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桶頭國小茶道教學教材 

 

歡迎來找茶 



 

 

南投縣竹山鎮桶頭國小茶道課程架構圖 
 

 

 

 

 

 

 

 

 

 

 

 

 

 

 

 

 

 

 

 

 

 

 

 

 

 

 

 

 

 

 

 

茶道課程

的發想 

竹
山

的

茶 

茶
的

品

種 

喝
茶

的

好
處 

喝
茶

的

禁
忌 

南
投

縣

的
茶 

兒
童

學

茶
藝 

泡

茶
禮

節 

泡

茶
儀

態 

茶
藝
比
賽 

茶
藝
與
美
學 

茶道文化 茶具與茶席 

台

灣
的

茶

區 

泡
一
壺
好
茶 



 

 

 

 

 

 

    南投縣茶葉栽培，至今約有兩百多年的歷史。相傳清朝

年間，鹿谷鄉人林鳳池先生遠赴大陸福建考舉人，返鄉時從

福建武夷山帶回幾棵茶苗，種在鹿谷鄉麒麟潭邊山丘上。山

丘頂部終日雲霧繚繞，氣候較濕冷，地名為｢凍頂｣。這個地

方的居民繁殖林舉人帶回來的茶樹，形成小規模茶區，此為

凍頂茶的起源。林舉人帶回來的茶樹屬烏龍品種，所以出產

自鹿谷鄉凍頂山麓一帶的茶葉，通稱為｢凍頂烏龍茶｣。 

    名間鄉的松柏嶺屬於八卦山脈丘陵地，日照充足，排水

良好，孕育著｢松柏長青茶｣，這是故總統蔣經國先生任行政

院長時到該地視察品茗，特別命名的。這個茶區面積較大，

茶園栽培管理及採收，大量以機械化作業，產量豐富，是臺

灣最大茶葉產區。 

    1925年從外國引進阿薩姆種紅茶，栽種在魚池、日月潭

地區，經過不斷的改良，培育出更適合臺灣地質和氣候的品

種，「日月潭紅茶」的品質享譽國際。 

    南投縣的名間、南投、竹山、鹿谷、水里、魚池、信義

及仁愛等鄉鎮市，都是重要茶區，除了「凍頂烏龍茶」、「松

柏長青茶」、「日月潭紅茶」遠近馳名外，「杉林溪高山茶」、 

「玉山烏龍茶」、「合歡山高山茶」、「青山茶」等，也都以獨

特的風味征服消費者，成為臺灣最值得驕傲的經濟作物。 

 

 

 

 

 

 

南投縣的茶 
 



 

 

 

 

烏龍茶 

    相傳古時候有一個農人出外採茶葉，看到一株被黑蛇盤

旋的茶樹，採下綠葉作成茶，味道非常甘醇，便細心照顧這

棵茶樹並繁殖茶苗。中國人習慣稱蛇為「小龍」，黑色的蛇

於是被稱為「烏龍」，被黑蛇盤據過的茶就有了「烏龍茶」

這樣的稱呼。烏龍茶種適合製作「半發酵」的茶。金萱茶（二

七仔）、四季茶、翠玉茶（二九仔）等則是烏龍茶的改良品

種。 

 

包種茶（清茶） 

    包種茶是輕發酵的茶，外型大都為條索形狀。早年茶農

把製好的茶葉以四兩作一包，包成四方形，在包裝上蓋上茶

名和茶行大印，俗稱為「包種茶」。 

 

綠茶 

    綠茶屬於不發酵茶，茶葉採收後隨即殺菁（蒸菁和炒

菁），用高溫破壞酵素活性，抑制茶葉發酵，所以綠茶保留

大部分的茶葉成分（葉綠素、咖啡因、茶鹼及維他命Ｃ等），

茶性新鮮自然，具有茶葉最原始的滋味。因為綠茶是｢生茶

｣，刺激性強烈，較不適合胃弱、失眠的人及孕婦飲用。 

 

常見茶的種類 



紅茶 

    紅茶屬於全發酵茶，跟綠茶恰恰相反，茶葉成份較其他

茶少，刺激性低微。紅茶可以冷飲和熱喝，更可以加入調味

料，例如牛奶、檸檬、果汁等，是廣受歡迎的飲料。 

 

