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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茶艺事业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光顾茶艺馆的客人日益增多，加上茶艺表演

是一个集礼仪、技能和表演于一体的服务形式，要想做好茶艺服务的服务人员就要加强礼

仪、礼节、礼貌的学习，从而在茶艺服务工作中真正做到以礼相待、微笑服务、文明待客，为茶

艺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茶艺表演者要从容貌、服饰、姿态、语言和心境等各个方面来注意形象仪表和服务礼仪，

在泡茶过程中更好地来展示自己。

任务一
泡茶前的礼仪

任务描述

有客人参观茶艺室，如果你是茶艺室的茶艺员，你要如何准备自己的形象仪表？又要养

成怎样的心境？

练习泡茶的礼仪

项目一

图1—1—1　泡茶前的形象准备



2

茶艺

任务目标

1. 知道泡茶前清洗双手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2. 学会泡茶前如何盘发。

3. 知道泡茶前的妆容与服饰的要求。

4. 懂得如何培养泡茶前的良好的心境。

任务实施

分组讨论

1. 如果你是一个茶艺员，在泡茶之前有哪些方面要准备的？

2. 泡茶之前如何清洗双手？注意什么？手的保养对茶艺员的意义有哪些？

3. 茶艺员的妆容应该注意什么？

4. 茶艺员应该具备怎样的心境？如何培养？

材料阅读

1. 泡茶前的双手

茶艺表演中，茶艺员的双手就是舞台上的主角。如果是女士，首先要有一双纤细、柔嫩

的手，平时注意适时的保养，随时保持清洁；如果是男士，则要求干净。因为在泡茶的全过

程中，客人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你的手上，因此服务人员的手极为重要。

手上不要戴饰物，如果佩戴太“出色”的首饰，会有喧宾夺主的感觉，显得不够高雅，而

且体积太大的戒指、手链也容易敲击到茶具，发出不协调的声音，甚至会打破茶具。

茶艺操作过程中，双手处于主角的地位，主持者进行操作时，拿茶壶或其他茶具，如果手

没洗干净，很可能污染茶叶与茶具。因此，泡茶前一定要把双手清洗干净（如图1—1—2、图1—

1—3），不可有香皂味，洗过手后不要摸脸或其他物体，以免沾上化妆品的味道或其他异味，影

响茶性的本味。

指甲一定要修理干净，不可留过长的指甲，不可涂鲜艳的指甲油，否则给人一种夸张的

感觉。

图1—1—2 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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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泡茶前的头发

泡茶前，茶艺员的头发一定要梳紧，勿使其散落到脸上（如图1—1—4）。长发应当将其盘

起，短发不能挡住视线。因为若有头发挨着茶具或落到操作台上，会使客人感觉很不卫生，

而如果茶艺员或泡茶者不自觉地用手去梳拢头发，也会破坏整个泡茶流程的完整性。

作为茶艺师，发型的要求与其他岗位有一些区别。如果你主持茶艺的操作，头发应梳洗

干净整齐，应避免头部向前倾时头发散落到前面来，否则会挡住视线导致影响操作。同时还

要避免头发掉落到茶具或操作台上，否则客人会感觉很不卫生。发型原则上要适合自己的

脸型和气质，要按泡茶时的要求进行梳理。如是短发，要求在低头时，头发不要落下挡住视

线；如果是长发，泡茶时应将头发束起，否则将会影响操作。

3. 泡茶前的妆容与服饰

泡茶前，茶艺员或泡茶者应该上淡妆或者不上妆，切忌浓妆艳抹、涂抹香水或者用气味

太重的化妆品（如图1—1—4）。茶艺员着装的原则是简约整洁、和谐得体，符合整个茶宴和

谐、优雅的气氛。不要着装太过鲜艳，避免袖口过宽，以免沾到茶具上，给人一种不卫生的

感觉。

女茶艺员不宜多戴首饰，尤其是不能佩戴容易敲击到茶具的手链或手表，最多可佩戴一

款玉手镯，也能给茶艺表演增添不少风韵。

服装，大而言之是一种文化，它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精神面貌和物质文明发展

的程度；小而言之，服装又是一种符号，它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职业、文化修养、审美意识，也

能表现出一个人对自己、对他人以至对生活的态度。着装的原则是得体和谐。

在泡茶过程中，如果服装颜色、式样与茶具环境不协调，“品茗环境”就不会是优雅的。

茶艺师在泡茶时服装不宜太鲜艳，要与环境、茶具相匹配。品茶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平和

