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教学中茶文化运用分析（4 篇）
 

 第一篇：茶文化在英语小说中运用分析 

 

  

 

 摘要： 

 

  

 

 茶叶从东土漂洋过海来到西方，在这里扎根发芽，直到开花结果，

酝酿出带有英伦风范的英国茶文化。茶文化融入到英国社会，对英国

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英语小说也

成为茶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英语小说中具有代表

性的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以及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探讨茶文化

是如何在英语小说中灵活运用，展现自身魅力的。 

 

  

 

 关键词： 

 

  

 

 茶文化；英语小说；运用 

 

  

 

 在世界茶文化中，英国真正地将茶叶纳入自身的文化系统，形成

茶文化的历史只有几百年，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国家对茶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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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自内心的接纳茶，不仅将茶叶列入日常饮品之列，每天进行早

茶、十一点钟茶、下午茶、高茶等不同形式的饮茶活动，还形成了具

有明显英伦特点的茶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文学家们将茶元素融

入文学创作，尤其是在英语小说中，茶文化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穿插在

整个过程中，在充实了小说内容的同时，还承载着展示创作者思想与

反映社会大背景的作用。 

 

  

 

 1 在品茗之间，完成社会交往的过程 

 

  

 

 《南方与北方》第九章“茶会前的梳妆打扮”将故事的情节发展

推向一个小高潮。该章讲述从南方搬迁到北方的黑尔牧师邀请他的学

生、一位当地的企业家桑顿先生到家中喝茶，当黑尔太太听到邀请桑

顿先生来喝茶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桑顿先生一一今儿晚上这个人究

竟要上这儿来干什么呢？狄克逊在洗我的细布衣服和花边，这种讨厌

的东风，水也不会很暖和。”显然她并没有想到会有可能在家招待这

样一位客人。后来她又表示非常可怜自己的女儿要“像一个佣人那样

干活儿，就为了咱们可以做好适当的准备,接待一位商人”。而玛格丽

特就在那天上午还希望“桑顿先生呆得远远的”，本来已经安排好了

好几件要做的工作，“不过，恰恰相反，她现在却熨起帽子来”，开

始为晚上的茶会做准备。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桑顿先生家中也正在进行

一场相关茶会的对话,“什么事使你今儿这么早就回家来我还以为你要

去跟贝尔先生的那位朋友，那个黑尔先生共进茶点哩。”“我是要去，

妈，我回家来换换衣服。”“换换衣服哼我年轻的时候，小伙子每天

打扮一次也就心满意足。你跟一个老牧师一块儿喝杯茶，干嘛还得换

衣服呢”。这场母子对话充分展现了他们对黑尔一家截然不同的看法，

母亲的话中充满自我家庭地位的优越感，认为跟一个老牧师喝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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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特意着装打扮。虽然两家的女主人对黑尔牧师和桑顿先生的“茶

会约会”带有情绪，但是她们并没有干扰，而都认可这场茶会应该发

生。茶会前两家的准备工作显示他们都把茶会看作一种严肃的社交活

动。同样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本内特先生和表外甥柯林

斯先生之间发生的口角之争，前面提到他看不上外甥表现出来的奉承

讨好，甚至觉得好笑，不过后面描写喝茶的时候，又好像什么都没发

生一样，他“到很高兴地又把客人领进客厅，喝完茶以后，又高兴地

请他给太太小姐们朗诵。”茶桌成为小说中人们交流的重要场景。 

 

  

 

 2 借助茶文化的展示，进行小说环境渲染 

 

  

 

 2.1 揭示社会大环境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茶文化不可避免的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

记。英国文学家门常常在小说中借助茶桌上的饮茶活动，若有若无地

进行着小说故事开始的文化环境，映射着作者本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

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南方与北方》就通过不同场景中发生的饮茶行

为向读者介绍了小说故事所处的文化环境。比如利用详细的茶桌细节

描写，生动地表现出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不同阶层生活水平的高低。

在小说中，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希金斯在刚刚失去了纺织厂工作岗位

的时候，遇上工会罢工斗争，雪上加霜的是女儿因为生病也失业，他

的人生处于低谷，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是在后文的故事叙述中，

借助他到玛格丽特家参与茶会时发生的对话，读者可以大致地洞悉他

在英国社会的阶级地位和身份，他仅仅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暂时“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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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割爱”。在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中，茶桌上的火腿、油布，

