原饮茶情况；至北宋时中

原茶文化发展到鼎盛，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云：“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

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4](p106)。而宋徽宗《大观茶论》则自负地

称：“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

莫不咸造其极”[5](P86)。宋人生产的龙、凤、石乳、白乳等极品茶，“以充岁贡及邦国之

用”[6](P4477)，百姓难得一见。金元以后,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有所转变，茶的可替代性

越来越强。 

第四，文化底蕴深厚且影响力大。中原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

茶文化与饮食结合，产生了“米茶”、“面茶”、“杏仁茶”等民间小吃，茶文化用于待客以表

达主人热情好客，茶文化与各种风俗结合彰显茶地位的重要等等。茶文化在中原地区居民生

活过程中，也同样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加强了与其他名族的融合，使得茶文化在全国范围广泛

传播。例如，当时的契丹位于我国北方,气候极端,无法满足茶叶生产条件,只能通过与唐、

宋等中原地区以贸易、赠礼和战争掠夺的方式输入。因此，契丹所形成的茶文化习俗,深受

中原地区的熏陶,甚至在多方面都有中原茶文化的影子。 

二、当代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现状 

（一）中原地区社会茶文化的现状 

1. 名茶少且茶品杂 

名茶少是中原地区茶叶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的明显问题，当今社会即便是科学技术有很大

的发展也未改变这一发展局限。茶树对生长条件有很高的要求，光照充足则枝繁叶茂，气候

温和、雨水充足则生长周期短，茶树生长在土壤肥沃、坡面向阳处则茶叶饱满。信阳位于大

别山区，这里云雾缭绕，雨水充足，树木茂盛，土壤肥沃，是中国著名的产茶区，信阳毛尖

更是成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信阳毛尖中以文新茶叶、龙潭茶叶、豫信茶叶较为著名，而其

他茶叶品牌影响力很小。 

茶品杂是目前中原地区茶文化市场最为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方面是茶企业鱼龙混杂。茶产业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据调查，信阳茶企

多达 14000多家，形成的茶品更是数不胜数。另一方面外国茶品的冲击，由于全球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外国茶叶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并且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英式饮茶”

的代表 Twining、全球最大的茶叶品牌立顿、美国的泰舒茶、印度的塔塔茶等成为中国消费

者的首选。 

2. 品牌建设意识不强 

虽然中原地区茶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品牌的建设依旧是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的痛

病。市场上造假抄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消费者在选择茶叶品牌时难辨真伪、上当受骗，这

种现象严重破坏中原茶叶品牌原本的形象，导致消费者在实际饮用过程中落差极大，以至于

对后期的消费望而却步。 

中原地区茶叶生产以小户为主,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轨。在产品生产上，由于小户经营的

分散性，生产过程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各种品牌质量参差不齐，无法对口市场上各类消费

者的需求。在产品经营上，由于经营主体分散，使得茶叶品牌无法形成群聚效应。这种经营

的分散性也导致中原地区经营主体力量不强，盈利水平低，产品的技术和管理不统一，茶品

一直停滞不前。在产品品类上，中原地区茶叶品牌种类受种植区独特的环境和文化的影响，

产品质量很难趋于一致。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为“五云两潭一寨”，这些地区以各自独有的

自然优势，生产出体现各自特色的茶种。依据各地区独特的环境形成了不同的茶叶品牌，例

如，文新茶叶、龙潭茶叶等。在劳动力选择上，由于茶叶在种植过程中选择的劳动力年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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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教育程度不高，对品控的要求不达标，不仅影响茶产品质量同时也造成品牌生存隐患。 

品牌建设是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能否抢占市场并获得长足生命力的关键一步，要充分利

用品牌效应，打造中原茶产业竞争力，促使其不断发展壮大。 

3. 文化传播遭遇新困境 

无论是作为单纯的商品还是文化产品，中原茶文化的传播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就目前