普洱茶 

    普洱茶是大陸雲南省的名茶，屬於後發酵茶，也就是茶

葉製成後用特殊的儲存方式讓它繼續發酵，茶性隨時間越久

也越温和，茶味則越陳越香。因為發酵重，所以茶湯的顏色

呈現深褐色。 

 

膨風茶 

    夏季｢小綠葉蟬｣大量繁殖，啃噬茶葉嫩芽，形成茶園蟲

害。有一個農人不甘心損失，採下被蟲啃食剩下帶絨毛的茶

芽製成茶葉，沒想到風味獨特大受歡迎。茶農告訴鄉親這個

好消息，但是大家不相信他的話，以為他｢吹牛｣、｢膨風｣，

於是把那農人的茶稱作「膨風茶」。英國女皇對「膨風茶」

的口味讚賞不已，西方人便把這種來自臺灣的茶叫做「東方

美人茶」。帶著淡淡蜂蜜香味的「膨風茶」裡頭有小綠葉蟬

的口水，所以南投人稱它為「涎仔茶」。 

 

香片 

    香片又稱「花茶」，屬於調味茶，乃是茶葉和各式鮮花

拌合薰製而成。例如：玫瑰紅茶、茉莉綠茶、桂花烏龍等。 



 

 

 

    竹山鎮本來沒有種植茶樹，民國六十年代以後臺灣經濟

起飛，國人逐漸重視精神生活，飲茶文化慢慢形成，茶葉需

求量日益增加，價格一路攀升。農民看好茶葉的前(錢)景，

放棄水稻、樹薯、竹筍等作物，改種茶樹。丘陵山坡地、平

坦的水田改頭換面，成了行列整齊的茶園。 

    竹山地區海拔從一百公尺到兩千公尺左右，不同高度茶

葉生長速度也不同，低海拔地區氣溫較高，加上潮濕多雨，

茶樹生長快速，一年可以採收五到六次茶葉。高海拔的杉林

溪終日雲霧繚繞，出產清香撲鼻的高山茶。製茶期間空氣中

彌漫著濃濃茶香，叫人心情舒暢。 

   竹山茶以｢烏龍｣品種最多，改良的品種｢金萱｣、｢翠玉｣

和｢烏龍｣一樣，都是生津止渴、齒頰留香的臺灣好滋味。 

 

 

 

 

 

 

 

 

 

 

 

 

 

 

竹 山 的 茶 



 

 

 

    現代醫學研究指出，茶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劑｢類黃酮｣，

能防止細胞損害。茶湯中的茶多酚、糖類、果膠、維生素等

物質，能清熱降火、預防疾病，例如喝茶有預防心血管疾病

的作用、可以抑制腸道中有害細菌的活動力、能降低血糖，

防止糖尿病的發生，可見喝茶對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茶中含有微量的氟，能和牙齒的鈣質結合，這樣就好像

幫牙齒加上一個保護層，提高了牙齒的防酸抗齲能力。小朋

友喝茶或是用茶湯漱口，加上注意口腔清潔衛生，就能防止

蛀牙發生。 

    茶葉中的咖啡鹼具有興奮中樞神經、增進思維、提高效

率的功能。因此，飲茶後能提振精神、清醒頭腦、集中注意

力。唐朝詩人白居易《贈東鄰王十三》這首詩寫道：｢攜手

池邊月，開襟竹下風。驅愁知酒力，破睡見茶功。｣其中｢破

睡見茶功｣說的就是喝茶具有提神的作用。宋朝文學家蘇東

坡有首詩 ｢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

睡魔。｣大文豪調皮的把茶葉送給修行的朋友，要他別在禪

坐的時候打瞌睡呢。 

 

 

 

 

 

 

 

 

 

喝茶的好處 



 

 

 

 

    喝茶固然有許多好處，但是也要注意喝茶的時機和自己

的身心狀況，才能既享受喝茶的樂趣，又避免副作用產生。 

    

◆茶湯濃度適中就好，太濃的茶湯容易對身體造成刺激。 

 