的心态。如果泡茶者服装颜色太鲜艳，就会破坏和谐优雅的气氛，使人有躁动不安的感觉。

另外，服装式样以中式为宜，袖口不宜过宽，否则会沾到茶具或茶水，给人一种不卫生的感

觉。服装要经常清洗，保持整洁。

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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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泡茶前的心性培养

茶宴讲究清雅典致、祥和温馨的氛围，茶艺员或泡茶者不仅要做到冲泡动作精确到位，

还要心平气和，气质优雅，方能做到神形合一的技熟艺美。

茶艺员的气质、心性和礼仪都是在泡茶、奉茶的过程中一一体现出来的。因此，茶艺员

要做到神、情、技合一，展示出内心世界之美，才会给饮茶者以舒心之感，使饮茶者达到品茗

的最高境界。

实践练习

结合视频和教师示范训练下列内容：

1. 按要求练习清洗双手。

2. 按要求练习盘发。

3. 有条件的学校按要求练习化妆。

任务拓展

利用网络观看茶艺表演的视频，观察茶艺员的仪表仪容，进行交流。

任务二
泡茶中的礼仪

任务描述

茶艺表演时，茶艺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带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这些细节的练

习需要进行系统的训练。

任务目标

1. 学会泡茶中正确的肢体语言。

2. 学会泡茶中规范的动作。

任务实施

分组讨论

1. 你知道泡茶中的肢体语言包括哪些吗？如何练习？

2. 泡茶中如何体现出服务礼仪？

材料阅读

泡茶中的礼仪

1. 泡茶中的肢体语言

泡茶中的肢体语言，主要包括行走、站立、坐姿、跪姿、行礼等方面。传统的茶艺员行走

方式为双手交叉于小腹前的行走，在行走的过程中，除了四肢的运用，还要注意眼神、表情及

身体其他部位的有效配合，这样才能走出茶艺员的风情、风貌和雅致；站立要追求符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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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的最佳站立姿势，也应注意面部表情，与观众亲切交流，将目光中的美好、真诚传递给

观众；坐姿，是指屈腿端坐的姿态；跪姿，是指双膝触地，臀部坐于自己小腿的姿态。

行礼主要表现为鞠躬。鞠躬要低头弯腰，慢速地深深一鞠，以表示深厚真诚的情感。行

礼，在一般的表演形式中还暗示着表演的开始。

2. 泡茶中的动作规范

（1） 泡茶时，茶艺员或泡茶者身体要坐正，腰杆要挺直，以保持美丽、优雅的姿势。两臂

与肩膀不要因为持壶、倒茶、冲水而不自觉地抬得太高，甚至身体都歪到一边。

（2） 泡茶过程中，茶艺员或泡茶者尽量不要说话。因为口气会影响到茶气，影响茶性的

挥发。

（3） 泡茶过程中，茶艺员或泡茶者的手不可以碰到茶叶、壶嘴等。

（4） 茶艺员闻香时，只能吸气，挪开茶叶或茶具后方可吐气。

茶艺员或泡茶者在泡茶时，全身的肌肉与心情要放轻松，泡茶动作才优美，泡茶过程才

有一气呵成的感觉。

实践练习

结合视频和教师示范训练下列内容：

正确的站姿、坐姿、走姿、跪姿、蹲姿等是提供良好服务的重要基础，也是使客人在品茶

的同时得到感观享受的重要方面。

1. 正确的站姿

优美而典雅的站姿，是体现茶艺服务人员自身素养的一个方面，也是体现服务人员仪表

美的基础。

站姿的基本要求是：站立时直立站好，从正面看，两脚脚跟相靠，两脚尖呈45° ～ 60° 。
身体重心线应在两脚中间向上穿过脊柱及头部，双腿并拢直立、挺胸、收腹、梗颈。双肩平

正，自然放松，双手自然交叉于腹前，双目平视前方，嘴微闭，面带笑容。

站姿是茶馆茶艺服务人员的基本功。站立时，身体要端正，收腹、挺胸、提臀，眼睛平视，

下巴微收，嘴巴微闭，面带微笑，平和自然，双臂自然下垂或在体前丹田处交叉，右手放在左

手上，主要是为了尽快转向下一个动作。因为右手为阳、左手为阴，在茶道、茶艺表演中要把

右手放在左手上面。一个亭亭玉立的站姿，不管在品茗服务区还是在表演台上，都能体现茶

艺服务人员的整体美感，都能给茶客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站姿要领。站立时精神饱满、心情放松、脖颈挺直、头顶上悬、气往下压、自然伸展，

