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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汕尾童谣的教育功能和教育内涵十分丰富,其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篇幅短小、语言简洁、节奏欢快、朗朗上口的特点,非常符合学

前儿童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接受能力、学习兴趣和教育需求,有助于儿童在轻松愉快的语境下习得知识、体会情感,有助于激发儿童的好奇

心、想象力和求知欲,其欢快的旋律、积极向上的内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很大帮助,应该渗透并运用到当地的学前教育中。 

[关键词] 学前教育；汕尾童谣；教育功能 

 

汕尾童谣是在汕尾地区的乡土文化摇篮中发展和流传的反映当地特

有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特质的儿歌。千百年来,汕尾童谣通过口耳相传、代

代传唱的方式,承担着对儿童进行教育培养的重任。
[1]
随着文化产业的日

新月异,汕尾童谣曾一度被边缘化。近年来,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得

到重视,根据中央和省等相关部门“关于开展2018年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

动的通知”部署要求,中共汕尾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积极响应,会同有关

部门组织开展了2018年汕尾市童谣征集活动,并组织市教育局、汕尾职业

技术学院、汕尾日报社、团市委、市妇联、市诗歌协会、市作协等单位专

家对征集的342首参赛作品进行严格审核和集中评审,将评选出的59首优

秀作品汇编成集。2019年3月,汕尾童谣专辑《汕尾童谣》正式出版发行。

汕尾童谣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以一种崭新而活跃的姿态,为实现文化传

承和继续发挥其教育功能。 

1 汕尾童谣在学前教育中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汕尾童谣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抒发爱国情愫,立志实现梦想的；有

颂扬创文创卫成效,赞美家乡变化的；有弘扬传统美德,倡导移风易俗的；

有普及生活常识,推广科学知识的；有蕴含生活哲理,启蒙儿童心智的；有

励志读书学习,争当新时代接班人的,有助于学前儿童接受传统文化的熏

陶和教育,有利于学前儿童的思想健康,引导学前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2]
另一方面,汕尾童谣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篇幅短小,语言

简洁,节奏欢快,朗朗上口,符合学前儿童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接受能

力、学习兴趣和教育需求,有助于他们在轻松愉快的语境下习得知识、体

会情感。小朋友们在童谣的美妙旋律的音乐熏陶下,很容易对童谣中的生

活常识、科普知识、风土人情等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想象力和求知欲,同时童谣欢快的旋律、积极向上的内容对孩子的身心健

