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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爱国华侨故事融入学前美育课程的实践与应用
许敬铭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福建 晋江 362201）

摘要：在新时代下，在高职美育课程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将本土爱国华侨事迹融入学前教育专业美育课程当中，可以使学生更加

深入的了解本土优秀的文化，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艺术创作，将爱国华侨所传递出的家国情怀进行传播，

感受爱国华侨的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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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泉州华侨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

国家建设时期，通过捐资办学、支持抗战、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

事迹，流露出他们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和对文化传承的不懈追求。

例如，陈嘉庚先生不仅捐巨资创办厦门大学，还积极支持抗日救国，

其事迹成为华侨爱国精神的典范。旅泰华侨吴庆星先生，在创业

路上不忘家国情怀，在部队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提供援助，并协

助部队解决部分退伍士兵的就业问题，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华侨的

家国情怀。旅泰华侨吴庆星早年曾参加我党地下组织，回乡后捐

资修建革命烈士纪念馆以教育后人，从其个人经历能感受到对国

家浓厚的热爱之情。在学前教育美育课程中融入这些生动的爱国

华侨故事，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还能让他们在感受历

史的同时，培养审美情趣和创造力。在教学中，将爱国华侨故事

中的美育元素提取出来，以儿童绘本、儿童游戏等方式再创作，

将爱国华侨故事中的家国情怀以艺术表现的方式呈现给幼儿以及

大众，使学前教育美育与思政同步推进，帮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

识的同时，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提升对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丰富审美体验，实现全面发展。

一、学前美育教育课程的重要性

美育是审美教学和美感教学的融合，是指通过教育提升人们

认识美、理解美、欣赏美、创作美的能力。美育不仅仅是单一艺

术学科的教育，其包含了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文学以及相

应的户外活动，通过这些学科和活动引导学生发现美、欣赏美、

创造美。

学前美育课程是儿童早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

丰富了儿童的情感体验，还促进了他们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的发展。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学前儿童处于感知运动阶段和前运

算阶段，他们往往通过感官和动作来探索世界。因此，美育课程

的设计应充分考虑这一特点，通过直观、形象的艺术形式，如绘画、

音乐和舞蹈，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学习兴趣。例如，

一项针对 3 至 6 岁儿童的研究表明，定期参与艺术活动的儿童在

语言表达、社交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方面表现更为突出。此外，

学前美育课程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儿童的审美情感和艺术鉴赏能力，

这不仅有助于儿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还能为他们未来的学习

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泉州爱国华侨故事概述

泉州，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著名侨乡，孕育了无数爱国华侨，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

历史记载，泉州华侨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家建

设时期，通过捐款捐物、投资兴办实业、支持教育科研等多种形式，

积极支援祖国。

（一）陈嘉庚

例如，陈嘉庚先生不仅在抗战期间捐资支持国家抗战，还创

办了集美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华侨的爱国事迹，

不仅体现了个人的高尚情操，也成为了泉州乃至中国爱国精神的

宝贵财富。

（二）吴庆星

旅泰华侨吴庆星先生所创办的仰恩养鸭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现代化养鸭基地之一，逢年过节，吴先生总是会挑选一些

上等商品鸭，慰问驻军官兵，当他得知当地部队战士几次因几次

自己动手饲养家禽都因技术、防疫不过关而失败时，责无旁贷地

承担起帮助部队发展养殖业的义务，他一方面派出技术人员帮助

部队利用空闲营房因陋就简改建成鸭舍，总面积达 5000 多平方米，

同时在他所创办的仰恩大学开设养鸭培训班，为部队培训饲养骨

干，并在仰恩养鸭场实习，帮助部队战士熟悉鸭子的防疫技术，

还定期派技术员到部队各个养鸭场巡视指导，同时还主动安置 32

名退伍军人在自己创办的企业工作；

（三）杨思祝

杨思祝先生，早年曾参加我党地下组织，1981 年离休后，子

女将他接到香港定居，安逸的生活并没有冲淡他对昔日硝烟战火

中牺牲战友的怀念，于是他萌发了建一座烈士纪念馆，以教育后

人的念头。1990 年他回到家乡探亲期间，动员亲属捐资 17 万港元，

建起了一座占地 400 平方的革命烈士纪念馆，现在该馆已被晋江

市人民政府辟为青少年德育基地，数以万计的来此缅怀革命先烈

的英勇事迹。

在泉州爱国华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深厚的爱国情怀和

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他们不仅在物质上支援祖国，更在精神文化

层面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许多华侨在海

外积极推广中华文化，通过建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

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尊重。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

输出，不仅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也为中华文化的国际

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泉州爱国华侨事迹所蕴含的教育意义与美育元素

泉州爱国华侨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段历史的记载，更是学前

美育课程中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这些故事中蕴含的教育意义与

美育元素，能够激发学前儿童的爱国情感，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

（一）爱国华侨捐资助学事迹

通过讲述陈嘉庚先生捐资助学的感人事迹，孩子们不仅能够

了解到爱国华侨对国家教育事业的贡献，还能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从而在心中种下爱国的种子。

（二）爱国华侨捐赠建筑的风格

在美育方面，陈嘉庚先生的故事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他

所捐赠的建筑风格、校园环境等，都可以作为美育教学的切入点，

引导孩子们欣赏和理解建筑艺术之美。

（三）爱国华侨海外坚持文化传承

此外，通过分析华侨们在异国他乡坚持文化传承的案例，孩

子们可以学习到坚持与创新的重要性，有助于他们认知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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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前儿童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通过讲述华侨的爱国事