身体有向上之感，表情要温文尔雅。腹肌、臀大肌微收缩并向上提，臀、腹部前后相夹，髋部

两侧略向中间用力。

（2） 茶艺服务人员的站姿。女茶艺服务人员站立时，双脚呈“V”字形，两脚尖开度为

50°左右，膝和脚后跟要靠紧（如图1—2—1）；如果双脚叉开，就很不雅观。男茶艺服务人员双

脚叉开的宽度窄于双肩，双手可交叉放在背后。

① 身体不要东倒西歪、耸肩歪脑。双手不要叉腰，不要抱在胸前，不要插入衣袋，不要

放在身后。身体重心主要在脚掌、脚弓上。站累了双脚可暂作“稍息”状，但上体仍须保持

正直。其要求是身体重心偏移到左脚或右脚上，另一条腿微向前屈，使脚部肌肉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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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站立时应留意周围或同事的招呼。站立时间过

长，在不影响“阵容”的情况下要“寻找事做”。另外，站

立时要观察茶客的动态，注意茶客的需求，但不可“眼睁

睁”地直盯着，应灵活应变。

（3） 茶艺表演的站姿。当腿和手的动作略有变化时，

站姿也随之变化，可以站成“丁”字步，双手在体前交叉。

在茶艺表演中助泡往往采用此种站姿，或者双手端着托盘

也站成“丁”字步，这是女茶艺服务人员优美典雅的站姿。

挺拔的站姿给人以优美高雅、庄重大方、精力充沛、信心十

足和积极向上的印象。

2. 正确的坐姿

由于茶艺服务人员在工作中经常要为客人沏泡各种

茶，有时需要坐着进行，因此工作人员良好的坐姿也显得

尤为重要。

正确的坐姿是：泡茶时，挺胸、收腹、头正肩平，肩部

不能因为操作动作的改变而左右倾斜。双腿并拢。双手

不操作时，平放在操作台上，面部表情轻松愉悦，自始至终

面带微笑。

为茶客沏茶或表演茶艺是茶艺服务人员的主要工作，

不论是在茶客的桌上冲泡或在台上表演，坐姿是一种静态

造型，坐姿不正确会显得懒散无礼，有失高雅。端庄优美的

坐姿，会给人以文雅、稳重、大方、自然、亲切的美感（图1—

2—2）。
（1） 正式坐姿。茶艺服务人员坐时，略轻而缓，但不

失朝气，走到座位前面转身，右脚后退半步，左脚跟上，然

后轻稳地坐下。最好坐椅子的一半或2/3处，穿长裙子

的要用手把裙子向前拢一下。坐下后上身正直，头正目

平，嘴巴微闭，面带微笑，小腿与地面基本垂直，两脚自然

平落地面，两膝间的距离，男茶艺服务人员以松开一拳为

宜，女茶艺服务人员双脚并拢，与身体垂直放置，或者左

脚在前右脚在后交叉成直线。注意两手、两腿、两脚的正

确摆法。

（2） 侧点坐姿。侧点坐姿分左侧点式和右侧点式，采

取这种坐姿，也是很好的动作造型。根据茶椅、茶桌的造

型不同，坐姿也发生变化，比如茶桌的立面有面板或茶桌

有悬挂的装饰物障碍，无法采取正式坐姿，可选用左侧点式或右侧点式坐姿。左侧点式坐姿

要双膝并拢，两小腿向左斜伸出，左脚跟靠于右脚内侧中间部位，左脚脚掌内侧着地，右脚跟

图1—2—2　茶艺人员的坐姿

图1—2—1　茶艺服务人员的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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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脚掌着地。右侧点式坐姿相反。

