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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1.每门课程均需明确“课程类别”，从“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类课程”中选择一个选项填报。

2.申报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也可由教学团队共同讲

授。

3.“学科门类/专业大类代码”和“一级学科/专业类代

码”请规范填写。没有对应具体学科专业的课程，请分别填写

“00”和“0000”。

4.申报书按每门课程单独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5.所有报送材料均可能上网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

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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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茶艺》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实践类课程

所属学科门类/

专业大类代码

54（旅游大类）

一级学科/专业类代码 540101（旅游管理）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大学二年级

学 时 36

学 分 2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2023 年 2 月 11 日—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8 月 26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最近两期学生总人数 166

教学方式 ○线下 ○线上 ●线上线下混合式

线上课程地址及账号
https://course.rzpt.cn/teacher/course-manage.ph

p?course_id=1589

注：（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等信息）

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基本情况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1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及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总人数限 8人之内）

序号 姓名
系/

部门

出生

年月
职务 职称

手机

号码

电子

邮箱
教学任务

1 王春

霞

人 文

旅 游

系

1982

.05

教师 讲师 1356

3300

510

24758

3019@

qq.co

m

课程设计、建设资

源、主讲

2 燕梅 人 文

旅 游

1971

.12

教师 讲师 1372

3935

39560

9568@

建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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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863 qq.co

m

3 徐伟

莲

人 文

旅 游

系

1979

.11

教师 讲师 1360

6332

906

45759

44@qq

.com

建设资源

4 宁双 人 文

旅 游

系

1981

.10

教师 副 教

授

1356

2359

762

51913

9549@

qq.co

m

主讲

5 郭雁

南

思 政

部

1981

.11

教研

室主

任

副 教

授

1520

6330

526

yanna

n81@

163.c

om

思政设计

6 于洪

宁

日 照

和 雅

茶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1993

.06

高
级
技
师

1561

5194

568

36731

4821@

qq.co

m

实习实训

三、授课教师（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情况

课程负责人

情况

（近 5年来在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理

论研究、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的情况）

一、承担课程教学任务方面

学期 课程 学时

2018-2019-1 《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服务礼仪》

等

172

2018-2019-2 《茶叶品鉴》、《形象设计》等 182

2019-2020-1 《旅游职业形象设计》、《旅游软文

撰写》等

240

2019-2020-2 《茶叶品鉴》、《形象设计》等 192

2020-2021-1 《茶艺》、《旅游职业形象设计》等 204

2020-2021-2 《茶艺》、《形象设计》等 174

2021-2022-1 《茶艺》、《旅游职业形象设计》 256

2021-2022-2 《旅游软文撰写》、《研学旅行课程

开发》等

120

2022-2023-1 《茶艺》、《旅游职业形象设计》等 222

2022-2023-2 《茶艺》、《汉语教程》等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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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

课题、论文等 立项单位、期刊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旅游纵览》

山东省旅游扶贫村发展困境与路径探究 《时代经贸》

茶文化研学旅游产品的开发 《东方企业文化》

现代性焦虑下的迷茫与失落 《时代文学》

乡村振兴视域下日照市茶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路径研究

山东省文化艺术

科学协会

非遗传承视域下山东省茶文化研学旅行

发展路径研究

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

主客共享视域下日照建设现代化国际海

滨旅游度假名城的路径研究

日照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产业兴旺视域下传统工艺类非遗产业化

赋能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

日照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地域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融合研究—以

日照市为例

山东省文化艺术

科学协会

STEAM 教育视野下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专业能力培养研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山东省幼儿园音乐教育现状及改革研究 山东省文化艺术

科学协会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专

业能力发展研究

日照职业技术学

院

三、教学奖励

2017 年 1 月，日照市第十四届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2017 年 6 月，校级信息化教学设计大赛一等奖

2020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茶艺项目二等

奖指导教师

教学团队情况

（近 5年来教学团队在组织实施本课程教育教学、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参加课程思政学习培训、集体教研、获得教学奖励等

