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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内容
通茶史——饮茶方式的演变 学时 2

教学

目标

（说明：需涵盖“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即教学单元的育人目标。）

1. 思政目标：

（1）通过学习茶文化发展史，感知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构筑文化自信，培育爱

国情怀；

（2）坚定职业自信，守住职业初心。

2. 知识目标：

（1）了解茶的起源，理解茶起源于中国的相关知识；

（2）熟悉中国茶文化发展历程中各个历史时期饮茶方式的演变；

（3）掌握茶艺的概念及学习茶艺的意义。

3. 能力目标：

（1）能进行茶文化发展史及饮茶方式演变的导游解说；

（2）能进行仿宋点茶技艺的操作。

“课

程思

政”

教育

内容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喝茶历史最悠久、茶的种类最多的国家，通过让学生了解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饮茶方式的演变以及体验宋代点茶技术操作，并与日本抹茶

道、现代清饮及调饮方式进行对比，在获取知识、提高技能的同时，激发学生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树立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自

觉弘扬传统茶文化。

教学

方法

与手

段

（说明：需涵盖达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完成其教育内容要求所采取的教学方

法与具体举措。）

1.翻转课堂教学法。学生课前学习茶文化发展史，并了解宋代点茶与日本抹茶的渊

源，了解现代饮茶方式，在课堂上展示学习成果。

2.任务驱动教学法。教师布置任务并示范操作讲解，学生亲自体验、练习宋代点茶

技艺操作，体会宋代茶人的雅致茶生活。

3.情境教学法。教师创设茶艺服务和茶文化导游讲解情境，促使学生快速进入虚拟

职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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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设计

与实

施

（说明：1. 教学设计应覆盖整个教学单元，环节完整，重点突出，时间分配合理；

教学目的明确，教学方法多样，思路清晰、结构严谨。

2.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及能力培养有机融合，实现教书与育

人相统一。

3. 教学过程主线清晰、重点突出、逻辑性强、明了易懂；注重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以及教与学活动的有机结合。）

教学环节

（用时）

主要学习内

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

教学手

段

设计理念、

课程思政

课

前

准

备

在线

学习

平台

1.中国用茶的

发展史：

（1）药用；（2）

食用；（3）烹

煮饮用；（4）

冲泡饮用。

2.饮茶方法的

演变：

（1）唐代烹

茶；（2）宋代

点茶；（3）明

清泡茶；（4）

当代饮茶。

3.宋代点茶流

程学习。

1.教师推送

视频资源。

2.发布课前

学习任务。

3.解答疑难

问题。

1.下载学

习资料，

完成课前

任务。

2.进行小

组讨论、

分析，并

将课前学

习成果发

送至教学

在线平

台。

1.在线

学习平

台；

2.网络

在线课

程；

3.微信、

qq 等实

时交流

工具。

1.学生提前

进行课前预

习，提高学

生自学能

力；

2.提高学生

解决问题能

力和团队合

作能力。

课

堂

实

施

导入

课程

【2

分

钟】

从电视剧《梦

华录》中赵盼

儿点茶视频导

入本节课主题

——历史上饮

茶方式的演

变。

回顾课前任

务

回顾课前

任务

教学视

频、教学

参考图

片、视频

资料等。

1.从学生熟

悉的影视作

品引入，激

发学生兴

趣；

2.温故而知

新。

确定

任务

【3

分

钟】

根据课前任

务，对上交的

作业进行展

示，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

展示上交的

作业，并引

导学生进行

思考，发现

问题。

1.发现问

题；

2.分析问

题；

3.课前的

任务总

结；

在线学

习平台

资源。

1. 引导学

生培养扎实

的学习态

度，严谨的

工作作风；

2. 课前任

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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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出本