如果是腿部丰满或穿长裤的茶艺服务人员，要使小腿部分看起来略显修长，坐时要将膝

盖与脚间的距离尽量拉远，线条看起来会优美些。

无论哪一种坐姿，都要自然放松，面带微笑。优雅的坐姿对茶艺服务人员来讲，真是太

重要了。一般在做茶艺表演时，较多的是坐着冲泡操作的，遗憾的是在很多出版物中，茶艺

表演图片所显示的茶艺服务人员坐姿，有的双膝分开，非常不雅观；有的在提壶时，肩膀一

边高一边低，也是不好看的；有的下巴没收，感觉脊梁不挺；有的凳子太低，桌子太高，看不

出美感；有的身体离桌子太近，显得很不自然。甚至在参加一些国际性的茶艺表演时也有

类似情况，如茶艺服务人员在高处或舞台上表演，膝盖及腿没有并拢，显得很不礼貌。

（3） 跪式坐姿（即日本人称的“正坐”）。坐下时将衣裙放在膝盖底下，显得整洁端庄，

手臂腋下留有一个品茗杯大小的余地，两臂似抱圆木，五指并拢，手背朝上，重叠放在膝盖头

上，双脚的大拇指重叠，臀部坐在其上，臀部下面像有一纸之隔之感，上身如站立姿势，头顶

有上拔之感，坐姿安稳（如图1—2—3）。
（4） 盘腿坐姿　这种坐姿一般适合于穿长衫的男性或表演宗教茶道时采用。坐时用双

手将衣服撩起（佛教中称提半把），徐徐坐下，衣服后层下端铺平，右脚置于左脚下，用两手将

前面下摆稍稍提起，不可露膝，再将左脚置于右腿下，最后将右脚置于左腿下（如图1—2—4）。

图1—2—3　跪式坐姿 图1—2—4　盘腿坐姿

3. 正确的走姿

人的走姿是一种动态的美，茶艺服务人员在工作时经常处于行走的状态中。茶艺服务

人员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生活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行走姿态，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体的

动态美。因此，要通过正规训练，使他们掌握正确优美的走姿，并运用到工作中去。

走姿的基本方法和要求是：上身正直，目光平视，面带微笑；肩部放松，手臂自然前后摆

动，手指自然弯曲；行走时身体重心稍向前倾，腹部和臀部要向上提，以大腿带动小腿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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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行走线迹为直线。步幅也是行走姿态的重要方面，茶艺馆服务员在行走时要保持一

定的步速，不要过急，否则会给客人不安静、急躁的感觉。步幅是每一步前后脚之间的距离，

通常为30厘米，一般不要求步幅过大，否则会给客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

流云般的轻盈走姿，体现了茶艺服务人员的温柔端庄，大方得体。款款轻盈的步态，给

茶客以动态美。茶馆茶艺服务人员的步幅应稍小些，因为步幅过大，人体前倾的角度必然加

大，茶艺服务人员经常手捧茶具来往较易发生意外。另外，步幅过大再加上较快的速度，容

易让人产生“风风火火”的感觉，会减弱茶馆的宁静和茶艺服务人员的优雅之感。

（1） 舞台茶艺表演走姿。茶艺服务人员根据茶艺表演的主题、时代的背景、服饰的造

型、情节的配合、音乐的节奏来确定走姿。走姿应随着主题内容而变化，或矫健轻盈，或精神

饱满，或端庄典雅，或缓慢从容，可谓千姿百态，没有固定的模式。不管哪一种走姿都要让茶

客感到优美高雅、体态轻盈。在出场时，要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于走姿中，将信息传递给观