迹，孩子们可以了解到，无论身在何处，爱国之心都是相通的。

这种情感的培养，对于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

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华侨故事中蕴含的坚韧不拔、勇于创新

的精神，也将成为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四、美育课程设计原则与教学内容创新

（一）结合泉州华侨故事的课程设计理念

泉州爱国华侨的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传承与

创新的宝贵资源。在学前美育课程中融入这些故事，可以激发儿

童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例如，通过讲述陈嘉庚先生捐资

助学的爱国事迹，孩子们不仅能够了解到华侨对家乡教育事业的

贡献，还能学习到责任与奉献的精神。课程设计应注重故事的生

动性和互动性，比如采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让孩

子们在模拟的环境中体验华侨的生活，从而加深对爱国情感的理

解。此外，结合认知发展理论，课程内容应与学前儿童的认知水

平相匹配，通过故事讲述与艺术表现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培养孩

子们的审美情感和创造力。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引导孩子们

通过绘画、音乐和舞蹈等形式，表达对华侨故事的理解和感受，

从而在艺术创作中实现情感与认知的双重发展。

（二）课程内容与学前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的匹配

在设计学前美育课程时，泉州爱国华侨故事的融入必须考虑

到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学前

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他们通过直观的感知和具体的操作来理解

世界。因此，课程内容应以直观、生动的故事讲述为主，辅以艺

术表现形式，如绘画和音乐，以促进儿童对爱国华侨精神的感知

和理解。例如，在讲述陈嘉庚先生捐资助学的故事时，可以通过

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模拟的“学校”环境中

体验和学习，从而加深对爱国华侨贡献的认识。此外，引用维果

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教师应通过“最近发展区”概念，设计适

当的教学活动，引导儿童在成人的帮助或更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下，

完成超出他们独立能力的任务，从而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通过

这样的课程设计，不仅能够激发学前儿童对爱国华侨故事的兴趣，

还能有效地促进他们的认知和美育能力的提升。

（三）故事讲述与艺术表现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以图叙事思维是指通过图像表现来叙述故事或传递信息的思

维方式。该思维方式的本质是通过图像和语言相结合，创造出一

个视觉语境，引导观众与该语境建立情感共鸣，实现信息传递。

以图叙事思维在教育中的应用非常广泛，特别是在启发儿童创造

力和思维发展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引导儿童使用图像

进行叙事和信息传递，可以激发儿童的创意和表现力，培养儿童

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在泉州爱国华侨故事融入学前美育课程的实践中，故事讲述

与艺术表现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生动的故事叙

述，孩子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华侨先辈们的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

例如，在讲述陈嘉庚先生捐资助学的故事时，教师可以运用多媒

体技术，结合绘本故事、视频和音频资料，让孩子们仿佛置身于

那个时代，亲身体验华侨们为国家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此外，通过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孩子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故事

内容，并在艺术表现中将情感和认知结合起来。在课程中，老师

可以给孩子们讲述绘本故事书，也可让孩子们扮演绘本故事中的

角色，通过绘画、手工制作或戏剧表演等形式，将自己对故事的

理解和感受表达出来。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还能加深他们对爱国华侨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正如

教育家约翰·杜威所言：“教育不是填满桶，而是点燃火焰。”

通过故事与艺术的结合，我们点燃了孩子们对美、对历史、对爱

国情感的火焰，为他们未来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创造性游戏与互动体验在美育中的应用

在泉州爱国华侨故事融入学前美育课程的过程中，创造性游

戏与互动体验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设计以泉州华侨爱国事

迹为背景的互动游戏，孩子们可以在玩乐中学习历史，感受爱国

情怀。例如，可以创建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让孩子们扮演泉州

华侨，通过模拟他们在海外的奋斗历程，体验华侨的艰辛与成就。

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不仅能够学习到华侨的爱国精神，还能通

过互动交流，培养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

此外，结合互动体验，可以引入“情境模拟”的教学方法，

让孩子们在模拟的环境中，如模拟的泉州老街，通过绘画、手工

制作等形式，再现华侨故事中的场景和情感。这种情境模拟不仅

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还能加深他们对泉州文化的理解和认

同。根据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是在社会

互动中进行的，因此，通过这种互动体验，孩子们能够在社会交

往中获得认知和情感的成长。

综上所述，创造性游戏与互动体验在美育中的应用，不仅能

够丰富学前儿童的学习体验，还能有效地促进他们对泉州爱国华

侨故事的理解和内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和

美育素养。

五、结语

泉州爱国华侨的故事，作为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传承，其融

入学前美育课程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通过这些故事，孩子们不

仅能够了解泉州华侨的爱国精神和贡献，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例如，根据一项针对学前儿童的调查研

究显示，当孩子们通过故事了解到泉州华侨在海外如何克服困难、

坚持爱国情怀时，他们对“爱国”这一概念的理解更加深刻，表

现出更高的情感共鸣和模仿意愿。此外，结合泉州华侨故事的美

育课程设计，能够有效促进学前儿童认知、情感和审美能力的全

面发展。在教学活动中，孩子们通过绘画、音乐和舞蹈等形式，

将爱国华侨的故事转化为艺术创作，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还加深了对美育元素的理解和欣赏。这种教育模式的长

远意义在于，它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学习爱国精神的

平台，更通过艺术的形式，激发了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社

会的积极贡献。

泉州爱国华侨故事在学前美育课程中的创新实践，不仅丰富

了儿童的审美体验，而且加深了他们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展望未来，课程发展应进一步整合跨学科资源，如历史、艺术和

语言，以形成一个全面的教育体系。例如，可以利用现代技术，

如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可以为儿童创造沉浸式学

习体验，使他们仿佛亲临其境地感受华侨的爱国故事。引用约翰·杜

威的话：“教育不是生活的准备，而是生活本身。”我们应将教

育与生活紧密结合，让儿童在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培养

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爱国情怀的未来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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