方面的情况。如不是教学团队，可填无）

学期 课程 学时

2018-2019-1 《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服务礼仪》

等

172

2018-2019-2 《茶叶品鉴》、《形象设计》等 182

2019-2020-1 《旅游职业形象设计》、《旅游软文

撰写》等

240

2019-2020-2 《茶叶品鉴》、《形象设计》等 192

2020-2021-1 《茶艺》、《旅游职业形象设计》等 204

2020-2021-2 《茶艺》、《形象设计》等 174

2021-2022-1 《茶艺》、《旅游职业形象设计》 256

2021-2022-2 《旅游软文撰写》、《研学旅行课程

开发》等

120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5&CurRec=3&recid=&FileName=LYZL201904095&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D&yx=&pr=CJFU2019;&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5&CurRec=2&recid=&FileName=SDMJ202012027&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CJFY2020;&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25&CurRec=1&recid=&FileName=DFQY2020S2015&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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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1 《茶艺》、《旅游职业形象设计》等 222

2022-2023-2 《茶艺》、《汉语教程》等 180

四、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设计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本校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要求，准确把握本课程的课

程思政建设方向和重点，科学设计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优化课程思政内

容供给，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等情况。500 字以内）

我校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技术与人文融通”，以“根治日照，深耕海洋”

为办学定位，注重德技并修，育训并举，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旅游管理专业作为国家示范性重点专业、山东省品牌专业，

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面向区域旅游业发展，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全面发

展的有创意、会策划、懂经营、会服务的复合型高素质服务技能人才。

《茶艺》作为旅游管理专业开设的专业平台课程，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

时，也注重学生的思想教育。课程紧扣“茶文化与茶艺传承”这一主线，以课程

理论为指导，以课内外实训实践为抓手，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

三方面确定课程目标，践行习近平文化自信理念，把齐鲁大地“仁义礼智信”为

核心的传统文化与“廉美和敬、精行俭德”的茶文化思想有机融合，确立课程思

政育人目标，挖掘课程思政育人元素，打造具有区域办学特色的课程思政品牌。

在对课程知识单元所蕴含思政元素进行挖掘梳理的基础上，形成以“个人修

养、职业素养、理想信念”为主线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一是个人修养。在茶文

化讲授、茶艺演示、茶汤品鉴中，将“一杯清茗情更真”的中国式生活哲学与“精

行俭德”的茶人精神渗透到学生的成长历程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二是职业素养。以文化人，以艺增信，德技并修。感悟茶文

化与茶艺中对规则的敬重、对礼法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敬畏，强化学生的规则意识，

形成良好的职业素质、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三是理想信念。激发学生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崇、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思考，增强文化自觉，坚定理

想信念；引导学生弘扬茶文化，关注茶产业、创新茶科技，富有中国心、饱含中

国情、充满中国味，做“爱国、奉献、守正、创新”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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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茶艺》教学目标