市场的传播现状来看，中原茶文化的传播面临着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诸多新困境： 

第一，媒体宣传力度不足。中原茶文化与新媒体在融合的过程中并没有处理好广泛性、

专业性等问题。就信阳毛尖的宣传来说，现有专业的“互联网+茶文化”传播渠道中，微博

有霖露传媒、信阳茶叶网、信阳茶网等 8 个，微信公众号有信阳天天茶天下、信阳茶吧等

12 个，专业的网站有信阳茶叶协会、信阳毛尖茶文化网等，茶文化相关 App 尚未出现。相

关微博虽然不少，但是粉丝数量普遍较低，影响力不大，微信公众号数量虽多，但是做强做

大的也很少。因此，将茶文化宣传与新媒体结合确实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能乱花迷

人眼，要提高媒体宣传的专业性和广泛性。 

第二，品牌缺乏创造力。消费者在众多茶叶品牌的面前，大多更倾向于博自己眼球的产

品，但是中原地区众多茶产业在设计自身品牌时，没有突出中原茶的文化历史和资源优势，

甚至出现了大肆模仿抄袭的情况。这种行为是一种消费欺骗，阻碍了茶产业的发展。 

第三，传播效果折扣化。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受众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和

认知差异，造成传播折扣化。年纪较长的人对茶叶的需求量大，他们对茶叶的品质有一定的

了解，喝茶的爱好也相当浓厚，同时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比较强。而年轻人更追求快餐式饮品，

如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奶茶、咖啡等。所以，中原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不同主体

的消费品味，对症下药。 

（二）中原地区校园茶文化发展现状 

1. 在校大学生茶文化认识不足 

中原地区茶文化虽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在校大学生普遍对茶文化知识不够了

解，而且也缺乏对茶文化传承的意识。 

首先，大学生对茶文化重视度较低。虽然中原地区有些高校茶文化与学科教育相结合，

在专业和课程选择方面学生很少对茶文化感兴趣，社团活动中学生对茶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也

不高。大学生尚且不了解茶文化的重要性。 

其次，大学生容易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大学是思想和文化兼容并包的圣地，大学生可以

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异质文化的冲击也是茶文化意识不足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种休闲饮品，大学生群体更倾向于咖啡、可乐等外来产品。 

最后，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快节奏化。很少有人能静下心品茶、品味茶文化。茶本身的发

展已经现代化、商业化，导致大学生对这一文化的接触减少，逐渐被遗忘。虽然提倡茶文化

与高校教育相结合，但是结合程度不高，极为有限的教材也是泛泛而谈，以至于大学生不仅

对茶文化文化价值认识不足而且也忽视茶的经济价值，如此便导致大学生缺乏对茶文化传承

和发展的责任。 

目前来看，从事茶叶生产经营的茶商与茶的接触最多最广，但是茶文化的传承如果只依

赖茶商，茶的文化价值难以发挥，甚至会出现文化传承的中断和扭曲化。 

2. 校园传播存在地域局限 

茶文化与高校文化建设具有极强的契合性，但是中原地区高校茶文化建设以局部发展为

特点，尚未达到中原一体化传播与发展。 

以信阳农林学院为例，1982年信阳农林开设茶专业，并于 2015年发展为茶学院，是河

南省最早开设茶学专业的学校，其《制茶学》课程获得省级优秀课程，《制茶工艺》课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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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茶叶审评与检验》课程被评为首批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组织开展

校内外一系列“弘扬茶文化，提高茶技能”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十七届学生茶

艺大赛、七届茶文化节，还有无我茶会、茶苑大讲堂、评茶大赛、制茶大赛、茶文化知识竞

赛，以及仿宋斗茶点茶大赛、茶叶短视频营销大赛、茶叶新媒体营销大赛、茶叶直播营销大

赛、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相关比赛，茶文化进校园活动获批河南省第

一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品牌重点建设项目。其他高校也应当开展相关校园茶文化活动，