节课的重

难点。

实施

任务

任务

1

【30

分

钟】

解决课前任务

中任务 1：进

行茶文化历

史及饮茶方

式演变的模

拟导游讲解。

引导学生修

改讲解词并

进行模拟导

游讲解。

讨论修改

讲解内

容，并以

小组为单

位进行模

拟导游讲

解。

在线学

习平台

资源。

1.引导学生

精益求精的

学习态度；

2.通过模拟

导游讲解，

深入了解中

国茶文化的

博大精深，

增强文化自

信。

个别

指

导、

总结

归纳

【10

分

钟】

1.小组讨论，

教师进行个别

指导；

2.教师对茶文

化发展历史及

饮茶方式演变

进行总结归

纳。

1.进行个别

指导；

2.对茶文化

发展历史及

饮茶方式演

变进行总

结。

1学生进

行讨论、

修改并讲

解展示

在线学

习平台

资源

。

提高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

力和导游服

务能力。

实施

任务

2

【30

分

钟】

解决课前任务

中任务 2：宋

代点茶技术

操作。

教师示范宋

代点茶技术

及茶百戏。

学生体验

练习宋代

点茶技

术。

1.在线

学习平

台资源；

2.宋代

点茶教

学视频。

引导学生体

验宋代点茶

艺术的雅致

之美，感受

传统文化的

魅力。

小组

展示

个别

指导

【10

分

钟】

小组代表进

行点茶竞赛并

进行成果展示

教师进行个

别指导。

学生进行

点茶操作

展示。

1.在线

学习平

台资源；

2.宋代

点茶教

学视频。

引入课堂竞

赛机制，提

高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学生

互评

教师

总结

【5

分

钟】

学生根据评价

指标，进行自

评和互评；

2.教师根据评

价表对学生的

操作给予评

价。

1.设计评价

指标；

2.引导学生

进行自评、

互评；

3.对本节课

学习进行总

结说明。

1.进行自

评和互评

2.汇报作

品

1.在线

学习平

台；

2.微信

群等时

交流工

具。

进一步提高

学生学习效

果，培养精

益求精的职

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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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后

拓

展

在线

学习

平台

学习

1了解唐代煎

茶法的操作流

程；

2.查阅资料了

解当代饮茶方

式的创新现

状。

发布课后拓

展任务。

提交课后

拓展作

业。

1.在线

学习平

台；

2.微信、

qq 等实

时交流

工具。

进一步了解

中国茶文化

的历史，激

发民族自豪

感，文化自

信，以及家

国人文情

怀。

教学

评价

（说明：教学评价方法得当，合理开展形成性评价，能将语言知识和技能评价与课

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有机结合；能对教学效果进行反思，并提出创新点和改进教学

的方法。）

依据课堂评价表和仿宋点茶评分表对各小组进行学生自评、互评及教师评价，

引入职业技能等级考证评价标准与茶艺大赛评分标准考核学生的实践操作，并结合

过程性考核，及线上课前学习、课后拓展、出勤情况、课堂活动探讨等，综合考察

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成果。

1.课堂评价表

课 堂 评 价 表

序

号

项目 完成情况评价

自评

（30%）

小组评价

（30%）

教师评价

（40%）

1 出勤情况(10 分)

2 课前学习（10 分）

3 茶文化导游讲解（20 分）

4 宋代点茶技术操作（30 分）

5 课后拓展（10 分）

6 团队协作、服务意识（10 分）

7 卫生整理（10 分）

2.仿宋点茶评分表

序

号

项目 要求 评分标准 扣分 得分

1 仪容

仪表

10 分

妆容得体协调，切合环

境，不穿着无袖服饰，

不得涂抹指甲油。肢体

语言得当，仪态自然优

美，具有亲和力。站姿、

坐姿、行姿端庄大方，

礼仪规范。

扣分：妆容服饰不得体扣

1-5 分；肢体语言不符合

礼仪规范每项扣 2分。

加分：着装为汉服，妆容

得体者加 1-2 分。

2 茶席

布置

茶器具布置完整、协调、

精简、合理，无无关器

扣分：茶席不合理扣 2分；

茶具使用不复位每次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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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具。茶具使用后应注意

复位，保持茶席整洁。

分。

加分：茶席设计唯美者加

1-2 分。

3 操作

流程

25 分

点茶程序规范合理，契

合茶理，投茶量、冲水

量及时间把握合理，用

时为10分钟，注意收具，

复原桌面。操作动作适

度，手法流畅，过程完

整，忌茶汤溅出，忌拿

取器物碰撞出声。

扣分：缺少关键步骤或步

骤不合理每项扣 2分；超

时扣 5分；手法生硬不流

畅扣 1-5 分；器具碰撞声

响每次扣 1分，席面出现

水渍或茶渍每项扣 1分

加分：以仿宋七汤法点茶

并完美展现者加 1-5 分。

4 茶汤

沫饽

30 分

茶汤为盏的四至十分

满；汤花匀细，沫饽乳

化无气泡，厚薄适当；

沫饽鲜白胜青白、青白

胜绿、鲜绿胜深绿；

紧咬盏沿，汤花持续时

间长。

扣分：根据汤花色泽等级

扣分，青白扣 1分，鲜绿

扣 3分，深绿扣 5分；依

沫饽乳化程度、气泡数量

和大小扣 1-5 分；依咬盏

持续时间长短扣 1-5 分。

加分：以宋式七汤点茶法

至满盏乳雾汹涌，满盏而

起，回旋不动者加 1-5 分。

5 茶汤

滋味

25 分

滋味鲜醇味浓为优。 扣分：茶汤滋味寡淡或苦

涩味重扣 1-10 分，沫饽粗

犷滑感不佳扣 1-5 分

教学

反思

（总结本节课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优点或成功之处，取得的成效，目标达

成情况，反思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值得研究的问题或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措施）

通过课堂反转、任务驱动等教学方法，使学生们在自主探索和动手操作中对中

国饮茶历史及饮茶方式的演变有了深刻体会，通过对日本茶道和我国宋代饮茶方式

的渊源的解读，让学生对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深刻理解，增强了文化自信，

效果良好。整个教学过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积极参与，小组竞争激烈，课

堂氛围活跃，充分体验到团结协作的乐趣。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充分

发挥小组合作精神帮助后进学生，避免学习效果两极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