课程

单元

能力目标 知识目标 思政目标

通茶史 1.能阐述茶文化

发展历史；

2.能领会中国茶

道精神。

1.了解茶文化的发展演变历

史；

2.掌握中国茶道精神的内涵。

①领悟茶道精神，培养清

廉俭德的道德品质；

②树立文化自信，培养爱

国情怀。

识茶类 1.能识别六大茶

类；

2.能科学健康饮

茶。

1.掌握茶叶的分类及储存方

法；

2.了解健康饮茶的知识。

①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②树立健康饮茶的意识。

修茶艺 1.能熟练冲泡六

大茶类；

2.能制作经典茶

调饮作品。

1.掌握茶艺服务程中的礼仪

规范；

2.掌握不同茶类的冲泡流程

和技术；

3.掌握茶调饮的色彩、口味等

基础。

①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认

同感；

②坚定创造美好生活的价

值观。

鉴茶品 能进行不同茶类

的茶叶审评。

1.了解茶叶的非遗制作技艺；

2.掌握茶叶的品评方法和内

容。

① 培养科学严谨的职业

态度；

②感受中国劳动人民的智

慧，树立保护非遗茶文化

的意识。

创茶席 1.能根据茶类选

配茶具；

2.能根据主题完

成茶席设计。

1.了解茶具的分类；

2.掌握茶席构成要素；

3.掌握品茗环境的构成与营

造原则。

①提升美学鉴赏能力和审

美素养；

②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

新能力。

组茶会 能自主设计、策

划、组织与筹办小

型主题茶会。

1.了解茶会的常见主题和环

节内容；

2 掌握茶会策划的流程。

①树立学生团队协作的精

神；

②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

和社会责任感。

五、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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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如何结合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完善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将课程

建设目标融入课程教学过程等情况。1000 字以内）

（一）深入挖掘茶艺课程蕴含的思政育人元素，将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有机融入

教学内容

《茶艺》作为一门思想性、操作性、艺术性很强的专业平台课，以介绍茶文

化基础知识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目的，将学生培养成为懂茶、爱茶、推广茶的

复合型技能人才。对接岗位职业能力、各类比赛的赛项要求以及茶艺师、评茶员

职业岗位能力为标准，进行课程对内容重构，将基础知识、实操实训及创新运用

三大知识模块细化为通茶史、识茶类、修茶艺、鉴茶品、创茶席及组茶会六个学

习情境十五个学习任务。根据课程思政的理念，深入挖掘思政元素，设计融合载

体，确定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把课程思政元素有机地融人课程的教学目标、教

学手段和考核办法中。确立以“知识传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课

程目标，打造课程思政教育模式，建立起满足行业需求，以职业岗位和专业技术

的需求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符合国家职业标准、立德

树人的教学体系。

一是知识传授。结合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特色，突出茶文化传

承，讲授茶文化相关知识及六大茶类基本泡茶技艺，学习茶文化，修习茶技艺，

掌握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掌握六大茶类的基础知识与冲泡技艺，了解茶产业发

展现状及趋势，熟悉茶的科学保健功效。二是能力培养。培养学思结合、知行合

一、历史联系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思辨能力；培养敢于创新、独立思考的能力；

提升团队合作意识。三是价值塑造。突出课程“以茶修德、以茶立美、以茶喻理”

的价值引领功能，引领学生感悟茶文化“精行俭德”“廉美和敬”的精神文化和

“平等、互鉴、包容、分享”的时代价值，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自觉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表 2《茶艺》思政资源挖掘

模块

名称

情景

名称

任务名称 思政元素融入

基础

知识
通茶史

任务一茶的起源、传

播与茶文化内涵

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茶史，了解我国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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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革，以及饮茶方式的演

