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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对泰国留学生进行茶文化教学的思考，探讨了如何将茶文化融入留学生的文化教育过程中。茶

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泰国留学生中推广茶文化教学，不仅能提升留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理解和认同，也有助于促进中泰文化交流与友谊的深化。本文使用问卷调查法，以泰国留学生为研

究对象，分析了泰国留学生的文化背景与特点，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提出针对性强、具

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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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inking of tea culture teaching for overseas students in Thail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tea culture into the cultural education process of overseas students. Tea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moting tea culture teaching among Thai stu-
dents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pro-
mote the deepening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Using ques-
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takes Thai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cultural back-
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ai students, points out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
cess, and puts forward pertinent and operable teach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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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关注中国，目前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

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设中文课程的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共 8 万多所，正在学习中文的

人数超过 3000 万，中华语言文化走出去取得新进展。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语言与文化

感兴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取得进一步发展，国际中文教育的课堂成为“讲好中国故事”

的阵地。国际中文教育由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组成，虽然文化教学属于从属地位，但是近年来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在中国已经有四千七百

多年的历史，《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解之”，故中国是最早发现茶树、

利用茶叶的国家，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1]。本文选择“茶文化”作为文化教学的重点，首先是因为其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古代的茶诗、茶画、茶艺到现代的茶产业、茶旅游、茶文化教育，

其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次，“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这不仅

是一种生活方式，更代表着精神追求，通过品茶、煮茶、论茶，人们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升生活

品质；最后，“茶文化”与政治、经济、教育、旅游等多个社会领域密切相关，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

进文化交流与传播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茶文化极具文化代表性，是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必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将其融入留学生课堂教学中是对中华文化传播的锦上添花。 

2. 研究设计 

2.1. 前期活动——茶文化体验活动 

在向泰国留学生传播茶文化前，研究者首先组织了一场茶文化体验活动，让他们对茶文化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林业大学世界茶叶图书馆馆内，首先向他们介绍了古茶树资源，参观了

一些比较典型的古茶树。比如，普洱市典型古茶树。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古茶树资源表征了中国是世界

茶树原产地的“活化石”，早已成为中国的名片。第二个参观的是澜沧江流域孕育的茶文明，为他们介

绍了澜沧江是世界十大河流之一，纵贯六国，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痕迹，先民发现并利用茶，随着

“茶马古道”的形成，将“小众茶”传播到中原，形成了中国茶，与“丝绸之路”一起传播到世界。第三

个带领泰国留学生参观的是古茶树的生态保护问题，西南林业大学作为林业高校，位于现代古茶树资源

分布中心，承担起了古茶树及古茶生态系统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这一使命与重担。最后，在茶室

里为泰国留学生们展示茶艺，并让泰国留学生们品尝。 

2.2. 调查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来进行研究，该问卷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设计，以泰国留学生为发放对象，

发放的目的在于调查泰国留学生是否了解中国茶文化。留学生们参观完西南林业大学世界茶叶图书馆后，

及时将“泰国留学生对茶文化了解程度调查”问卷发放到留学生们手中，填完并回收问卷，一共发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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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问卷，回收问卷 35 份，问卷有效率 75%。 

3. 研究结果 

3.1.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回收的问卷，现分析如下(表 1)： 
 

Table 1. Survey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样本信息 比例(%) 

性别 
男 20% 

女 80% 

年龄层次 
21~25 岁 97.14% 

25~30 岁 2.86% 

HSK 水平 

HSK1~2 2.86% 

HSK3~4 88.57% 

HSK5~6 8.57% 

 
根据调查显示，研究对象中女生占总人数的 80%，共 28 人；男生占总人数的 20%，共 7 人。大部分

学生年龄在 21 至 25 岁之间，由此可见 21~25 岁年龄段的学生为主体，充满活力，对新鲜事物接受程度

高，应注重兴趣的培养，突出实践性，让学生学以致用、学有所得。 
根据调查问卷可以看出大部分留学生是通过学校课程学习和老师讲解来学习中华文化，超过一般的

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中的茶文化，留学生们在泰国偶尔会喝茶，来中国之后也是会偶尔喝，但是没有特定

的地方，他们喝青茶(乌龙茶)比较多，偶尔会观察冲泡流程，但是在泡茶步骤方面两国有很大区别，喝完

觉得中国的茶品尝起来一般。在茶叶分类方面，他们并不了解茶的分类，也不知道什么是十大名茶，更

不知道铁观音属于哪一类茶。在茶艺方面，泰国留学生们不会操作“凤凰三点头”，不了解云南白族三

道茶的含义和洞庭碧螺春的故事传说。超过一半的留学生认为奶茶是中国的茶叶名称，但是如果他们去

拜访以为中国朋友，这位中国朋友为他们端上一杯茶，他们普遍会说闻起来很香。在茶文化形成原因方

面，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少部分人认为茶文化的形成与“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禅茶一味”有

