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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中指出：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聚焦青少年，认

为要紧紧抓住青少年阶段的“拔节孕穗期”进行教育。

因此，学前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其今后的爱国情感发

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

当前许多幼儿园教师普遍表示在实际的爱国教育主

题活动的设计上较为困难，幼儿也难于理解“爱国”二

字。不懂爱国的真正含义，难以体会其中蕴含的丰富情

感等原因导致我国的幼儿爱国教育很难有效的开展。体

验式教学能够使幼儿亲身参与到该教育活动中，在浸身

体验的过程中更能清晰地了解爱国的真正意义。将体验

式教学与幼儿爱国教育相融合，旨在探索出幼儿体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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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教育的有效策略，以便幼儿园更好的开展爱国教育。

一、主要内容幼儿爱国教育活动概述

我国学前阶段的的爱国教育属于幼儿道德教育内容

范畴，是一种包含着道德感、美感的情感教育，但其内

容和作用却不同于德育。幼儿园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只是

为了满足社会集体对幼儿的期待，更要满足幼儿在成长

过程中的个体需要。

1. 内涵

黄佳佳（2016）对幼儿爱国教育的定义较为明确，她

认为幼儿爱国教育是教育者根据国家和社会的一定要求，

综合3-6岁儿童的情感特点和心理行为特点，运用适当的

教育载体，通过一定的教育形式，在与儿童的积极互动

中，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合作中，对学龄前儿童施加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培养学龄

前儿童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形成正确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

和理性、健康、高尚的爱国行为。[5] 杨月和（2019）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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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的观点，并认为幼儿园阶

段的爱国主义教育应是螺旋式上升，是对国家意识的启蒙

和民族情感的培养，是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

律，贯穿于儿童成长发展各个阶段的实践活动。[9]

笔者认为学龄前时期的爱国教育是指施教者针对该

年龄段幼儿的身心特点，运用适宜其发展、便于幼儿接

受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对其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有

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旨在提高幼儿对“热爱祖国”的

认知，培养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对个人整个爱国教育体

系起到奠基作用。

2.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热爱祖国是从幼年开始形成

的。幼儿的爱国主义教育属于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一分支，

在爱国内涵、爱国精神等方面与其一脉相承。但由于幼

儿年龄段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幼儿的爱国教育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具体体现在幼儿爱国教育

活动的主要内容中。我国现阶段对学龄前儿童的爱国教

育内容有着明确的规定。《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2012）社会领域的目标中指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

“具有初步归属感”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爱国情

感的培养上，要求幼儿园大班（5-6 岁）的幼儿要能够

知道国家一些重要成就，爱祖国，并为自己是中国人感

到自豪。2021 年 9 月 8 日，国务院新颁发的《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2021— 2030）》也在“儿童与教育发展”领域中

提及了幼儿爱国教育，文件中指出：幼儿应学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综上，幼儿园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应尊重该年龄段

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以生动直观的教学模式为主，而

不是采取像高年龄段那样一味地文字灌输教学方式，在

此特点下，体验式教学方式更适合幼儿。

二、体验式教学与幼儿爱国教育的融合

1. 体验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是一种的教学理念，体验式教育活动以

教师引导为辅，学习者主动参与经历为主，旨在使教育

者有目的地与学习者进行直接体验和集中反思，以便学

习者能够增加知识、发展技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

种教学活动方法和教学理念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而是学者们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得出的学习方式，同

时也为我国所的学前教育提供了许多新方法、新视野。

幼儿园的体验式教学活动重在“体验”二字，需要

幼儿浸身体验。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如想习得某项知

识，应在充分亲身体验的基础上进行观察分析，主动地

对得出的结果进行反思，促进其不断学习和成长。比如，

若想让幼儿了解有关于植物的有关知识，最好的方式就

是让他参与植物的种植，观察种子的生长过程，这种亲

身体验的教育方法远优于对教科书照本宣科。

2. 幼儿园体验式爱国教育活动特点

第一，教育活动的特殊性。相比于其他幼儿园活动，

体验式爱国教育活动的特殊性体现在：整个教育过程注

重幼儿爱国兴趣的培养。从教育目标上来看，该类教育

活动不会刻意追求幼儿对国家知识和热爱国家等抽象概

念、情感的掌握和培养，而是注重幼儿对爱国教育活动

兴趣的养成。从教育内容上来看，其内容选择更多地建

立在幼儿兴趣的需要中，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在尽可能

贴近幼儿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幼儿感兴趣的问题和事物，

使幼儿能在体验中感受到爱国教育所带来的直接经验。

第二，教育活动的实践性。通过体验式爱国教育活

动，幼儿能够将学到的结果加以内化，形成牢固的知识

体系，为未来学习发展提供基础和经验。儿童在活动过

程中能够使自己完全参与爱国教育活动，能够真实的感

受到习得知识的过程。相比于其他教学方式，体验式爱

国教育活动能够促使幼儿爱国情愫注入到生活各处的，

对幼儿自小爱国情感的发展具有建构意义。

第三，教育活动的延展性。幼儿园体验式爱国教育

活动可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爱国行为或活动，比

如：幼儿园每周一的升旗仪式、重大节日的参观悼念仪

式、爱国影片的观影等等，这些教育活动可以来自于幼

儿园的集体活动，可以来自于家庭的亲子活动，还可以

来自于社会的教育活动。

三、体验式爱国教育实施策略

1. 创设体验式教学情境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环境是重要的教

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

发展。幼儿园体验式爱国教育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相应的环境创设，在无形中对幼儿进行爱国教育。