饮茶与客厅和厨房在同一个房间，无处不标有工人阶级特征。开场时

对巴顿家客厅“几乎放满了家具”的描写暗喻这个家庭经济繁荣。

《南方与北方》中的工人阶级没有在家喝茶的习惯。小说还借助茶会

场景和茶具的描写来展示一定的阶级意识形态。《南方与北方》中，

伊迪丝“发觉壶里的水凉了，便吩咐把厨房的大茶壶拿上来。”而大

茶壶是新生时尚之物，价格不菲。肖家用这种昂贵的大茶壶煮茶以及

让仆人把大茶壶中的水烧好后拿进客厅，由女主人沏茶都暗示了肖家

财富和社会地位。 

 

  

 

 2.2 展示家庭小环境 

 

  

 

 茶桌是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家具

摆设，在某种意义上，它还代表着英国社会所了解的家庭整体环境、

家庭内部和睦的关系和一幕幕熟悉的安适的生活景象，这是一个与外

部世界相隔绝的家庭小环境，不受外界变化的影响，温暖常在。《玛

丽巴顿》中详细描写了巴顿家的第一次举办茶会，“约翰巴顿把那块

大煤捣碎，满屋子便立刻光亮和暖了起来……”这里的茶会象征英国

家庭的关键因素，它代表了一种温馨、亲密的景象。《南方与北方》

里，玛格丽特一家每天都要喝下午茶。在南方城市赫尔斯通的恬静生

活中，她每天特地“走上楼去，为吃下午的那顿茶点换衣服”。父亲

会“沉默出神地呷着茶”，“吃完茶点后，父亲总立刻退进他的小书

房去”，有时候，“吃完茶点后，黑尔先生站起身来，一只胳膊肘儿

放在壁炉台上，手托着头,默想着什么事，不时还长叹息一声。”当玛

格丽特和父亲去北方了解情况回到家后，“黑尔太太问了许很多多话，

他们全在喝茶的时候回答了。”后来，他们一家迁居到北方城市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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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虽然经济比较拮据，但是他们还一直保持着家庭的饮茶习惯。

即使玛格丽特偶尔错过了喝茶时间，不能陪家人一起喝茶，她也会再

补上，“我最好把这杯茶端上楼给妈妈去。她很早就喝过啦,我那会儿

太忙，也没去陪她。我想她肯定乐意再喝上一杯的。”显然，饮茶时

间也是玛格丽特一家聚会、聊天享受生活的时刻，家庭呈现一派其乐

融融的和谐景象。 

 

  

 

 3 茶桌承载的是女性自我展示与社会地位 

 

  

 

 3.1 展示女性风采茶 

 

  

 

 进入家庭的同时，也渗入了女性的生活。平常人们在家里有客人

的时候会用茶招待客人，泡茶的相关事宜会有仆人准备好泡茶饮茶所

需要的相关物品后由女主人在客厅亲自冲泡好，然后亲手端送到客人

手中。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的公园》中，托马斯线上想认范妮做

干女儿，所以在诺里斯夫人没空的时候他将“总是沏茶”这项工作交

给他；在《傲慢与偏见》里，每次用完晚餐后，总是有家里最得宠的

长女贝内特小姐沏茶。维多利亚时期，茶桌总是中产阶级女性展示女

主人风采的场地，不过也被曲解为是少女用于展现、暴露自我、吸引

男性的场所。《南方与北方》里，桑顿赴约去黑尔先生家喝茶本来是

一项体面的社交活动，而当桑顿太太得知黑尔先生有个女儿时便

说,“当心，别给一个连一文钱都没有的姑娘迷住啦，约翰。”在她看

来,这场茶会似乎暗含着玛格丽特可能会借此勾引她的儿子，所以才特

别提醒。而见过黑尔小姐一面的桑顿先生似乎有所了解并自信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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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容易给人迷住，妈，这一点我想您是知道的。不过您不可以