◆茶葉不宜在熱水中浸泡太久。隔夜的茶容易變質。現沖、 

  現泡、現喝的茶最好。 

 

◆飯後不宜馬上喝茶，以免影響消化。 

 

◆茶和藥物一起服用，容易產生化學變化傷害身體，要盡量 

  避免。 

 

◆飯前或空腹喝茶，容易引起身體不適。 

 

◆兒童、孕婦、老年人盡量不要喝濃茶。 

 

◆睡前喝茶會使精神興奮，容易造成失眠。 

 

◆染患某一些疾病不適合飲茶，生病的人想喝茶，須和醫生 

  討論，得到醫生許可。 

 

 

 

 

喝 茶 的 禁 忌 



 

 

 

    喝茶又稱做｢品茗｣。中國人把茶當作是珍貴高尚的飲

料，飲茶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達官貴人透過喝茶來彰顯身

份、聯絡感情，文人雅士則在煮茶品茗之中談古論今、激發

創作的靈感。 

    ｢茶道｣這個詞從唐代到今天已經使用了一千多年，它是

一種藝術，也是一種修身養性的手段。古人藉由飲茶的方

式，對人民進行禮法教育，把待人接物的禮節融入茶道中，

所以｢茶道｣也是道德修養的一種儀式。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

為：廉、美、和、敬，用以引導人們在味覺的享受過程中完

成品格修養，達到實現人類和諧安樂的目的。 

    茶道是高貴的藝術，了解茶道的人，能在泡茶過程中產

生祥和、流暢、潔淨、優雅的美感，極為賞心悅目。茶道除

了講究茶葉的品質、茶具的質感，還會運用典雅的茶席布置

及適當的音樂營造品茗氣氛，所以學習茶道是人文藝術的陶

冶，能變化一個人的氣質。 

    小朋友學習茶道，不一定要背負這麼沉重的使命，只要

靜下心來，好好享受茶香好滋味與體會知己友誼交流的美妙

感受就可以了。和茶作朋友，有一天，一定能發現茶道豐富

你的生活，提昇你的生命品質。 

 

 

 

 

 

 

 

茶 道 文 化 
 



 

 

 

小朋友學習茶道好處多多 

◆認識地方產業，深刻感受在地風情，體驗茶文化的 

  美好。 

◆推廣茶文化，行銷茶產品，促進家鄉經濟繁榮。 

◆獲得實用的生活技能，培養帶得走的能力。 

◆開啟感官知覺，養成身、心、手、腦並用的習慣。 

◆提倡正當休閒活動，以茶會友，提升精神生活。 

◆學習待人接物的禮節，增進人際互動能力。 

◆獲得美感經驗，變化氣質，陶冶品格。 

◆學習謹慎、專注的做事態度，培養定力。 

◆養成喝茶習慣，減少對含糖飲料的依賴，促進身體健康。 

◆學習優雅的儀態，做個小紳士、小淑女。 

 

 

 

 

 

 

 

 

 

 

 

 

 

 

小 朋 友 學 茶 道 
 



 

 

 

    近年來國人重視喝茶文化的發揚，提倡生活茶道，希望

茶道文化從小紮根，不但學校開茶道課程，一些單位還辦理

兒童茶道比賽，提供學齡兒童觀摩學習機會，目的是以茶會

友，推展飲茶文化，帶動飲茶風氣，提振茶葉經濟。 

    茶道比賽小朋友得在二十五分鐘內完成養壺、沖泡、分

茶湯、奉茶、聞香、品茗、收杯、滌壺、徹茶席等工作，需

要長期練習，才能胸有成竹，臨場不亂。 

    茶道比賽評分的內容包括： 

茶的知識(如茶具名稱、茶的種類與特色、茶色代表的意義) 

泡茶技巧(如順序的正確、過程的流暢度、時間掌握)  

茶湯表現(如色澤、濃淡、香氣、有無苦澀味)  

茶道禮儀(如主泡者與茶侶的儀態、個人整潔、茶具有無 

         破損、乾淨與否、奉茶禮儀風範) 

茶具茶席 (如茶具色澤、形式的搭配是否洽當、茶席布置 

         是否雅致、有無符合競賽主題)  

