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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百年古建筑变身幼儿园
灰色墙身、土黄瓦檐、精美花鸟瓷砖画……颇具古韵的石华书

院，位于江高镇大石岗村，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当地家喻户晓，也是

白云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上世纪80年代之前，石华书院

是附近许多村庄适龄儿童的学堂，是几代人的启蒙之地。2018年，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合力出资修葺，还原了建筑原貌，石华书院重现生机。

去年，大石岗村经白云区教育局批准，在江高镇教育指导中心的

支持下，由广州慧阳教育专家团队科学规划设计，在石华书院原有基

础上升级改造，创办普惠性幼儿园，成为广州市独一无二的书院式幼

儿园。石华幼儿园园舍占地面积约2139平方米，户外活动面积457

平方米，各功能室齐全，包括美工室、音体室、阅读室、科学探究室

等。同时，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日常体育活动需求，幼儿园内配备了各

类大中型活动设施设备，孩子喜爱的娃娃戏水池、沙池及隧道、室内

篮球场等一应俱全。石华幼儿园办园规模为6个教学班，实行小班制

教学，每班配备“两教一保”。

“大石岗村筹集投入350多万元资金，依托石华书院筹办村集体

幼儿园，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创办幼儿园，激活书院教学功能，致力于

挖掘和唤醒书院的传统文化，为其注入新时代活力；另一方面则是立

足民生实事，针对当前村内无幼儿园、学前教育不足的现状，回应村

民就近入园的期待，以崭新的姿态启蒙新一代大石岗村学子。”大石

岗村第一书记罗志强介绍。

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屋檐下朱红色的横梁木雕，屋顶精致完美

的夔文，二十四孝国学图分布在平滑的青砖上，这座百年书院洋溢着

浓浓的文化气息，将每时每刻熏陶着孩子们。

以国学为核心构建特色课程
为教学方便，如今的石华书院已建起围墙，走进园内，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大片塑胶绿草坪和彩色跑道，在温暖的阳光下显得童趣

而安宁。

踏入书院大门，内部为三进式布局，前两进分别设置古典文化展示

区和手工艺术作品操作展示区，后堂为书法室和阅读区，并立有孔子塑

像，学生上课前需向其行礼，彰显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学生日常教学

的课室和教师办公室则分设廊道两侧，左右各三间课室。据悉，为最大

限度保护建筑文物，书院内铺设了一层木质地板，廊柱也被贴心包裹上

防撞条，既保障了孩子们的安全，也保留了文物的本来面貌。

石华幼儿园园长林晓佳介绍，幼儿园首批招收4个班，共60多位

小朋友。在课程设置方面，该幼儿园结合石华书院的文化底蕴，以传

统国学为核心构建特色课程，分别设置剪纸、扎染、编织、古筝、书法、

棋艺、茶道等课程。

“区域活动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所以我们的环境创设将古典

文化和区域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聆听绘本故事、角色扮演、手工

创作等形式，将国学文化、广府文化等教育渗入区域活动，继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精粹，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表演能力及合作精神。”林

晓佳说，国学博大精深，希望通过努力，让孩子们切身领略到浓郁的

地方特色艺术，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耳濡目染中埋下种

子，既能扎根传统，也能放眼未来。

石华书院，位
于广州市白云区江
高镇大石岗村，坐
落在石华小学左
侧。始建于清光绪
三 十 一 年（1905
年）的石华书院，是
当地大石岗村乡绅
所办书院，也是白
云区面积最大、保
存最完好的书院。
如今，这座百年书
院有了新名字——
广州市白云区石华
幼儿园，成为大石
岗村及周边村社的
普惠性幼儿园。

9月1日，石华
幼儿园正式迎来首
批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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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结合石

华书院的文化底

蕴，以传统国学

为核心构建特色

课程。图为老师

在给小朋友上茶

道课。

▶书院内部为三

进式布局，前两

进分别设置古典

文化展示区和手

工艺术作品操作

展示区。

▲古楼与滑梯，看起来毫无违和感。 ▲小朋友们在学习弹古筝。 ▲书法课上，小朋友在写毛笔字。

◀石华幼儿园

9月 1日迎来

了首批新生。

◀小朋友在

学习扎染。

◀墙壁挂着小

朋友美术课的

作品，这是用环

保餐盘画制拼

接的龙。

▲灰墙，黄瓦，精美花鸟瓷砖画，古韵十足，而彩色跑道又充满了

现代感。

▶百年书院浓浓的

文化气息，每时每刻

在熏陶着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