关。在传播茶文化课堂教学方面，大部分人认为采用视频，图文，PPT 等教具和真实进行茶文化体验会

更有趣，更加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泰国留学生们最想在课堂上学到中国茶冲泡方法，茶叶知识，茶道礼

仪，茶具使用和品茶方法。最后，泰国留学生们认为学习中国茶文化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在

日常生活中加以应用。 

3.2. 茶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泰国留学生学习中国“茶文化”面临的问题做出探讨，对问卷数据进

行分析得知泰国留学生们喝茶较少，不了解茶叶的分类，冲泡流程、茶文化形成原因。由此可见，泰国

留学生在汉语课堂中接触茶文化方面的知识比较少，在实践中也没有较多体验，所以目前留学生文化教

学中茶文化教学面临着主客观方面的挑战，即：在茶文化教学并没有融入当地特色、缺少文化教学实践

环境的前提下，教师对“茶文化”教学方法不够创新，并且在茶文化教学中容易受到泰国留学生自身的

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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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茶文化教学缺乏当地特色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是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引下形成的一个学科，其宗旨在于培育出既精通

汉语教学理论，又能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效交际的复合型人才[2]。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特性要求教学内

容能够根据时代和地区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特别是文化课程[3]。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

在文化教学内容的定位上一直未能精确把握。当泰国留学生开始学习中华文化课程时，他们使用的是一

本涵盖中华文化概要的参考书，其中茶文化只是众多章节之一，而且内容倾向于理论，并没有根据当地

特色进行改动，也没有带领学生去进行真实体验，这对于学生来说理解起来颇具挑战。在有限的课时内，

掌握如此丰富的文化内容确实不易，这也导致了泰国留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时往往是浅尝辄止，未能深

入精通。 

3.2.2. 茶文化教学缺乏实践 
在茶文化教学过程中，泰国留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的机会。虽然教材中包含了茶文化的相关内容，但

往往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提供足够的实际操作和体验。比如，泰国留学生在学习茶文化时，很少

有机会亲自动手泡茶和品茶。泡茶和品茶是茶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通过亲自动手，学生可以更

好地理解茶的泡制过程和品茶的技巧。同时茶文化是与地理环境紧密相连的，不同产区的茶叶有着独特

的风味和特点。然而，泰国留学生在学习茶文化时，往往没有机会亲自去茶园参观和体验采茶的过程。

这种实地考察和体验的缺失使得泰国留学生对茶文化的理解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难以与实际情况相结

合[4]。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只是通过口头讲解或者视频演示来介绍泡茶和品茶的步骤，缺乏让学

生亲自操作的机会。这种情况下，泰国留学生可能只是对茶文化有了表面的了解，难以真正体验到茶文

化的魅力。 

3.2.3. 教学方法不够创新 
现有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主要依赖于教师的口头讲授，这种方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尤其

是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来说。泰国留学生在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与

本国文化截然不同的概念和习俗。这种情况下，泰国留学生对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动力下降，

甚至可能出现学习困难和文化冲突的问题。对于泰国留学生来说，他们习惯了以互动和参与为主的教学

方式，例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在他们本国文化中，学生更习惯于通过参与和实践来学习和理解新

的概念和知识。因此，当他们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时，如果遇到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口头讲授

为主，他们会感到不适应，甚至产生困惑和隔阂感。此外，泰国留学生在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与本国文化截然不同的概念和习俗。例如，中国的茶文化和泰国的茶文化可能存在差异，包

括茶叶的种类、泡茶的方式、品茶的礼仪等[5]。如果教学方式仅仅是口头讲授，没有提供实际的茶文化

体验和实践，泰国留学生可能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些新的概念和习俗。 

3.2.4. 学生个体差异不同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泰国留学生，但是这些留学生对于学习茶文化存在不同的个体差异。首先，泰国

与中国在文化上有显著的差异，留学生可能会面临语言障碍，这可能影响他们与当地学生和教师的沟通。

其次，泰国的教育体系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泰国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鼓

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探索。与中国的强调记忆和应试教育相比，这种教育理念对留学生来说可能是一

个全新的挑战[6]。最后，根据调查问卷可以得出每个留学生对茶文化教学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这些差

异造成教师在进行茶文化教学时较难有针对性地让每个留学生都了解中国茶文化。 

4. 茶文化融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策略 

茶文化融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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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本文通过文献搜集法、问卷调查法发现茶文化在融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化教学面临的问题具有普