变，感知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构筑文化自

信，培育爱国情怀，坚定职业自信，守住职

业初心。

任务二饮茶方式的

演变

识茶类

任务三六大茶类知

识

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培养健康的生活

方式。了解不同茶类的加工工艺，从原料采

摘到加工成型，凝结着制茶人追求卓越的匠

心和炉火纯青的匠艺，从民间非遗传承人的

制茶技艺中学会传承，培养职业态度，塑造

旅游业的“匠人”。

任务四茶叶健康知

识

任务五茶叶储存知

识

实操

实训

模块

修茶艺

任务六茶艺服务程

中的礼仪规范

通过泡茶品茶礼仪规范训练，理解中国人的

待客之道和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学会待人

接物的礼仪，形成以“和”、“敬”为核心

的为人处世行为方式的规范。

任务七六大茶类的

冲泡流程和技术

通过泡茶过程中的茶水比例、浸泡时间、水

温的把控，冲茶用水、器具的选择，领会茶

艺服务的基本流程和要求，正确冲泡六大基

本茶类，并熟练讲解泡茶的每个步骤，培养

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

任务八经典茶调饮

作品制作

引导学生结合各类传统茶叶的品质特征，突

破传统冲泡模式，加入丰富的配料，发挥创

造意识，设计和制作出传统与时尚相融合的

新式创意茶调饮，增强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鉴茶品

任务九握茶叶鉴

别的方法、内容

能够鉴别六大基本茶类，并能品评质量优劣，

通过感受茶叶外形之美、质量之真伪、工艺

之精粗，树立和深化“真、善、美”的思想，

培养工匠精神。

任务十按照鉴别流

程进行茶叶审评

创新

运用

模块

创茶席

任务十一茶具的分

类与选配

能够鉴别各类茶具的质量优劣；能因茶正确

选择茶与茶具的搭配，提升审美情趣和鉴赏

能力。

任务十二主题茶席

设计

通过小组任务来进行茶席设计，包括意境的

营造、主题的凝炼、构成要素及平面色彩的

搭配，运用用中国传统美学思维和现代设计

美学原理，构造方寸之美，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提高团队合作精神和合作

能力，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

任务十三品茗环境

的构成与营造

掌握品茗环境的构成与营造原则，并设计和

营造品茗环境，提高审美情趣，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

组茶会

任务十四茶会的常

见主题和环节内容

在茶事活动组织实施过程中，综合应用茶艺

文化知识，强化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形成全面的茶艺文化观，在有趣、静雅的茶

事活动中实现以深厚的文化内涵教化人，以

精湛的技艺感染人，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

任务十五小型主题

茶会策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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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素养。

（二） 做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改革教学方法

1.基于工作过程、立足岗位真实任务而实施任务驱动教学法，实现“实践活动

课堂化”。工作任务是核心引导，知识内容是背景支撑。教学过程的实施、教学目

标的实现是通过学生自主完成和展示具体任务的方式来达成的。例如，在“任务十

五主题茶会设计”中，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以“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

节日或二十四节气为主题，撰写主题茶会策划方案并进行汇报展示，从中遴选方案，

组织实施具体茶会活动。

2.采用互动式、体验式、讨论式、沉浸式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创设情境，

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新知、感受成长。如在“任务一茶文化知识”的学习中，创设

“茶文化知识大讲堂”情境，要求学生以“茶文化传播大使”的身份完成一 次角

色扮演，在讲台上展现自我，传播茶文化知识。这样既加强了学生对茶叶类别及其

特性等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又融入了家国情怀、使命与担当等思政元素，润物细无

声，让学生对茶文化产生清晰的感性认识，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引领。

3.把课堂移到酒店、茶园、茶厂、茶楼等生产经营一线，让“课堂教学现场化”，

了解行业的新发展、新态势，实现课程教学内容与工作岗位内容的对接。如在“任

务三六大茶类知识”学习中，为更好了解六大茶类的基本知识，将学生带到周边茶

园、茶厂，参观体验茶叶采摘、茶叶加工工艺及流程等，感受“一杯好茶”所凝结

的匠人精神。

（三）打造精良的师资队伍 ，做好课程思政人才准备

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组织者”和有效“推动实施者”，要牢固树立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的教学理念。一方面，通过参加茶文化研习班、茶文化

研究会、茶企顶岗不断增强茶文化理论和实践水平，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技能；另

一方面，参加各类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培训，将“课程思政”内化为自己的理性自觉，

锤炼自己的“育德育才”思政素养，不断提升自身思政育人能力；第三，通过教育

教学的培训让教师掌握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提高教学效

果。

（四）建立多元有效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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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评在平时、考在过程”的原则，注重线上线下联动考核、过程性和结果

性全面考核、多方参与共同考核的方式，构建多元有效的评价体系。引入职业技能

大赛和考证的考评方式，将职业技能大赛的理论题库及中级茶艺师、中级评茶员考

证题库的测试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计入理论成绩。并将人文素养教育、职业素养教

育和遵纪守法等课程思政模块纳入课程考核方案，将课程思政考核有机融入过程性

考核与结果性考核中。

六、课程评价与成效

（概述课程考核评价的方法机制建设情况，以及校内外同行和学生评价、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示范辐射等情况。500 字以内）