共同为中原茶文化传播添砖加瓦。 

三、当代中原地区茶文化的价值 

（一）中原地区茶文化在社会建设中的价值 

1. 稳固文化根基，增强文化自信 

当今，中原茶文化正处在传承和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在享受老祖先留下的宝贵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要有主体担当意识，要担负起中原茶文化传承和发展时代责任，振

兴茶文化产业，挖掘中原茶文化潜力，展现茶文化魅力，提高文化软实力。 

茶文化中以“和”文化为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体现了对“和”的继承和发展，

茶文化的思想精髓也恰好满足其需求。“和”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是修身养性必不可

少的元素。喜茶者在与茶打交道时，沉浸在茶所表现的清新淡雅、超脱世俗，借助茶所表现

的气韵来陶冶情操，追求一种平和、淡泊与从容的处世之道。茶文化中呈现的“待客之道”，

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礼，与当代文化所追求的“友谊”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文化自古便有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待客之道，如今中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是追求“睦

邻友好，和平外交”。由此可见，这种待客之道是深入国家和人民骨髓的。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文化特质，不断萃取文化的思想精华满足时代发展要求。

茶文化历久弥新，在古代社会贯穿百姓生活之中，无论是帝王公亲还是平民百姓，都享受其

中，可见茶文化已经融入人民的血液中。当前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是更好的满足人民精神生

活新期待，讲求平等和谐，而茶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正好与时代需求相契合，因此，茶文化

在当今社会要充分发挥增强文化自信的作用，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2. 发挥茶文化优势，提高区域经济实力 

中原地区自古便是茶叶生产的重镇地之一，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浓厚。以信

阳茶为主要代表的河南茶叶,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非常喜爱的茶叶品种。在“一带一路”战

略背景下,中原地区以信阳毛尖为代表的茶文化资源优势被放大,成为推动中原地区经济发

展的中流砥柱。河南省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开展茶文化建设,将文化优势发展为经济优势。

河南省的茶文化资源,在挖掘与利用过程中,与其他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塑造出了一批特色的

产业、企业、产品、品牌。作为深厚的文化遗产,河南省的茶文化在政府与企业通力推动下,

与区域内其他产业形成互为表里的关系,逐渐塑造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区域经济模

式不同于其他的经济模式，它是基于河南省本身特有的茶文化优势发展而来的。通过茶文化

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河南省的产业链呈现出更为完善和强劲的力量，形成了创意产业、旅游

产业和娱乐产业等,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为稳固的力量。 

（二）中原地区茶文化在学校建设中的价值 

1. 树立正确价值观，增强学生道德修养 

随着社会开放式发展，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受西方异质文

化冲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对于大学生而言，自身的辨别机制和价值观尚未定型，会受到其

他文化的影响而产生极端的行为和错误的思想观念，从而影响到校园文化的建设。 

针对这种现象，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应当进一步加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并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首先，茶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哲理，茶文化教育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很大的促进

作用。通过向大学生展示茶艺、茶诗、茶道等，引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其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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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包含的“和”、“静”、“雅”等思想意蕴可以同思政课程相结合，形成更为完善的思想

教育体系。另外，面对校园茶文化氛围不浓厚，大学生对校园茶文化理解片面等情况，高校

应当以茶文化为载体，开展与茶文化相关文化实践活动，不仅可以充实校园文化内容，还能

丰富学生的审美趣味，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自身发展，健全校园文化。 

2. 传承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向学生展示

学校特色。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但

是学生很难从以理论为主的文化中获得切实的感受，以至于校园文化氛围不浓厚，对学生的

影响力有限。面对新时代发展要求，高校需要借助校园文化这一宣传渠道，不仅要丰富校园

文化内涵，而且要增强校园文化的生命力，以更为生动、具体、贴合学生需要的文化内容，

来提高学生文化传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茶文化具备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双重形态，可借助

茶文化展览、茶道讲座、茶艺表演、品茶交流等更生动具象的内容，向学生展示校园文化的

特色，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提高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主动承担文化传播和传