这样说到黑尔小姐。”此时，茶会前桑顿母子之间的简短对话，也正

是作者借助人物之口进一步提示读者玛格丽特———茶会———婚姻

———桑顿四者之间的关联，作者对在黑尔先生家中的茶会场景精心

细致的描写进一步表明此意图。 

 

  

 

 3.2 茶桌与婚姻、爱情的关联 

 

  

 

 《南方与北方》玛格丽特多次在茶桌前表现出色，预示着她对自

己未来婚姻的把握尺度。玛格丽特在准备茶桌时的优雅娴熟象征她对

爱情的一种成熟认识和执着追求。从南方来到北方，她不时地在茶桌

边展示自己的魅力，最终实现了自我选择的婚姻，与相爱的桑顿先生

美满结合，可以说“茶桌”见证了玛格丽特与桑顿先生爱情的发展过

程。而在英籍美国作家、著名现实心理主义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笔下，

茶具、女性和婚姻之间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关联。其代表作《贵妇人画

像》里，梅尔夫人的命运与茶具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詹姆斯无礼的用

容器来形容她。整个故事中，她是“一只带有裂缝的茶杯”，并且还

在持续被伤害：最初拉尔夫爱她，最终却又选择了离开她。她选择的

婚姻里，夫妻关系烽火持续,毫无幸福可言。更不幸的是，她和奥斯蒙

德相爱并同居多年后，虽然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

的爱情也败给了现实，爱人另娶。在小说的第 19章和第 49 章中，作

者对梅尔夫人和茶具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讲述,将两者构成一种象征意象。

在这片巨著中，女人被赋了“破旧的”的茶杯的含义，被视为一种

“脆弱的容器”，而且在男人的内心，不会认同妻子是一只“空洞没

有内涵的容器”，为小说图抹了一层悲伤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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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束语 

 

  

 

 茶文化在英国文学家笔下化作繁花，深深刻入英语小说，成为英

语小说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在英语小说里，茶桌承载的茶文化不仅

仅是简单地饮食文化，它还是英国家庭生活的重要场景，通过茶桌能

透视英国女性独特的风采与社会地位；它还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的阵

地，是社会大环境的投影。在这里爱情持续上演，矛盾持续发生，故

事还在继续。读英语小说的过程，也是品味英国茶文化这杯香茗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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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英语教学中茶文化运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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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当代英语教育中，老师应重视目标语的语言氛围，融合英语国

度的文化特色开展教学活动，进而让学生的英文技能得到强化。学生

在英语文化的熏陶下，会积极投入教学，了解并吸收英语专业学识。

作者在下文中以茶文化为接入点，探讨茶文化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应

用情况。 

 

  

 

 关键词： 

 

  

 

 茶文化；英语教学；应用；策略；探讨 

 

  

 

 茶文化最早诞生于中国，通过贸易的途径远播国外，通过积淀与

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茶文化出现了区别。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

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环境中，英语教育也开始关注茶文化；在英文教学

中，让学生明了中西茶文化的差别，有助于学生去感知并掌握相关英

文理论，在启迪中进行英文学习。茶文化在中国与西方有着特殊的作

用，以茶文化为枢纽，研讨英文专业教学，对培育学生的跨文化交流

技能以及对异邦文化的解读技能是至为关键的。英语老师应对此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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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文文化教学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联度来说，语言是文化的构成部分，其对文化

