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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米族民间故事进入地方学校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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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发掘普米族民间故事的教学资源，并将其运用到地方学校教育实践中，不仅可以传承民族文化，而且可以从知、情、
意三方面培养普米族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培养他们多元化的审美意识。论文将从普米族民间故事的文学价值及教育意义
入手，论述其进入地方学校教育的必要性，并提出普米族民间故事进入校园可行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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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米族民间故事作为一种较有特色的文体，其人物个

性鲜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情节生动，能吸引读者和听

众更多地去思考其内在价值。目前，在部编版教材中，五年

级上册安排了民间故事的群文阅读，如《猎人海力布》《牛

郎织女》《田螺姑娘》等民间故事。教师在本单元教学中，

可以让学生阅读普米族民间故事，用本单元学习的方法来分

析欣赏普米族民间故事，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审美意识。

2 普米族民间故事的价值

2.1 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

普米族民间故事大多是由老人讲述，他们用原汁原味

的普米语进行讲述。在对特定名词进行记录时用谐音记录，

保持了口语化特征和地域特色。

普米语讲述在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故事冲突性等方面

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普米族民间故事《帕米查列》中

提到说：“‘世上最大不过舅舅，永远不得罪舅舅。’老三

的后代从此也记住了青蛙的恩情。所以，普米人至今还叫青

蛙‘阿克巴底’，意为青蛙舅舅，见着青蛙要让路，遇到青

蛙要把它请到上面，这个老规矩一直传到现在。”故事的题

目“帕米查列”就是用普米语音译的词语，意为普米人讲故

事，而文本中的“阿克巴底”更是在普米族居住区域通用的

叫法，男女老少都懂其意思。所以，采用普米语讲述特定的

一些词语，可以快速增加读者对故事内容的理解，同时也增

加了趣味性，故事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凸显地域特色和民族

特色。

2.2 富含生活知识和人生哲理

普米族的民间故事包含了普米族婚丧嫁娶、生活习俗

以及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民间故事是了解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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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重要渠道。比如普米族民间故事《“给羊子”的来历》

介绍了普米族沿用至今的给逝者祭奠白绵羊的丧葬习俗，

《祭龙神》解释了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普米族每家每户祭奠龙

潭的习俗，也体现了普米族从古至今自然崇拜的特点，《姓

氏的来由》则解释了普米人大多星胡、熊、马、曹、何五大

姓氏的特点。

其次，普米族也有许多动物故事，如《虎、豹、猫的故事》

《狮子与小兔》《兔儿与老虎》等，这些故事不仅阐述了一

些人生哲理，而且还反映了普米族的狩猎生活。

3 普米族民间故事进入地方学校教育的积极

影响

普米族民间故事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将民间故事引

入当地学校教育中，有助于儿童培养健康的人格、宣传正确

的价值观，还能培养儿童多元化的审美，同时也对保护民族

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3.1 有助于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

普米族民间故事总是保持着正与反、美与丑、勤劳和

懒惰、机智与愚蠢二元相对论的审美原则，给人传输一种惩

恶扬善的正确的道德价值观，这种观点的小学学段的儿童教

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无论任何国家，都选择用民间故事或

者童话等对儿童进行相应的教育，儿童在听故事的同时不仅

可以开启心智，而且可以培养他们的品德素质和审美能力。

民间故事的情节丰富多彩，能吸引儿童的吸引力，而且人物

性格鲜明，能较好地发挥榜样的作用。如普米族民间故事《人

狗换寿》的故事通过刻画一个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主人

公形象，告诫人们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真诚、勤劳，才能

获得好的回报，同时也启发儿童要懂得感恩和回报 [1]。

3.2 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伦理道德观

恩格斯认为：“民间故事的使命包括培养人的道德情感，

是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唤起他对祖国的爱。”

