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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融入高校辅导员德育工作的应用讨论 
尹 萍 

西南大学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和教育资源，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和教育价值。本研究旨在探讨民间故事融入

高校辅导员德育工作的实践方法与效果。通过对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及对高校辅导员和学生的调查

研究，我们发现民间故事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品德修养。将民间故事融入高校辅导员德育工作中，

不仅丰富了德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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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化形式，与人们

的生活习惯、情感信仰息息相关，不仅蕴含着丰富的

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人文精神，更是内在精神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优质的民间故事是培养美德

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对于学校德

育教学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是学校进行德育教学

的优质课程资源。因此，将民间故事与高校德育工作

结合起来，探讨民间故事嵌入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与

实现过程，为高校德育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生动鲜活

的文化素材，促进高校德育工作更好的落实。 

1 民间故事的道德观 

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一文中指出“民

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

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

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晓膺的田地变

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

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枪的楼顶小屋变成

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

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

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

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

国的爱。”恩格斯这段话无疑不体现出民间故事的功

能之一，作为人民群众道德观念的载体，发挥道德教

化作用。在中国民间文化的长河中，无论是神话、史

诗、歌谣等都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但是民间故事因

其具有的口头化、娱乐化的特殊性，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将中国传统美德一代一代传递。因此，民间道德

故事在现代和今后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道德教材。 

民间故事中常出现赞美勤劳简朴的品德。“勤劳

简朴是个人生存、家庭富裕、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

正如《勤和俭》这个故事： 

从前有一位老汉，一生勤劳简朴，在当地是出了

名的勤俭持家的楷模。老汉有两个儿子，他们整日辛

勤劳动，生活俭朴，日子过得非常不错。官府为了褒

奖老汉一家，特意送给他们家一块刻有“勤俭”二字

的牌匾，以示鼓励。又过了些年，老汉去世，两个儿

子分家，不仅把家里的财产分成两半，就连墙上的牌

匾也锯成了两半。兄弟俩从此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

哥哥牢记“勤”字，每天拼命干活，但不懂得节俭，

花钱大手大脚；弟弟则只想着“俭”字，每天省吃俭

用，却懒得干活。结果兄弟俩的日子越过越穷。一天，

哥哥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于是就到弟弟家里借粮。

到了弟弟家一看，发现弟弟家里的米缸也是底儿朝天，

大人孩子都穿的破破烂烂。兄弟俩恍然大悟，想起了

父亲的嘱咐，明白了父亲从前的用心良苦。他们又重

新将“勤”字和“俭”字合在一起，两家合成一家，

继续像以前那样辛勤劳动、俭朴生活，日子很快就又

好起来了。 

勤俭不仅是创造幸福生活的基本，也是很多爱情

故事中择偶的必备条件，例如《牛郎织女的故事》等。

与勤劳简朴相反的是好吃懒做，在民间故事中好吃懒

做的形象都得不到好的下场，如清代《笑林广记·懒

妇》中那个脖子上搁着饼都不愿动手往嘴里喂的懒妇，

维吾尔族《两个懒汉》故事中的懒汉，都只有受到，

死亡的惩罚。这些故事都给人以明确的道德启示说明

勤劳节俭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尊老爱幼也是民间故事常见的题材。正如被《二

十四孝》所记载的《黄香温席》的故事： 

黄香九岁的时候，母亲早故，他跟父亲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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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很穷，根本用不起铺褥。黄香对父亲十分孝顺，

在炎炎夏日，他怕父亲睡不着，就用扇子把父亲睡的

席子和枕头扇凉快，伺候父亲安寝；在寒冬腊月，天

寒地冻，他就先睡下，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席子、枕

头，让父亲能够安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敬老爱幼是维系家庭、社会正

常关系的道德准则，从生活中倡导我们抚爱幼弱的道

德。 

见义勇为的勇敢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集体观念也是

民间故事中常见的主题类型，这些道德观念在原始社

会就已产生。当时，人们为了生存和相互援助，既需

要个人的勇猛，又依靠群体的优势。围猎的野兽属于

整个群体，所以个人是为了群体而勇猛。因此，最勇

敢、最能舍己为群的人会受到敬重，甚至成为首领。

例如：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坚持移山的愚公等形

象都说明这个道德观念在原始时代就以产生，并且流

传自今。民间故事中这类形象也被深刻描述，例如蒙

古族中舍己为人的海力布： 

海力布是一位猎人，他以勇敢和善良而闻名，深

受村民们的敬爱。有一天，海力布在深山打猎时，偶

然救下了一条小白蛇，小白蛇是龙王的女儿，为了感

激海力布的救命之恩，她告诉海力布，她的父亲拥有

一颗神奇的宝石，这颗宝石能够让海力布听懂所有动

物的语言。海力布带着宝石回到村庄后，生活变得更

加便捷，每次打猎，他只需要将宝石含在口中，就能

听到动物们的交谈，从而知道哪里有什么猎物。从此，

他每次回家的猎物都丰富多样，他与村民们分享着猎

物，大家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然而有一天，海力布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