遍性，现根据上述问题并结合教学实际，针对泰国留学生茶文化融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有效开展提

出几点思考。 

4.1. 针对性教学，融入当地特色 

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人类拥有包括语言、逻辑、空间、运动、音乐、人际、内省和

自然观察在内的多种智能。由于每个学生的智能表现各不相同，传统的单一标准评估方法可能限制其发

展，针对性教学能够更好地发掘和培养学生的各种智能，让他们在擅长的领域发挥优势，同时提升其他

智能。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将茶文化教学与当地特色相结合，是一个富有创新意义和实践价值

的举措。茶叶种类繁多，每种都有其独特的风味，有的醇厚刚健，有的则清香柔和。中国茶叶种类琳琅

满目，因地域习俗和人民风情的差异，各地茶道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所有的茶道都遵循“和、

俭、敬、美”的核心原则[8]。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地域文化丰富多样，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茶俗和茶礼。在对泰国留学生进行文化教学时，结合云南的地域文化，融入茶文化

的价值观教育，可以向学生展示不同民族的饮茶方式和习俗，如傣族的竹筒茶、哈尼族的土锅茶，让学

生感受到云南茶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通过有针对性且融入当地的茶文化教学，引导泰国留学生更深

一步认识到茶文化的丰富内涵，这不仅能让留学生们的语言技能提升，留学生们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语

言背后的茶文化背景，也能更好地掌握茶文化的知识。 

4.2. 教学方法多元化，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 

狄尔泰的文化教学理论指出，教师要关注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强调通过文化学习促进对语

言的理解和对理论的掌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目标语言。首先，教师在对泰国留学生进行文化

教学时，应该注重发挥体演文化教学法，教师要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文化氛围，做好文化生活的示范。

教师应该深入学习茶文化，掌握茶文化的历史、技艺、精神内涵等多方面的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和教学能力。其次，鼓励教师跨学科学习，了解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以便在茶文化教学中融入

更多元化的元素[9]。同时，引导教师关注茶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经济的联系，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

茶文化的教学。最后，不断鼓励教师在茶文化教学中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带给学生新的体验，

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辅助教学，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规模等。教师通过创新自身的教学方式，树

立跨文化交际意识，从根本的角度去理解、尊重学生，完全地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

度，实际教学效果会有很大程度提高。 

4.3. 激发学生积极性，创设文化学习环境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强调个体差异，教学应关注学生的已有经验和认知

结构，提供适当的学习情境和引导，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在满足学生实际需求的基础上，

文化教学应融入民族精神和创新元素，传承中华文化。首先，在教室内布置茶文化元素，如茶具、茶叶

样品、茶文化书籍等，让学生置身于茶文化的氛围中，再引入竞争与合作机制，通过组织茶艺比赛、茶

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让留学生不断进步[10]。其次，为了让留学生更加深入地体验茶文化，教师可以设计

一系列茶文化体验活动。例如，组织学生参观茶园和茶厂，了解茶叶的生长和制作过程；邀请茶艺师进

行茶道表演，让学生亲身感受茶道的韵味；安排学生亲手制作茶叶和泡茶、体验茶文化的实践乐趣。最

后，教师可以建立教学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及时了解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掌握程度。文化教学与实践

相结合，中文学习者才能更深入地从精神层面理解和接受中华文化，进而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的

发展[11]。综上所述，学习者通过各种浓厚的文化教学方式的熏陶之后，进一步增加了学习的积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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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增进对中国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更好地培养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并且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

异性和共性，学会在跨文化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5. 结语 

从我国茶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现状来看，深入理解和充分利用茶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及其深远的

影响力，是研究和实践茶文化时必须牢牢把握的核心要素[12]。本文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展开研究，发现文

化教学中的茶文化教学中存在问题，主要是因为教学缺乏当地特色，学生缺乏实践机会，方法不够创新，

学生存在个体差异，面对这些问题教师可以通过针对性教学、运用多元教学方法、创设茶文化环境这几

个方面来解决。然而，正如任何领域的研究一样，本文所触及的只是冰山一角，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

待研究者们去探索。 
未来，期待看到更多的研究关注茶文化与中文教育的融合，特别是在教学方法、教材编写以及教学

实践等方面。例如，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将茶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使学生在学习

中文的同时，也能深刻理解和体验茶文化的魅力。同时，教育工作者应更加重视茶文化的教学，将其作

为中文教育的重要补充和拓展。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提升他们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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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泰国留学生对“茶文化”了解程度调查 
亲爱的同学，你们好！感谢你们抽空完成本次调查问卷，该问卷仅用于学术研究，按照实际情况选