对于还未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儿童来说，加入民间故事教育，

挖掘其中优秀的传统美德，扩大传统美德的影响力。这些传

统美德包括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热爱家园等。

普米族民间故事《布咳木昏》中则说：“远古时候天

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世上只剩下了俩兄妹。为了传下人

种，女天神干衣米叫他们俩结成夫妻。他们成了夫妻后，生

下了好多孩子，可是他们认为很羞耻，前去要求干衣米让他

们变成太阳和月亮。”这则故事在思想道德观念上都是力从

人类道德意识，对裸体的羞耻感和兄妹成婚的抗拒感，在无

形中也给听众宣传了一种对伦理意识的衡量标准。所以，普

米族民间故事可以通过描述鲜明的人物形象，将道德内涵传

递出来，引导儿童从中感悟道理。

3.3 有助于儿童培养多元化的审美

首先，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同民

族因为生活习俗和地域环境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故

事，这些故事包含了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蕴含、生产生活习

俗以及文化内涵，所以应该从儿童教育开始，培养儿童形成

多元化的审美，学会欣赏每个民族的文化因素，尊重每个民

族的文化，为培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打下基础。例如，

《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等民间故事具有浓郁的地域

特色和民俗文化，民间故事对传播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作

用，所以在教授完上面两篇故事后，可以穿插一些关于普米

族民俗类的故事，让儿童在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中学到许多

民俗文化以及历史知识，不仅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更能培

养儿童欣赏多民族文化的审美能力。

其次，普米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文字，所有文化习俗

都是口耳相传，众多的优秀文化面临濒危，如果将普米族民

间故事进入校园，将优秀的民间故事传递给儿童，不仅能促

进学校教育，还对普米族的民间故事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

4 普米族民间故事在地方学校教育中的教学

策略

民间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学生了解中华文

化和民族历史的重要载体，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拓展阅读，

可以将普米族的优秀民间故事引入到当地学校教育中，增加

学生对民间故事的了解。

4.1 教师引导学生拓展阅读

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的一个部分，反映的是

一个民族的历史、习俗和信仰，所以教师在教学民间故事时，

不能仅把它看作一篇文章，我们要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活

化石”，教师要以一带多，从一篇文章走向一类文章。例如，

在五年级上册教学民间故事《猎人海力布》时，要重点引导

学生感受海力布舍己救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让学生理解“舍

小家顾大家”，“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意义，紧接着

可以出示普米族关于舍己救人，故大全利益的英雄故事，如

《罗多斯白》《统格萨 .甲布》等民间故事，让学生在群文

阅读中，感受故事的母题，表达的情感价值，更好地了解民

间故事，体会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 [2]。

4.2 开展“听我讲故事”实践活动

教师可以利用小学语文部编版教材的语文交际模块，

（下转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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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焦裕禄干部学院；同年在干部管理提升培训中，带领党员

干部赴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观学习，与

对方管理人员一对一交流，借鉴管理经验、开拓工作思路。

4.3 坚持“有意义”与“有意思”相结合

针对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我们

努力做到既坚持党员培训的政治性，还要增强党员培训的趣

味性。在实际培训工作中，我们通过改进培训方式方法，开

展互动式、体验式、案例式、情景模拟式教学等多种培训形

式，灵活机动地切实抓好各类培训工作。2020年举办的党

组织书记培训班除了常规的课堂授课、现场教学外，我们还

创新设置了党建工作沙龙和主题党日两个环节，让参培书记

们逐一发言回应基层热点问题、亲自设计参与组织活动，既

增强了干部们的体验感和沉浸感，也加深了其对履职尽责的

深层次思考。在党员自学方面，我们探索实施了“互联网 +

党建”模式，建设“微信党委”“微信党支部”，推行“微

学习”理念，突出“时间短、内容精、形式活、效果实”特

点，依托“微信党委”“微信党支部”定期推送“微党课”、

分享学习资料，通过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

开展学习教育，使学习教育活动更加方便、简单、可操作，

有效调动了广大干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切实增强学习教育

效果。

近年来，我们通过不断创新党员培训工作，实现了党

员教育培训的全覆盖、增强了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更新了

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提升了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实现了

培训工作的多向性。今后我们仍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坚持“服务大局、注重能力、全

员培训、学以致用、与时俱进”的原则，以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队伍为目标，突出重点，探求

新思路，探索新方法，开创新平台，为企业人才队伍注入新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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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自己讲故事，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更好地掌握

民间故事的价值。上完课本内的民间故事，学生已初步了解

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这时教师可以在语文交际模块中让学

生讲讲自己民族的民间故事。例如，讲述普米族民间故事的

同学可以参看书籍《普米族民间故事》，任意选取一篇感兴

趣的民间故事讲述给同学，也可听长辈讲述民间故事，再由

学生本人在课堂上讲述，讲述完民间故事内容后，要分析该

篇民间故事所要表达的内容，价值内涵等。等所有同学讲述

完毕，由全班同学选出自己最喜欢的民间故事。这项实践活

动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同时也能拓展学生对

本民族民间故事的了解。

4.3 民间故事走上学校舞台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改编本民族最有趣的民间故事，将

故事内容改编成相声、小品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分角色表

演，更能让学生体会民间故事中生动的人物形象，也能将民

间故事所要传达的内容表现得淋漓尽致。

4.4 民间故事传承人走入学校课堂

通过民间故事传承人进校讲故事、中小学生表演民间故

事情景剧、开设民间故事课程等多种形式，让普米族民间故事

走进学校课堂，走进学生生活；每年举办民间故事大赛，让更

多的人了解故事、亲近故事、熟悉故事；及时发现中小学生讲

故事新秀，培养故事大王下一代，让民间故事薪火相传 [3]。

5 结语

普米族民间故事是源于古代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神秘的大自然一步步探求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因此在当地学校教育中引入民间故事，有助于更好地实

现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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