群鸟在交谈中提到，今晚大山将会崩塌，洪水将会淹

没大地。海力布大惊失色，他急忙回到村庄，告诉村

民们这个消息，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为了拯救村民们，

海力布决定牺牲自己，他向村民们透露了自己拥有宝

石的秘密，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将这个秘密告诉别

人，然后他就变成了石头。 

这类故事还有很多，《搜神记·李寄》中的小姑

娘李寄斩除大蛇，为民除害；侗族故事《长发妹》中

的长发妹，为使村民有水饮用和浇地，甘愿被山神处

死。这类民间故事所颂扬的形象，往往是那些在与自

然抗争的过程中，无私奉献、舍己为人，为群众谋福

祉的英雄。这不仅体现了人民对这些英雄的深切怀念

和崇敬之情，也反映出民众心中的见义勇为精神，以

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观念。 

实际上，我国的民间故事赞扬了众多美德，例如

诚实正直、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友爱互助、不畏强

权等，任何真善美的品德都会得到歌颂。相反，损人

利己、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等假丑恶的行

为，则会受到批判。因此，民间道德故事是一座蕴含

丰富精神财富的宝库，是一部内容详实的道德教科书。 

民间道德故事与思辨推理式的道德论或简单概括

的道德格言谚语不同，它具有生动有趣的艺术魅力。

民间道德故事通过人物的行为和语言描写，以及矛盾

的发展和情节的推进，逐步展现出要赞美的道德观念。

正如《白蛇报恩》的故事中白蛇不仅是一条知恩图报

的神奇生物，更是代表着一种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

神品质。她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村民解决困难，为村庄

带来了和平与繁荣。她与许仙之间的情谊也成为了永

恒的佳话传颂在民间。它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形象

的人物塑造传递了正义和善良的价值观，让我们从故

事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为构建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贡

献自己的力量。 

2 民间故事在品德教育的作用 

民间故事对人们思想道德的提升有着深远而持久

的影响。它们在培养学生孝顺长辈、保护弱者、造福

于民等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民间故事中有许多

为了民族和国家而自我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主

人公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团结协作中取得胜

利。这有助于培养大学生“乐群”的合作精神，以及

对家庭、家族、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有助于学生学习道德规范。民间故事通常包含了

各种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可能

会有所差异，但一些常见的道德规范包括：诚实守信、

勤劳努力、善良正直、尊重长辈等，这些道德规范通

过民间故事的形式代代相传，旨在教育和引导人们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当今社会仍然适用，

这些道德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基

础。在现代社会中，这些规范对于个人的成长、职业

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与进步都至关重要。然而，具体

的道德规范可能因文化、地域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

化。每个民间故事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

通过讲述和传承这些故事，可以从中汲取道德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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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中。 

有助于学生道德行为的形成。民间故事对学生道

德行为的形成有积极影响，它能传递道德价值观、提

供角色榜样、引发情感共鸣、启发思考，还能传承文

化。在课堂上选择合适的故事，通过引导学生讨论思

考，联系实际生活，进行角色扮演，培养学生道德情

感，鼓励其自主反思，强调实践行动。 

有助于增强学生自主性道德人格的培养。自主性

道德人格是指个体在道德方面表现出独立、自主和有

责任感的特征。对其的培养对于个体的成长和社会的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个体做出道德正确的

决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做出积极贡献。民间故事是文化的一部分，了解和传

承民间故事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进而影响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往

往展现出勇敢善良等道德品质，这些榜样可以激发学

生对这些品质的向往，并促使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追

求类似的行为，通过感受故事中的情感，学生可以培

养同情心、正义感等道德情感，这对自主性道德人格

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民间故事融入高校辅导员德育工作的路径 

校园文化建设，打造教育网络平台，加快民间故

事引入。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可以举办民间故事展

览、成立故事社团、开展主题活动等。例如，举办“民

间故事文化节”，展示各地民间故事，让学生感受其

魅力；成立“民间故事演绎社”，学生通过表演将故

事生动呈现；在打造教育网络平台方面，可以建立线

上故事库、搭建互动平台、开发在线课程、邀请专家

讲座等。如建立“民间故事在线图书馆”，方便学生

查阅；开设“民间故事互动论坛”，促进学生交流。 

网络平台搭建，创新育人模式，提升民间故事感

召力。在更好的发挥民间故事的育人作用方面，可以

建设民间故事主题网站或 APP，创建一个专门的网络平

台，汇集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以图文、音频、视频

等多种形式呈现，吸引学生的关注；推出互动式故事

体验。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让学生身临

其境地参与到民间故事中，增强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参

与度；开设民间故事创作大赛，在网络平台上举办创

作大赛，鼓励学生以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创新创作，

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建立故事分享社区，打

造一个在线社区，让学生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民间故

事、交流感受和心得，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学习；

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

体平台，传播优秀的民间故事，扩大其影响力；与教

育机构合作，与学校、图书馆等教育机构合作，将民

间故事纳入教学课程或阅读推广活动中，提高故事的

教育价值和感召力。例如，通过建设一个民间故事 APP，

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体验《白蛇传》的故事情节，

感受其中的情感；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牛郎织女》

的话题讨论，引发学生对爱情和坚持的思考，这样的

创新模式将使民间故事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更好地

发挥其育人作用。 

深入挖掘模式，发挥互联网教育优势，占据民间

文化教育高地。数字化资源建设，将民间文化教育资

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丰富的在线数据库，方便学

习者获取和共享；个性化学习体验，利用互联网技术，

根据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

路径，提高学习效果；互动式教学，通过在线平台实

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共享；跨

学科融合，将民间文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养。 

将民间故事与高校辅导员德育工作相结合，以生

动有趣的方式传递道德价值观，激发学生的道德思考

和行为实践。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可以教育学

生在面对困难时坚持不懈；“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

以培养学生的机智和果断；“孔融让梨”的故事可以

教导学生懂得谦让和尊重他人。这样的案例可以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民间故事中的道德教义，提升

他们的道德素养和行为品质。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中，高校辅导员应根

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民间故事，并结合

其他教育手段，以达到更好的德育效果。同时，不断

评估和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时代发展和学生需求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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