众、茶客，使观众感到茶艺服务人员的肢体语言同茶艺表演的主题、情节、音乐、服饰等是吻

合的。

（2） 行走的要领。行走时，重心落在双脚掌的前部，腹部和臀部要上提，同时抬腿，

注意伸直膝盖。全脚掌着地，后脚跟离地时，要以脚尖用力蹬地，脚尖应指向前方，不要

左歪或右偏，形成八字脚。行走时，身体的重心向前倾 3° ～ 5°，抬头，肩部放松，上身正

直，收腹、挺胸，眼睛平视前方，面带微笑，手臂伸直放松，手指自然微弯，两臂自然地前

后摆动，摆动幅度为 35° 左右。行走时，脚步要轻且稳，切忌摇头晃肩，身体左右摇摆，

腰和臀部居后。行走时，还要尽可能保持直线前进。挺胸时，绝不是把胸部硬挺起来，

而是从腰部开始，通过脊骨到颈骨尽量上伸。这样就自然会显出一个平坦的腹部和比

较美满的胸部。

（3） 服务中的走姿。服务中如两人并肩行走时，不要用手搭肩；多人一起行走时，不要

横着一排，也不要有意无意地排成队形。茶艺服务人员在茶馆内行走，一般靠右侧。与茶客

同走时，应让客人先行（除迎宾服务人员）；遇通道比较狭窄有茶客从对面走来时，茶艺服务

人员应主动停下来靠在边上，让茶客通过，但切不可背对着茶客。遇有急事，可加快步伐，但

不可慌张奔跑。如果手提重物或托有茶具时，急需超越行走在前面的茶客，应彬彬有礼地征

得茶客同意，并表示歉意。

走路步伐要灵活，“眼观六路”（并不是东张西望）。要注意停让转侧，勿发生碰撞，做到

收发自如。如托有茶具，立即停下时要顺手前伸再收回以缓冲惯性，不使茶具离开托盘。

女茶艺服务人员的步幅在28厘米左右为宜，男茶艺服务人员的步幅在23厘米左右为

宜。以一分钟为单位，男茶艺服务人员应走100步，女茶艺服务人员应走110 ～ 118步。

（4） 优美的变向走姿。在行步中，需要转身改变方向时，要掌握正确优美的转身法。错

误的转身，会让茶客感到茶艺员没有修养，还会产生不礼貌的现象。如果是想转身就转身，

会有甩身之感，或会背向茶客等。尤其是在茶艺表演的时候，要采用简捷合理的途径，方能

体现出步伐的规范和优美（如图1—2—5）。
1） 前行步　向前行步时，要保持身体直立挺拔。行进中与来宾或同事相互问候时，要

伴随着头和上体向左或向右的转动，并微笑点头致意，配以恰当的语言。切忌用眼睛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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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茶艺人员的走姿

别人。在茶艺表演中前行步，目光正视前方，向观众、茶客微笑

致意。

2） 后退步　当点单结束或奉上茶后离开茶客或与茶客告

别时，扭头就走是很不礼貌的。应该是先向后退步，再转身离

去。（一般情况下退后两步为宜。退步时脚轻擦地面，勿抬高小

腿，后退的步幅要小，两腿之间的距离不宜大。转体时要身先

转，头稍后一些转。如果是未转身先转头，或是头与身同时转，

均为不妥。在茶艺表演结束时或离开表演台时，都应后退一至

两步，方法同上。

3） 侧行步　当走在前面引领茶客时，要尽量走在茶客的左

侧前方，髋部朝着前行的方向，上身稍向右转体，左肩稍前，右肩

稍后，侧身向着茶客，保持两三步的距离。可边走边向茶客介绍

环境，需做手势时尽量用左手。侧身转向茶客不仅可以显示对

茶客的尊重，同时还可留心观察茶客的意愿，及时为茶客提供满

意的服务。

当在路面较窄的走廊或楼道中与人相遇时，也要采用侧身

步，两肩一前一后，要将正面转向茶客，而不是将后背转向茶客。

4） 前行转身步

① 前行左转身步　在行进中，当要向左转体时，要在右脚

迈步落地时，以右脚掌为轴心，向左转90° ，同时迈左脚。

② 前行右转身步　与前行左转身步相反，在行进中要向右

转体时，应在左脚迈步落地时，以左脚掌为轴心，向右转体90° ，
同时迈右脚。

5） 后退转身步

① 后退左转身步　当后退向左转体走时，如左脚先退，要

在退两步或四步时，以右脚为轴心向左转体，同时向左迈左脚。

② 后退右转身步　当后退向右转体走时，如左脚先退，要

在退一步或三步，赶在左脚后退时，以左脚掌为轴心，向右转体

90°，同时向右迈右脚。

③ 后退后转身步　要向后转体走时，如左脚先退，要在

后退一步或三步时，赶在左脚后退时，以左脚为轴心，向右转

体180°，再迈右脚；如向左转体，要在右脚后退时，再向左转体

180°，再迈左脚。

以上是不同方向的转身行走法，不论向哪个方向转体走，都

要注意身体先转，头随后转，同时可伴随着告别、祝愿、提醒等礼

貌用语。

（5） 不同着装与不同鞋跟的走姿。茶艺馆的风格不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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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服务人员的服饰和鞋子也不同，有着长裙、有着短裙、有着旗袍；有穿平跟鞋、有穿高跟