择符合你们的选项，谢谢！ 

1) 您的性别[单选题]* 
○男 
○女 

2) 您的年龄[单选题]* 
○20 岁以下 
○21~25 岁 
○26~30 岁 
○31 岁以上 

3) 您目前的 HSK 等级[单选题]* 
○HSK1~2 
○HSK3~4 
○HSK5~6 
○HSK7 级以上 

4) 您到中国留学的原因是什么？[单选题]* 
○想提升汉语水平 
○想了解更多中国文化 
○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奖学金) 
○喜欢中国 

5) 您为什么学习汉语？[单选题]* 
○我喜欢汉语 
○我是中文相关专业的学生，学习中文有助于我的专业学习 
○我对中国的电影、歌曲等艺术作品感兴趣 
○工作需要使用 
○其他 

6) 你平时从哪种渠道了解中国文化？[单选题]* 
○看相关文化类书籍 
○通过学校课程学习和老师讲解 
○通过和中国学生、朋友交流 
○自己日常生活和学习的感受 

7) 你了解中国文化中的茶文化吗？[单选题]* 
○非常不了解 ○不太了解 ○了解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8) 你所在的国家有喝茶的习惯？[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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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喝 
○几乎不喝 
○很少喝 
○偶尔喝 
○经常喝 

9) 到中国来以后喝过茶吗？[单选题]* 
○从不喝 
○几乎不喝 
○很少喝 
○偶尔喝 
○经常喝 

10) 在日常生活中你喝过什么茶？[单选题]* 
○绿茶(如：西湖龙井) 
○红茶(如：大红袍) 
○白茶(如：白毫银针)  
○青茶(如：乌龙茶) 
○无 

11) 你觉得中国的茶怎么样？[单选题]* 
○非常不好喝 
○不太好喝 
○一般 
○比较好喝 
○非常好喝 

12) 你一般在哪里喝茶？[单选题]* 
○自己家里 
○别人家里 
○茶馆 
○饭店 
○没有特定的地方 

13) 你在中国喝茶的时候观察过冲泡流程吗？[单选题]* 
○从不观察 
○几乎不观察 
○很少观察 
○偶尔观察 
○经常观察 

14) 你对茶的分类有了解吗？[单选题]* 
○完全不了解 
○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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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15) 你了解中国的十大名茶吗?[单选题]* 
○完全不了解 
○不太了解 
○了解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16) 您知道铁观音属于哪一茶类吗？[单选题]* 
○完全不了解 
○不太了解 
○了解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17) 关于茶艺你知道如何操作“凤凰三点头”吗？[单选题]* 
○完全不了解 
○不太了解 
○了解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18) 你了解云南白族三道茶的含义吗？[单选题]* 
○完全不了解 
○不太了解 
○了解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19) 你了解洞庭碧螺春茶的故事传说吗？[单选题]* 
○完全不了解 
○不太了解 
○了解 
○比较了解 
○非常了解 

20) 以下哪种是中国茶叶的名称。[单选题]* 
○阿萨姆红茶 
○茴香茶 
○铁观音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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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的泡茶步骤和你们国家的泡茶步骤有区别吗？[单选题]* 
○有点区别 
○有很大区别 
○没区别 

22) 如果你去拜访一位中国朋友，他为你奉上一杯茶，你会怎么说？( ) [单选题]* 
○谢谢，我不渴。 
○闻起来很香。 
○对不起，我不喝茶 

23) 你认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以下哪些思想有关？[单选题]* 
○“中庸和谐”(Moderation) 
○“天人合一”(Integ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禅茶一味”(Zen tea blindly) 
○其他(Others) 
○不知道(Don’t know) 

24) 在课堂上你更倾向于哪种介绍茶文化的方式？[单选题]* 
○口头介绍 
○视频、图文、PPT 等教具 
○真实进行茶文化体验 
○实物展示 

25) 你更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学习茶文化？[单选题]* 
○利用课下时间进行实地体验茶文化活动 
○在课堂上多动手体验、感官体验 
○借助高科技术学习，如虚拟仿真 
○其他 

26) 如果有机会，关于中国茶文化，您最想学习哪些文化项目？[多选题]* 
□中国茶叶知识 
□中国茶具使用 
□中国茶冲泡方法 
□中国茶品评方法 
□中国茶道礼仪 

27) 您觉得学习中国茶文化有什么好处？[单选题]* 
○增加学习汉语的兴趣 
○学习相关表达，提高汉语语言水平 
○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可以在日常加以应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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