是一种再现。从语文语言教学的视角来说，在英文语言关联度极高的

文化教育，二者相互补充。我国的英文语言教学中未形成纯粹的教授

句法、语法以及语言运用等的讲授系统；老师需要对英文文化背景实

施解读，在教学中才能糅进英文文化元素，如此方能让英文语言教学

体现出体系性以及完备性。不过参考我国当前的英文教育环境，文化

教育与英语专业课仿佛扯不上关系。英文老师应意识到文化与语言教

学的综合，需要首先解读目标语的文化，再由老师传递给学员。作者

在下文中以茶文化为参考，探讨英语专业教学中融入文化元素的可行

性以及策略，就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茶文化展现出我国的精神面貌、

民俗以及艺术表现方式等等；科学运用茶文化，能调动学生学习英文

的热情，能够营造热烈的教学氛围，提升教学质量。 

 

  

 

 2 我国与西方国度的茶文化呈现出的差别 

 

  

 

 中国与西方国度的差异性显著，茶文化差别仅为冰山一角。而解

读中国与西方国度文化的差别，对英文教学来讲至为关键，其能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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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国度的文化差别的比较，更能让学生的交际能力、

写作能力等得到提升。而茶文化差别讲授，能够让学生窥得我国与西

方国度的文化差别的特征，合理使用，能够推动学生的英语学习。中

国与英国的民众都酷爱喝茶，并且形成了各自的茶文化。

  

 

 2.1 中国茶文化在唐朝时开始流行，到宋朝达到巅峰 

 

  

 

 在由唐到宋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民众把茶当成主流饮料，在以往

的历史中，茶是奢华的，唯有高官贵族方能品尝；从唐朝以后，茶叶

不再是奢华的饮料，在普通民众民居内随处可见茶叶。在社会演变的

历程中，茶文化渐渐构成一个系统，并开始变得璀璨耀眼。从中国知

名的《茶经》来说，在唐朝之前就出现了记录茶的资料，唐朝相关茶

的唐诗就多达 500余首；到宋朝更是增加到 1000多部，这类相关茶的

描述给人以美的享受，成为珍贵的中国茶文化。 

 

  

 

 2.2 西方的茶文化最早诞生于英国 

 

  

 

 1700年以前，茶对西方民众来说还可望不可及，充满了神秘感，

价钱也极为离谱；大众的饮茶行为还未出现，一般是英国皇家才能品

尝到茶；而 1700 年以后，英国开始与中国频繁贸易，并将茶带入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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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英国的饮茶风俗都没有消失，茶叶的营销量保持增长。因为

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让 的英国民众都能随时享受到香茗，为了迎合

英国民众的消费心理，英国成为了全球进口茶叶的大众消费国。茶文

化在英国也开始构成系统，英国人中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红茶，而我国

民众更喜欢喝绿茶。而以往中国往英国输出的大多数都是红茶，近年

来绿茶的比例逐渐攀升；也体现了两国文化的交融。 

  

 

 2.3 饮茶习惯的差别 

 

  

 

 在饮茶习惯方面，西方民众与我国民众有着显著差异，作者仍以

英国为说明对象。英国民众喝茶有上午茶、下午茶、饭后茶等等，并

喜饮红茶；不过中国民众喝茶并未形成统一规定，并更喜欢喝绿茶。

大多数民众喝茶纯粹是喜欢喝，例如与好友聚饮，或在欢聚时光，边

品茗变鉴赏茶艺；饮茶已经渗入到中国人的血液里，想起了就品上一

杯，自得其乐。而中国的茶文化的兴盛，也体现了我国文学家高尚古

雅的生活情趣；品茗就是纯粹地享受茶叶本身的清香以及醇厚；不过

英国民众的喝茶习惯与中国出入很大，其不但有稳定的喝茶时段，并

以红茶作为主导饮品；而且红茶中还要掺入奶、糖等等，混淆享用。

从该层面来说，英国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茶文化，有着英国本身的特色。 

 

  

 

 3 茶文化教学在英文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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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学生增长见闻，引导学生思考模式的形成，并发挥想象力，能

够延伸英文教学的功能。这对英文教学来讲，是一类进化以及创造。 

 

  

 

 3.1 讲授中国与西方的茶文化经典著述，拓宽英文教学范畴 

 

  

 