鞋等。不同的着装和不同的鞋跟，有不同的走路方式，相互呼应才会更协调、更优美。很

多茶馆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通常着装以中国的民族服饰为多。

1） 着旗袍的走姿　中国的旗袍，能反映出东方女性柔美的风韵，富有曲线韵律美。茶

艺馆的迎宾小姐及茶艺表演人员，身着旗袍较为适宜。着旗袍时要求身体挺拔，胸微含，下

颌微收，不要塌腰撅臀着旗袍。无论是配以高跟鞋，还是平底鞋，走路的幅度都不宜大，两脚

跟前后要走在一条线上，脚尖略外开，两手臂在体侧摆动，幅度不宜大。髋部可随着脚步和

身体重心的转移，稍左右摆动。站立时两手可合握于腰部或一屈一直。

2） 着长裙的走姿　穿着长裙使人显得修长，由于长裙的下摆较大，更显飘逸潇洒。穿

长裙行走时要平稳，步幅可稍大些。转动时，要注意头和身体协调配合。尽量不使头快速地

左右转动。注意调整头、胸、髋三轴的角度，强调整体造型美。保持微笑、含蓄。站立时可两

手合握于体前，走动时可一手提裙。

3） 着短裙的走姿　穿着短裙（指裙长在膝盖以上），要表现出轻盈、敏捷、活泼、洒脱的

特点。步幅不宜大，走路在速度上可稍快些。要笑口常开，保持活泼灵巧的风格。

4） 穿平底鞋的走姿　穿平底鞋走路，要脚跟先着地，注意由脚跟到脚掌的过渡。

茶馆中服务时间较长，来回走路较多，茶艺服务人员的工作鞋一般是平底鞋。用力均

匀适度，身体重心的推送过程要平稳。穿平底鞋比穿高跟鞋的步幅略大，可根据自己

的身高、腿长调整步幅大小。穿平底鞋容易产生不标准姿态，即抬腿过高，脚落地时，

小腿的腓肠肌张力差，不能积极地使身体的重心向前脚转移，而使脚跟接触地面时间

略长，脚趾抓地感觉差。这种步态看上去像是往前甩小腿，用脚跟走路，给人一种懈怠

的感觉。

5） 穿高跟鞋的走姿 穿高跟鞋走路，其要领是昂首、挺胸、收腹、上体正直、两眼前

视、双臂自然摆动，步姿轻盈，以显示女性温柔、文静、典雅的窈窕之美。穿高跟鞋由于脚

跟提高，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要求身体的感觉是直膝立腰，收腹收臀，

挺胸略抬头。穿高跟鞋能够使人挺拔，你会感觉胸部挺起，腹部内缩，整条腿向后倾斜，

腰明显塌下去，臀部明显提高翘起，小腿也变得饱满起来，脚背呈漂亮的方形，脚好像小

了许多，连走路的步子也变小了。所以穿高跟鞋，要注意将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挺直，

立腰挺胸要有一种挺拔向上的形体感觉。而行走时步幅不宜大。膝盖不要太弯，两腿并

拢，不强调脚跟到脚掌的推送过程，要走柳叶步，即两脚跟前后踩在一条线上，脚尖略外

开，走出来的脚印像柳叶一样。

4. 优雅的蹲姿

在茶馆服务中，茶艺服务人员经常处在动态状况，因此动作的优美是值得注意培养的，

身体各躯干的动作都要讲究端庄优雅，动静相济，灵活得体。取低处物品或拾起落在地上的

东西时，不要弯下身体翘臀部，这是不雅观又不礼貌的。要利用上蹲和屈膝动作。具体的做

法是脚稍分开，站在要拿或拾的东西旁边，屈膝蹲下，而不要低头，也不要弯背，要慢慢低下

腰部拿取，以显文雅。若遇物较重还可利用腿力以免扭伤腰部。在茶艺表演中奉茶时，要考

虑茶桌的高度，依茶桌高矮，采用以下几种优美的蹲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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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叉式蹲姿。下蹲时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右小腿垂直于地面，全脚着地。左腿在