搭檔默契(如主泡者與茶侶能否分工合作、兩人互動是否 

         和諧) 

其    他(如服裝鞋襪搭配是否洽當、服裝形式是否符合 

         身份) 

    比賽只是一種手段，目的無非是學習正確的泡茶技能，

養成合宜的禮儀風範，歡迎小朋友一起來學習茶道。 

 

 

 

 

 

兒 童 茶 道 比 賽 
 

兒 童 茶 道 比 賽 
 



 

 

 

    泡茶招待客人是很講究衛生和禮節的，小朋友可以從這

幾個地方留心 

     

◆ 衣著乾淨、整潔、素雅，不可奇裝異服。 

◆ 頭髮整束好，不披頭散髮。不留髮絲在臉上。 

◆ 指甲剪短，以免藏污納垢。泡茶前須將雙手清洗乾淨。 

◆ 泡茶過程中，雙手一定要保持乾淨，不可摸臉、摸頭髮 

   或做其他不衛生的動作。 

◆ 茶具清洗乾淨，不可有污漬。奉茶用的聞香杯、杯飲杯、 

   杯托不能有破損缺角。 

◆ 拿杯時，手指放在杯腹的地方，不可碰觸客人的杯口。 

◆ 面帶微笑，態度親切，讓客人感受到你的誠意。 

◆ 茶席中如果有長輩在場，奉茶的時候應先向長輩奉茶， 

   再依序向其他客人奉茶，自己留在最後。 

◆ 奉茶過程中，如果不小心打翻茶湯，要先關心客人有沒 

   有燙傷，然後簡單整理桌面和地板，雙手洗乾淨後重新 

   為客人奉茶。 

 

 

 

 

 

 

 

 

 

泡 茶 禮 節 
 



 

 

 

    泡一壺好茶需要許多條件配合，茶葉的品質、茶壺的質

地、水的來源(自來水、井水或山泉水)等都重要。小朋友初

學泡茶，茶葉量、水溫、浸泡時間這幾個基本常識要特別注

意。 

 

茶葉量：茶葉太少，茶湯淡而無味。茶葉太多，茶湯過濃苦

澀，因此需依照茶壺大小置茶葉。一般球形茶葉放置的量，

大概是茶壺容量大小的五分之一(或是茶葉把壺底鋪滿)，這

樣茶葉才能在壺中適當的開展。茶葉遇到熱水舒展開來達到

茶壺的九分滿是最洽當的量。 

 

水  溫：泡茶沖入沸水，讓茶葉舒展釋放出甘醇的滋味。水

溫太低，茶的香氣和滋味都沒有辦法立即且完整的釋放出

來，白白浪費了好茶葉。水溫太高，茶湯容易苦澀。通常泡

外觀緊實的半發酵茶，水溫較高，在攝氏 95度左右。80到

90度間的水溫適合泡芽尖或茶形細碎的茶。泡綠茶的溫度較

低，約用 80度以下的水溫就可以了。 

 

時  間:壺中沖入熱水，茶葉舒展需要一點時間，太早倒出

來的茶湯沒味道，浸泡太久則又苦澀難以入口，球形烏龍茶

葉浸泡時間大概在 45到 75秒之間，這是隨著沖泡次數去調

整的。專注加上經驗累積，慢慢就能掌握倒出茶湯的時機。 

 

 

 

 

泡 一 壺 好 茶 
 



 

 

     

    茶席是招呼客人品茗的小天地，一般來說需要一張桌子

和幾把椅子，主人和客人一起圍坐在桌邊。如果是席地而坐

的｢無我茶｣，通常會在地上鋪上一張大型坐墊，茶具擺放在

墊子上，客人也坐在墊上奉茶。 

    茶席佈置以乾淨素雅為宜，桌上型的茶席，泡茶桌有時

會鋪上典雅的桌巾、桌旗美化。還可以用插花、小盆栽、雕

刻品、小石頭、玩偶、小藝品等點綴。 

    茶席佈置是在營造一個賞心悅目的視覺空間，用來和茶

香氣的嗅覺經驗及茶滋味的味覺經驗相互輝應，讓人心曠神

宜，享受色香味俱全的品茗時光，所以品茗是多麼風雅的事

啊! 