承的责任，推动我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 

四、大学生对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的认知与思考 

作为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在校大学生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原茶文化的发展探索更广阔的舞

台。 

（一）绽放中原地区茶文化精神魅力 

新时代，中原地区茶文化要呈现新的时代担当。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要筑牢文化意识，

展现茶文化新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发挥更为强健的作用。作为中华

文化精华，中原茶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这恰巧也是中华文化生命力所在。 

中国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影响其他国家，过去茶文化往往是通过来华的僧侣、使

臣和贸易往来等形式传播，其影响力延伸到东亚地区、欧美地区、东南亚地区等。联合国甚

至将每年的 5月 21日定为“国际茶日”。由此可见，茶的传播不单单局限于物质层面的交换，

茶已经成为各国交流的桥梁，文化交往和碰撞的媒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文化

的舞台也越来越广阔，“一带一路”为世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大舞台。茶文化在传统

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贸易元素，在如今的“一带一路”上仍不可忽视。 

在新时代，中原茶文化要在充分挖掘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等历史文化内

涵基础上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以茶会友，将中原茶文化推向世界各个国家，并

逐步沿“一带一路”延伸，不断推广。更要利用好各种出口平台，充分利用东盟博览会、广

交会以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等平台，积极宣传茶文化，开展茶品牌海外推广，扩大中国茶

的影响力。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和国际贸易，实现更为深入的国际合作、促进世界文化交

流、增进各国友好关系、实现共同繁荣，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原茶文化不仅要面向中国也要面向世界，我们要坚持茶文化

的文化本质和其独有的民族特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异质文化的不断冲击下，保持文化清

醒，坚守文化基因，引领时代潮流。 

（二）拓展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思路 

就中原地区茶文化现状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其发展的主要阻力。如何突破该阻

力实现中原茶文化一体化，要从多方面拓展中原茶文化发展思路。 

第一，推广中原茶文化，实现中原协调发展。当今，信息爆炸引发注意力经济。中原茶

文化实现更好发展，必须要充分营销。先要明确中原茶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做好茶

文化产品的精准定位，注重宣传中原茶文化的文化符号特性，增加其附加值；其次，与中原

茶文化相关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名人明星等形成完整的宣传系统；此外，我们可以向消费

者普及中原茶独特的历史、生产地、茶色、口感等，增强中原地区茶文化的神秘感；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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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图书馆、博物馆、电视节目等展开中原茶文化的专题讲座和品鉴活动，向消费者传递饮

茶文化。 

第二，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推陈出新，充分挖掘与其他产业的内在联系，共同带动

中原地区经济发展。中原茶文化发展的经济模式具有丰富性和无限性，如旅游业相结发展的

游茶园、茶文化博览会等；与各类饮品相结合产生不同的饮料门类，花茶、果茶、奶茶等；

与茶有关的器具便有盖碗、公道杯、品茗杯、茶壶等；茶道与花道融合；与教育结合便有食

品营养学、茶叶加工学、茶文化学等，与茶融合发展的产品越来越多。同时我们要意识到，

中原茶文化的发展要跳出传统生产模式的限制，要紧跟时代提高产品种类多样化、品牌的特

色化、文化意识、传播力度与国际形象等。 

第三，科学技术必然成为新时代茶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技术可以破解茶叶种植方面的

问题，提高茶叶生产率；融入技术可以降低经营管理的成本；利用技术可以拓宽销售方式，

时下流行的网络直播有利于扩大销售面。因此茶文化的发展应当主动积极拥抱新科技，为茶

文化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茶文化无论是在挖掘商业价值还是在科技创新方面都存在着利和

弊。新时代的元素对茶文化的冲击还是客观存在的。中原茶文化拓宽产业链以及同科技结合

的确有利于突破生产瓶颈，提高自身效益，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三）打好中原地区茶文化品牌攻坚战 