后与右腿交叉重叠，左膝由后面伸向右侧，左脚跟抬起脚掌着地。两腿前后靠紧，合力支撑

身体。臀部向下，上身稍前倾（如图1—2—6）。
（2） 高低式蹲姿。下蹲时左脚在前，右脚稍后（不重叠），两腿靠紧向下蹲。左脚全脚着

地，小腿基本垂直于地面，右脚脚跟提起，脚掌着地。右膝低于左膝，右膝内侧靠于左小腿内

侧，形成左膝高右膝低的姿态，臀部向下，基本上以右腿支撑身体（如图1—2—7）。
男茶艺服务人员可选用第二种姿态，两腿之间可有适当距离，而女茶艺服务人员无论采

用哪种蹲姿，都要注意将双腿靠紧，臀部向下。如果头、胸和膝关节在同一角度上，这样的蹲

姿就更典雅优美。

任务拓展

1. 利用网络观看站姿、坐姿、走姿、蹲姿等示范视频，利用自己现有的条件进行模拟练

习，培养各种姿态的优美感。

2. 练习优雅的举止

优雅的举止是指人的动作和表情，日常生活中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概括为举

止。举止是一种不说话的“语言”，它反映了一个人的素质、受教育的程度及能够被人信任

的程度。

对于茶艺服务人员来讲，在为客人泡茶过程中的一举一动尤为重要。就拿手的动作来

说，如果左手趴在桌上，右手泡茶，看起来就显得很懒散；右手泡茶，左手不停地动，会给人

一种紧张的感觉；一手泡茶，一手垂直吊在身旁，从对方看来，就像缺了一只手的样子，不进

行操作的手最好自然地放在操作台上。

在放置茶叶时，为了看清茶叶放了多少，把头低下来往壶内看，显得不够从容；有时担

心泡过头，放着客人不管，瞪着计时器看，也是不好的动作；弯着身体埋头泡茶，个性显得不

图1—2—7　高低式蹲姿图1—2—6　交叉式蹲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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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开朗，待客不够亲切。泡茶时，身体尽量不要倾斜，以免给人失重的感觉。

一个人的个性很容易从泡茶的过程中表露出来，也可以借着姿态动作的修正，潜移默化

地陶冶一个人的心境。当你看到一个人笑眯眯地端端正正冲泡着最好的春茶时，还没有喝

就已经感受到了他（她）健康、可爱的气息。

开始练习泡茶的时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背出来只求正确，打好基础；慢慢地，各项

动作会变得纯熟。这时就要注意两件事：第一，将各种动作组合的韵律感表现出来；第二，

将泡茶的动作融入与客人的交流中。

泡茶时，茶的味道虽最为重要，但泡茶人得体的服装、整齐的发型、姣好的面部和优雅的

动作也会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使品茶成为一种真正的享受。

任务三
品茶中的礼仪

任务描述

品茶，就是品评茶味和饮茶。一般来说，这是一种较为优雅和闲适的艺术享受（如图1—

3—1）。品茶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尝茶：从干茶的色泽、老嫩、形状，观察茶叶的品质。

闻香：鉴赏茶叶冲泡后散发出的清香（包括留在茶碗上的“盖面香”）。

观汤：欣赏茶叶在冲泡时上下翻腾、舒展之过程，茶叶溶解情况及茶叶冲泡沉静后的

姿态。

品味：品赏茶汤的色泽和滋味。

那么品茶中要讲究什么，注意哪些礼节，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了解和练习的内容。

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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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目标

1. 学会用盖碗品茶的礼仪。

2. 学会用瓷碗品茶的礼仪。

3. 学会用玻璃杯品茶的礼仪。

4. 学会为客人服务茶水时要注意的礼仪。

任务实施

分组讨论

1. 观看相关视频，讨论品茶中要注意的礼仪有哪些？

2. 为客人服务茶水时如何体现出服务礼仪？

材料阅读

品茶中的礼仪

1. 用盖碗品茶的礼仪

品盖碗茶时的标准姿势是一手持杯，一手持盖，把碗端至胸前，头缓低下，手缓缓上抬。

持盖的手是属大拇指与中指持盖顶，再将碗盖略斜，使靠近自己一侧的盖边向下轻轻划动过

茶水水面，借碗盖边在水面的划动，碗里漂在上面的药材、茶叶拨到一边，以防在喝茶时把茶

叶喝到口中。如果茶水很烫的话，品茶者可以用嘴轻轻地吹，帮助其冷却下来。但用嘴吹

时，嘴型要小而扁，不可发出声音。

2. 用瓷碗品茶的礼仪

品红茶需用瓷杯，茶叶放入杯中以后，只能注水七分满，否则不仅不符合品红茶的俗礼，

如果茶水不小心溢了，还容易烫伤自己或客人。用瓷碗品茶时，男士拿品茗杯手要收拢，表

示在握；女士则可以轻翘兰花指，漂亮而优雅。自己喝茶与别人喝茶时，端茶、接茶都应如

此。在茶水的接与送的过程中，身体不要太直，可以微微向前。

3. 用玻璃杯品茶的礼仪

品高档绿茶或花草茶宜用高筒的玻璃杯。先把绿茶或花草茶放入玻璃杯，用80℃热开

水冲泡，水面距杯口约1.5厘米左右。

如果品饮的是花草茶，可以用小勺或搅棒轻轻搅动至茶水变色。搅动时，杯子放在桌

上，用一手轻触杯身，一手大拇指和中指或食指轻捏勺柄，缓缓地按顺时针方向搅动（切忌来

回搅拌，动作不雅），轻搅几圈后，茶水变色，色泽透明晶莹，带浅的花果颜色，清香溢出。

饮用时，要将勺子或搅棒取出，不要放在杯中直接喝，也不要喝几口，搅动几下，这种动

作会显得很局促，也不雅。在别人给自己斟茶的时候，可用右手食指、中指前部弯曲，在桌面

上扣两下，以示谢意。

4. 为客人服务茶水时要注意的礼仪

（1） 品茶讲究三品，就是用盖碗或瓷碗品茶时，要三口品完，切忌一口饮完。品茶过程

中如果使用到小勺，使用后的小勺要放在杯子的相反一侧。品茶时宜用右手端杯子喝，切忌

用两手端茶杯，那表示茶不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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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给客人斟茶时，不要等客人喝到快露杯底再添茶，而要勤斟少加，且只斟七分满，留