    茶具的材質最好能和茶的種類互相搭配，才能完美釋放

出茶的特色。例如瓷器茶壺較適合泡綠茶，陶製茶壺適合泡

烏龍茶，紅茶等。 

    泡茶前徹底將茶具清洗乾淨是很重要的事，這是對客人

最基本的尊重。我們還得經常檢查茶具是否完好，破損和缺

角的茶具不宜拿來招待客人，因為它容易藏污納垢，不但影

響衛生，也不安全，對客人失禮。 

 

 

 

 

 

 

 

 

茶 席 與 茶 具 
 



 

 

 

    一般來說，泡茶使用的桌椅要適合泡茶者的身高，桌子

的高度最好是在主泡者坐下來後腰部到下胸部之間。椅子坐

椅面前二分之ㄧ或三分之ㄧ，雙腳著地，避免懸空，這樣手

部的操作較方便，也較安全。 

    泡茶講究坐姿優雅，上半身挺直，頭擺正，面帶微笑。

女生坐在茶席上，兩腿要自然併攏。男生雙腿可微微張開，

兩膝蓋間的距離大概是一個拳頭的寬度。 

    在茶席上忌諱雙手到處摸，不論是主泡者或是茶侶，閒

置的手應輕握拳頭或輕輕交疊放在桌緣，這是避免雙手弄

髒，影響衛生。 

    泡茶能發揮身心手腦並用的功夫。頭腦要記住泡茶程

序，思考如何泡出一壺好茶。手部動作和緩優雅，連接每一

個過程。身體搭配手的動作，展現姿態的優美。當你用心在

每一個細節時，茶湯的滋味必定特別甘醇，品茗的人也會因

為你的用心倍感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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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茶道比賽中，主泡者與茶侶兩人一組互相搭配。主泡

者負責泡茶，茶侶則將茶湯奉給評判老師品評。 

    比賽開始進入會場，主泡者與茶侶要一起佈置茶席。兩

人一定得分工合作，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把茶席佈置妥當。

主泡者泡茶的時候，茶侶如果發現疏失，可以輕聲提醒他。

品嘗茶湯時，茶侶也可以把自己對茶湯的感受和主泡者討

論，好讓下一道茶湯更可口。 

    主泡者和茶侶的關係，要互相幫助，善意提醒，所以培

養默契很重要。主泡者和品茗者的關係，則要關心對方的感

受，因為泡一壺好茶要有人分享才更有滋味。學習泡茶不只

是要學會泡茶功夫，更重要的是學會怎麼與他人互動、怎麼

待人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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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茶是一門藝術，充滿視覺、味覺、嗅覺的享受。 

視覺：觀察成品茶葉外型是否色澤油亮、緊實乾硬。欣賞茶

湯色澤，分辨它是熟茶還是生茶，是輕發酵茶或是重發酵

茶。金黃色茶湯像陽光般溫暖，是幸福的滋味。 

 

嗅覺：不同的茶展現不同的香氣，茶湯中花香、花果香、熟

果香、麥芽糖香、蜂蜜香是自然現象，新鮮茶葉有鮮香氣味，

淡淡的風雅，回韻悠長，讓人回味無窮。 

 

味覺：茶杯裡的茶湯通常分三口喝下，第一口品茶湯香氣，

第二口品茶湯韻味，第三口細品茶湯美滋。茶湯入口，甘醇

味美，在口齒間迴盪不已，是很高級的味覺驚艷。 

 

    茶藝的美不只存在感官中，茶藝將茶與有關的人、事、

物、環境相互融合美化，提高生活品質。例如茶藝與陶藝、

瓷藝、花藝、石藝、香燭、音樂、歌謠、舞蹈、文學、詩詞、

書法、美術、裝飾、服飾、裝潢、品茗環境、庭園佈置、飲

食等融合美化而顯現出多采多姿來。這是茶具美、茶席美、

喝茶環境美、品茶意境美的整體表現，能陶冶性情、洗滌心

靈。 

 

 

茶 藝 與 美 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