（一）课程考核评价的方法机制建设情况

课程建立了系统的课程评价与反馈机制。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主体多元化，采取

学生自我评价与同学互评、教师评价、企业评价、家长评价等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主

题模式；在考核与评价内容上保留原有考核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学生思政育人

元素的理解和实践的考核。将人文素养教育、职业素养教育和遵纪守法等课程思政

模块纳入课程考核方案；并将课程思政考核有机融入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中，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对小组成员给予团队合作、沟通技能、应变能力、创新能力等

方面的赋分进行记录。

（二）校内外同行和学生评价

通过学生评教和校内督导反馈，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提高，学习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明显提升，学生参与学习活动深入，学习效果良好。通过与合作企业

访谈，毕业生在用人单位表现突出，工作细致耐心，爱岗敬业，综合素质和职业能

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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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与示范辐射情况

通过课程思政改革，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课堂潜移默化地熏

陶，学生端正自身行为，养成平和、谦恭的处事态度，培养科学严谨的匠人精神和

工作作风。大部分学生考取了茶艺师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书。赵铭姣同学参加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获得二等奖，并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国职业教育

博览会中华茶艺项目展示活动。

七、课程特色与创新

（概述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形成的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

享的经验做法等。须用 1—2个典型教学案例举例说明。500 字以内）

（一）在“岗课赛证”融通的过程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职业道德合

理融入课程思政建设，贯彻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岗课赛证”融通是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茶艺课程思政

教学以岗位需求为导向，践行“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教学路径；通过

参加全国技能大赛茶艺项目比赛、中华茶艺比赛、全国茶业职业技能竞赛，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夯实思政目标；以获取茶艺师、调饮师、评茶员等职业技能资

格证书，来提高综合职业素养，拓宽学生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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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任务驱动为依托，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推行“课堂讲授、小组研讨、

茶艺实训、课外实践”的“四位一体”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

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荣誉感，在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增强学生

的团队意识和创新能力，潜移默化地引领学生的价值观塑造。

（三）开展多元化实践活动，构建沉浸式茶文化场景

开展课堂实践，让学生切身感受茶道与茶礼仪，从而养成知礼有礼的习惯；

开展茶事活动实践，营造校园茶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茶文化的魅力和新

时代价值，提升文化自信，自觉承担起中华茶文化传承者的责任；开展社会实践，

服务地方茶企，使学生在实践中锤炼专业本领，引导学生积极寻找实现个人价值

与理想抱负的路径和平台。

八、课程建设计划

（概述今后 5年课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持续建设计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主要改进措施、支持保障措施等。300 字以内）

（一）今后5年课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持续建设计划

在当前课程改革基础上，通过校内督导、在校学生、毕业生及用人单位的反馈

信息，结合党和国家有关育人政策、传统文化和社会热点，持续改进和完善课程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实施及考核评价的内容，开发完善课程资源，提升教师思政素

养和职业道德修养，有效提升茶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进一步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扩展课程思政资源，建设课程案例资源库，

完善课程整体设计；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不断增强教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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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专业技能，提升“双师型”教师教学水平和思政育人能力。

（三）主要改进措施

积极参加课程思政培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讨，提高课程思政教学、开发能

力；通过参加各类政治理论学习，收集研读有关课程思政的各类文件，并整理分析

借鉴到茶艺课程中，将“课程思政”内化为理性自觉，锤炼“育德育才”思政素养；依

托在线课程教学平台，建设课程思政案例资源库，完善课程思政体系。

（四）支持保障措施

学校将从组织、制度和资金等层面对课程建设提供保障，课程团队将从研究、

服务和课程开发与实施教学更加满足课程思政要求，实现同向同行、协同发展。

九、课程负责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

问题。如有违反，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所在系部推荐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