下的三分是情谊。

（3） 端茶给客人，切忌用手抓提杯边缘或握住杯身，正确做法是恭恭敬敬地用左手托住

杯底，最好下垫托盘，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扶住杯身。

（4） 请别人喝茶时，不要把泡好的茶递到别人的手中，只需放在他（她）面前的桌子上，

靠近他（她）的地方就可以了。

实践练习

1. 观看视频，或在老师指导下练习品茶，注意持杯的手形要优美，喝茶的姿态要优雅，

饮茶的方法要正确。

2. 观看视频，或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为客人服务茶水，注意为客人端茶、斟茶的礼仪。

任务拓展

一、 茶艺服务人员在日常业务工作中要注意的礼节

（1） 茶艺服务人员在工作场所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嚷，更不要聚众玩笑、唱歌、打牌

或争吵。如遇宾客有事召唤，也不能高声回答；若距离较远，可点头示意表示自己马上就会

前来服务。

（2） 在走廊或过道上遇到迎面而来的宾客，茶艺服务人员要礼让在先，主动站立一旁，

为宾客让道。与宾客往同一方向行走时，不能抢行；在引领宾客时，茶艺服务人员要位于宾

客左前方二三步处，随客步同时行进。

（3） 茶艺服务人员在服务中要注意“三轻”，即说话轻、走路轻、操作轻。

（4） 为宾客递送茶单、茶食、账单一类的物品时，要使用托盘。

（5） 在为宾客泡茶的过程中如不慎打坏茶杯等器具时，要及时表示歉意并马上清扫、

更换。

（6） 在为宾客泡茶时，不能做出抓头搔痒、剔牙、挖耳、擤鼻涕、打喷嚏等举动。

茶艺服务人员在任何情况和场合下都要有自控情绪和行为的能力，相互之间应真诚团

结、密切合作。这样，才能在操作中做到不失礼。

二、 茶艺服务人员礼貌服务用语的正确使用

茶艺服务中讲究语言艺术，要使每一句服务用语都发挥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根据茶艺

工作的服务要求和特点来灵活掌握。

1. 茶艺服务人员要注意说话时的仪态

每一个茶艺服务人员都应注意说话时的仪态。在与宾客对话时，要面带微笑，通过真诚

的目光进行感情交流，或通过点头和简短的提问、插话表示出对宾客谈话的关注和兴趣。为

了表示对宾客的尊重，一般应站立说话。

2. 茶艺服务人员要注意语言的准确和恰当

讲究语言艺术，用词是否准确、恰当也会给宾客不同的感受，产生不同的效果。如“请

这边走”使宾客听起来觉得有礼貌，若把“请”字省去，变成了“这边走”，在语气上就显得生

硬，变成命令式的了，这样会使宾客听起来不舒服，难以接受。另外，恰当、客气的用语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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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听起来更文雅，也更易于接受，如用“您贵姓”代替“您叫什么”等。

3. 茶艺服务人员要注意语言简练、突出中心

在茶艺服务过程中，茶艺服务人员要用简练的语言与宾客交谈，如果说话啰嗦、拐弯抹

角，费了许多时间还讲不清，那么宾客会厌烦、急躁，甚至产生误会。

4. 茶艺服务人员要注意说话的语音、语调、语速

茶艺服务人员在与宾客说话时要注意语音、语调和语速，说话不仅是在交流信息，同时

也是在交流感情。所以，许多复杂的情感往往通过不同的语调和语速表达出来。明快、爽朗

的语调会使人感到大方的气质和直率的性格，而声音尖锐刺耳或说话速度过快，会使人感到

有急躁、不耐烦的情绪。另外，有气无力、拖着长长的调子，也会给人一种精神不振、矫揉造

作之感。因此，茶艺服务人员在与宾客谈话时要掌握好音调与节奏。以婉转柔和的语调，给

宾客带来和谐的交流氛围和良好的语言环境，这也是使用礼貌服务用语的要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