学者李学翠（2006）将幼儿园体验式教学情境总结为真

实情境、模拟情境和虚拟情境三类。[1] 在幼儿园的爱国

教育体验式教学中，多依靠创设模拟情景和创设虚拟情

景两者使幼儿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模拟情景是指通过运用视频、图画、音乐、多媒体

等方式来为幼儿创设某一情境，旨在为幼儿营造身临其

境的氛围。在幼儿园的日常活动中，教室、长廊、操场

等是主要场所。一方面，教师们可在园内设置“了解国

家”主题墙，墙面上张贴《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等，

经过教师的解说后幼儿能够随时观察了解到自己的家乡、

首都、祖国都位于何处，了解祖国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和

绵延不绝的山脉、河流，进而激发幼儿爱国主义情感的

迸发。另一方面，教师可通过在教室中设立区角来构建

体验情景。教师可向区域内投放相关材料，比如国旗、

国徽、名胜古迹建筑模型等，以便幼儿能够亲身了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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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代表标志和地点，进而萌生炽烈的爱国情感。

虚拟情景中不再有客观存在的人、事、物。在幼儿

体验式爱国教育活动中，通过教师生动、形象的语言描

述或文字介绍，在幼儿脑海中构想出有关情景。例如：

教师可以通过语言描述来引导幼儿，使幼儿幻想自己身

处战争年代，体会国家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艰辛

和不易。幼儿通过此类的虚拟情景中体验情感和心理上

的变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爱国教育活动中。在这样

的教学情境中，幼儿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在心中萌发

出对国家的热忱和责任感。

2. 开发体验式课外实践活动

通过为幼儿创设体验环境、开展体验活动，幼儿对

热爱国家有了一定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并不能立刻转化为

爱国行为。大多是幼儿能够知晓类似升国旗唱国歌、向解

放军战士敬礼是爱国主义行为，但却无法区分一些利于社

会发展的爱国行为。因此，幼儿园的体验式爱国教育活动

也应与生动活泼、具有新意的课外实践活动相联系。

一方面，爱国教育基地是课外实践活动最大的资源。

幼儿园可巧妙利用重大节日，为幼儿创设参观文化遗址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体验课程。例如，可在清明节时

组织前往烈士陵园，为其扫墓、献花、敬礼，瞻仰烈士

遗像，在无形中得到爱国精神的洗礼，自身的使命感得

以加强。也可在假期组织幼儿游览名胜古迹，带领幼儿

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幼儿在欣赏过祖国各个殿堂故里后，

了解到祖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进而形成

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另一方面，幼儿园和社区联动也是课外实践活动的

主要途径之一，也能够起到为幼儿提供体验知识的作用。

园所可以联合社区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在教师的帮助

和引导下，幼儿能够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

体验式爱国教育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致力于幼儿能够学以致

用，在社会实践中时刻保持着爱国之心。在参与活动的过

程中，幼儿能够在无形中学到社会实践知识，也能够不断

培养乐于助人的积极态度和公民意识、主人翁精神。

通过亲历爱国教育实践和一件件历史事件来引发幼

儿对其的思考，进而形成更深层次的爱国情愫。幼儿园

在开展体验式课外实践活动的过程时，幼儿能够将这种

情感投诸于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着对祖国坚定

的热爱和高度的民族自信，时刻以祖国为荣、以民族为

傲，诠释着爱国之情。

3. 重视幼儿在体验式活动中的表达

在创设体验环境，构建体验课外活动的基础上，幼

儿能够浸身投入到体验式爱国活动之中。在爱国教育体

验的过程中，教师重视幼儿情绪情感的表达也尤为重要。

在体验式爱国教育活动的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幼儿

用自己擅长、自己愿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体验感受、传

递表达经验。浸身体验需要沉浸其中，也需要自己反思，

需要和教师、同伴交流，幼儿能通过交流讨论将自己粗

浅的体验经验加以升华，进而加固自己对爱国知识、爱

国情感得认识和内化。

同时，教师也要为幼儿提供交流、表达的平台。体

验式爱国教育不是一个人得封闭式学习，而是更为开放、

全面的学习机会，通过浸身体验，幼儿能够在知、情、

意、行等各方面获得爱国情感的渗透。幼儿在体验式爱

国教育的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

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善于观察，为幼儿提供适宜他

们交流、分享的机会和途径。幼儿在群体活动中表达交

流，能够将习得的知识加以整理、反思，使本次的爱国

体验内容更加丰富，体验效果更加深入。

四、结束语

幼儿园的爱国教育是一个长期且漫长的过程，也是

一项基础且复杂的工程，需要幼儿教师们以自身强烈的

爱国之情来引导幼儿们从小热爱父母、热爱班级、热爱

家乡，进而发展为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使之在

长大后能够担负起中国公民的责任。有效的体验式幼儿

爱国主义教育要落实到幼儿园日常活动中的方方面面，

也要渗透到幼儿园内外环境的每一个角落。要使幼儿学

到爱国知识、感受爱国情怀，更要在潜移默化的教学氛

围中培养幼儿的爱国精神，并对其加以内化，养成爱国

行为和能力，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上不断践行着爱国主义，

对其人生发展起着正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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