 在英文教授中引进茶文化，对学生是一种熏陶。从阅览中国与西

方国度关于茶文化的经典著述为视角，老师要引导学生领略茶文化，

在茶文化中得到陶冶并学会欣赏，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对英

文的解读能力，是学习英文的好渠道。学生唯有拥有解读英文的技能，

老师才能引导其在课余时间多读英文原版书；假如学生水平还不够，

要推介其参读英汉对照的文学作品，如此，能够提升其在用英文语法

与句式结构遣词造句的能力。而在英文著述中，大多数著作都牵涉到

茶文化，小说家（或其他体裁的文学家）将茶文化在作品中再现，透

过这类描述展示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以及生活态度。当中，最为经典

的就是英国的简奥斯丁，其是英国文坛最受欢迎的文学家之一，其作

品《曼斯菲尔德庄园》、《洛桑觉寺》以及最受推崇的《傲慢与偏见》

中就融入了茶文化；其著作中的茶已经不单纯是一类饮品，其上升到

了英国人精神文化代表的高度；其体现了简奥斯丁的创作才能，而在

其作品中时常出现的“茶”以及“茶会”，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古老的

英国，其同样体现了喝茶的民俗文化在英国的流行水准。老师将饱含

英国茶传统文化与文学精神的著作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品味，并定时

举办阅读交流会，让学生沟通想法，用英文会话的形式，帮助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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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为视角，塑立学生的认知观 

 

  

 

 在英文教学阶段，老师要引导学生去探究两方文化的差别，并融

合实践对这部分差别实施比较，让学生意识到文化的差别导致思维模

式的不同，而思维模式的相异又导致了两类相异的交流风格的语言系

统的成型。在文化差别的视角下，塑立学生的认知观，构成全景文化

认知模式，透过语言在沟通的习惯、准则、句法层面的差别，来提升

学生英文交流的技能。例如：中国与英国在茶文化层面有着极大的差

别，英文老师应审时度势，通过文化差异表现形式，来引入句法学习。

在听力培养阶段牵涉到新词语时，以中国与英国的茶文化差别作为参

考，引进全新的词语———例如 Blacktea ，Softdrinks 等等。老师通

过对红茶等英语词语历史的讲授，让学生对红茶这一单词的记忆更为

牢靠。如此，在听力训练阶段，对听力资料中的相关词语才能更好地

把握。 

 

  

 

 3.3 重视茶文化引入的层次感，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 

 

  

 

 在英文教学中引入茶文化，以推动学生学习质量的提升，老师需

要重视茶文化引进的层次感，从三个方面引进，由表至里，循序渐进，

英语教学中茶文化运用分析(4篇)--第14页

英语教学中茶文化运用分析(4篇)--第14页



  

 

 3.3.1 老师应对语言构造的相关理论实施阐述，在学生学习完英

语语言构造后，在英文教学以及对文学著作的品读中，才能更为如鱼

得水；此外，老师还应将于茶文化关联的词语以及与教科书内容关联

的文化背景向学生阐述。 

 

  

 

 3.3.2 老师应对学生讲授茶文化的系统知识，以教科书资料为核

心，整合出体系性的文化教学结构。 

 

  

 

 3.3.3 老师应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引进到教学中，由茶文化延

伸到它类文化层面，协助学生构建更为系统的语言文化体系，这部分

知识或理论的传授能够帮助学生解析语言环境、语法等等，对学生的

学习来说助益甚多。 

 

  

 

 4 结束语 

 

  

 

 在英文教学阶段，老师讲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杂糅，是一种全新

的尝试以及改革。而茶文化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运用，在完成英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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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任务的前提下，继承以及宣扬我国独有的茶文化有着极大的价值。

老师应清楚茶文化与英文教学间的关联；在教学中导入茶文化相关知

识，帮助学生了解茶文化的悠久历史，并从中西茶文化变迁的视角来

学习英文，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茶文化是我国文化中的一个奇迹，

其形成与发展体现了本国的民族文化发展特征，与英文教学的融合有

着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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