茶文化品牌同其他商品的品牌定位不一致，它的文化底蕴非同一般，要想在市场竞争中

迎难而上必须有全新的、精准的定位，注重茶文化品牌建设。 

经营者要充分挖掘中原地区茶文化内涵，将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结合。虽然我国茶历史

悠久，但是茶还是以区域品牌为主，只有名茶，没有专业的品牌。茶叶品牌存在以假乱真，

欺骗消费者的乱象。因此，茶文化发展必须提高品牌意识，打独有的特色品牌，提高消费者

对茶叶的辨别程度，打响品牌效应，让茶文化走的更远、变得更强。 

为使中原茶产品发展更为稳固，仍需要优化中原茶产品的品质。为了提高中原茶叶的品

质,在茶叶的生产过程中要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一是我们必须注意土壤肥力和水质，根据不同

品种茶叶种植需要来科学施肥；二是注重茶叶的种植技术；三是我们也需要提升人员素质，

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茶叶的品质；四是优化茶园种植环境。 

茶文化品牌建立过程中政府还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帮助茶文化品牌严把关，是茶文化品

牌获得更为强劲的生命力。一方面政府牢抓市场乱象，严处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欺骗消费者

行为，为茶文化品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为茶文化品牌带来更多契机，为

茶文化的发展寻觅更广阔的国内和国际舞台，助力茶文化品牌建设取得更坚实的成果。 

（四）增设特色茶文化课程 

将校园文化课程与茶文化相结合，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学生需求来确定课程种

类，围绕学生实际发展情况制定课程内容，组织教师积极参与，研发特色课程，进一步保证

校园特色文化课程开设的科学性。 

在操作过程中，高校可以成立专门的科研团队，采取多种模式、面对面交流与互动等方

式，把握学生对所开设课程的切实需要、家长期望以及地方茶文化资源，综合各个主体合理

定位课程的设置。 

同时，研发特色课程，要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为主，借助当地茶产业、茶园、

茶馆以及茶文化研究机构等资源，为课程的实践环节提供支持。其次，茶文化课程的构建，

还需要结合中原地区茶文化特色和高校办学特色，设定不同的专业分类。从提升学生茶文化

素养与实践能力出发，应当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多组织学生开展校

园茶文化节、茶文化戏剧、茶文化小品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开拓创新。除此之外，

还需要聘请专职研究员定时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为其传授专业的茶文化知识与实践技能。

教师也要多进行实地考察，为校园茶文化课程的开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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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设茶文化社团活动 

学生社团活动是开展茶文化教育，丰富校园文化体系，传播茶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茶文化的宣传具有重大作用。社团活动是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并由学生自行组织开展的

活动，组建茶文化社团，是一种更利于学生学习和吸收的方式。因此，高校应当呼吁学生积

极组织茶文化社团活动，为志趣相投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平台，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见解，共

同学习，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中原茶文化知识的了解。 

在实践过程中，学校不仅要在思想上支持，也要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提供更为先进

的设备，优化茶文化发展环境，满足茶文化社团交流、学习、互动等切实需求。同时，还应

当定期邀请茶艺师对社团成员进行茶艺培训、专题演讲等活动，让每位社员都能够学习到茶

文化专业知识。学校也应当呼吁茶文化社团积极参与学校重大庆典活动，为茶文化提供表演

的舞台，这对宣传茶文化具有长足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展示学校办学特色。除此之外，学校

可以打造茶文化长廊，利用教室、走廊宣传栏等，设置成“茶文化进校园”展示区域。学校

也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茶文化手抄报比赛等活动。 

五、总结 

中原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社会发展使中原茶文化面临新的挑战。茶文

化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茶文化的挖掘有助于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中原地区的茶文化又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于中原茶

文化的充分研究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思路。在中原地区茶文化发展过程中，要

不断挖掘其文化价值，促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协调发展。同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文化发展要有创新意识，对茶文化发展要精准定位，不断赋予新的时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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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is characterised by few famous tea, more substitutes,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still of great value in today's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brand problems,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 still very prominent. This article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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