康有很大帮助,应该大力推广并运用到当地的学前教育中。 

2 汕尾童谣在学前教育中运用的教育功能 

2.1启蒙知识教育 

汕尾童谣承担着对儿童进行知识启蒙的教育功能,其中 有代表性的

是教儿童数字的数数歌和一些与时日相关的童谣。《十月歌》就是比较典

型的数数歌。 

正月正,新子婿,来上厅(新婚女婿来拜访)。二月二,牛仔好串鼻。三

月三,犁耙称头担。四月四,高田妈祖做大戏(“高田”,地方名；拜祭妈祖

和唱社戏)。五月五,龙船满溪弄(端午节划龙舟)。六月六,尖担满地戳。

七月七,多尼乌,肉眼毕(“多尼”,一种野果；“肉眼毕”,指龙眼很成熟)。

八月八,牵豆藤,摘豆格。九月九,风筝嘟嘟走。十月十,油尖米饭胀到目瞌

瞌(“目瞌瞌”,指想要睡觉)。 

这首《十月歌》描述了从农历正月到十月之间的一些特殊节日、习俗

和自然景观等,描述了十个月份的代表性事件,小孩子通过反复的朗读,能

够有效记忆下一到十的顺序,掌握月份的概念,学习了当地一年四季的不

同风土人情。整首歌谣语言生动有趣,既可读又可歌,让小孩子在唱唱跳跳

的过程中感受身边鲜活的民俗风情和自然科学知识。另外,这首童谣将十

以内的数字安排在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十分适合儿童的口味,他们在念

唱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几个数字,用这种方法比直接教数数或在课堂上

进行枯燥无味的讲解效果要好得多,具有很好的启蒙教育功能。 

2.2生活常识教育 

汕尾童谣多取材于生活常识,作为小孩子们 早的生活常识教育素材,

能够起到生活常识教育的作用,比如以下这首《掠鸭篓》。 

掠鸭篓(“掠”,抓；“篓”,同“咯”),你要去掠鸭,你要去掠鸭,鸭呀

鸭,鸭呀鸭,人爱掠你啦(“爱”,“要”的意思),人爱掠你啦,你莫掠我,

你莫掠我,你莫掠我啦,上条沟仔是我噜(“噜”,刨),下条沟仔是我噜,你

爱去掠牛,你爱去掠牛。 

牛呀牛,牛呀牛,人爱掠你啦,人爱掠你啦,你莫掠我,你莫掠我,你莫

掠我啦,上丘田仔是我耙,下丘田仔是我耙,你爱去掠马,你爱去掠马。 

马啊马,马啊马,人爱掠你啦,人爱掠你啦,你莫掠我,你莫掠我,你莫

掠我啦,上条路仔是我走,下条路仔是我走,你爱去掠狗,你爱去掠狗。 

狗啊狗,狗啊狗,人爱掠你啦,人爱掠你啦,你莫掠我,你莫掠我,你莫

掠我啦,上间厝仔是我巡,下间厝仔是我巡,你爱去掠含悲蝉(“含悲蝉”,

指知了),你爱去掠含悲蝉。 

含悲蝉,含悲蝉,人爱掠你啦,人爱掠你啦,你莫掠我,你莫掠我,你莫

掠我啦,我叫一声长萝萝(“长萝萝”,指知了的叫声凄惨),我叫二声长萝

萝,你要去掠蛇,你要去掠蛇。 

蛇啊蛇,蛇啊蛇,人爱掠你啦,人爱掠你啦,你莫掠我,你莫掠我,你莫

掠我啦,我头斓斓尾斓斓(“斓”,音同“long”,“斓斓”,指蛇全身滑溜

溜的),我头斓斓尾斓斓,你爱去掠老鼠公,你爱去掠老鼠公。 

老鼠公,老鼠公,人爱掠你啦,人爱掠你啦,你莫掠我,你莫掠我,你莫

掠我啦,我嘴仔尖尖偷吃米,跌落水缸浸死死,你嘴仔尖尖偷吃米,跌落水

缸浸死死,浸死死。 

这首童谣介绍了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动物,依次提到鸭子、牛、马、狗、

蝉、蛇、老鼠等动物,以及它们的习性特点。小朋友们喜欢小动物,喜欢生

动有趣的东西,这首童谣充满了想象力和趣味性,使用拟人对话的手法展

示了各种动物的特征,帮助小孩子们认识以及分辨哪些动物有益,哪些动

物有害,这非常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如“牛呀牛,牛呀牛,人

爱掠你啦,人爱掠你啦,你莫掠我,你莫掠我,你莫掠我啦”,描述的是人要

抓牛,但牛却说你别抓我。为什么不能抓“我”呢？后面给了原因,“上丘

田仔是我耙,下丘田仔是我耙”。原来是牛会耙田,对耕种有贡献。通过一

段段生动的对话,就让小朋友们轻松掌握到关于动物的生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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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民俗知识教育 

汕尾童谣往往还体现着地方的民俗风情,内容涉及多个方面,例如下

面这首《正月谣》。 

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初三人回拜,初四人等神,初五神落地,初六

年枷开(“年枷开”,指年后开市),初七七不出,初八八不归,初九九头康,

初十人擎安,十一单,十二双,十三人开灯,十四灯正明,十五成月半,十六

人圆灯,十七十八月上目客(“目客”,指月亮看不到了),十九二十土地爷

生,十九二十过各人揣功课(“揣功课”,找工作)。 

这首《正月谣》描述了汕尾地区正月过年习俗,丰富多彩地描绘了节

日的民间习俗,为儿童展开了民间风俗的大画卷。从正月初一到正月二十,

每天要做什么习俗都浓缩在这首短短的童谣里面。学前儿童如果能够从小

接受这些童谣的熏陶,了解当地的传统民间文化,长大后才能够成为民间

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2.4思想道德教育 

汕尾童谣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儿童进行思想道德的教育,在教唱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把正确的道德行为规范灌输给孩子,寓教于乐。例如

《白鹭鸶》和《老鼠仔》。 

白鹭鸶,采花枝,脚长脚短去衔鱼,日日衔鱼科子食(“科子食”,

给孩子吃),卖得子大亲像伊(巴不得孩子长大像自己)；白鹭安(“白鹭

安”,指公的白鹭),采花丛,脚长脚短去衔虫,日日衔虫科子食,卖得子

大亲像人。 

《白鹭鸶》这首童谣用拟人的手法写白鹭鸶含辛茹苦把孩子喂养大,

直观地展现了养育子女的不易,教育孩子要孝敬父母。这种生动形象的描

述比单纯的说教,给小朋友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学前儿童的接受能力

很强,通过朗读此类童谣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往往会事半功倍。 

老鼠仔,爱食饼,饼迈(不会)掰,爱读册(书),书迈读,爱磨墨,墨迈磨,

爱担箩,箩迈担,爱清(穿)衫,衫迈清,你爸你妈生你没路用(没用处)。 

《老鼠仔》这首童谣刻画了一只做事常常半途而废的老鼠仔,教育儿

童学习要有恒心和毅力,否则将一事无成。学前儿童好动爱玩,注意力不够

集中,做事不够恒心,因此培养他们的恒心和毅力非常重要。童谣中的老鼠

仔,因为朝三暮四, 终落得个“你爸你妈生你没路用”的下场,故事以“老

鼠仔”这个负面形象告诫孩子专心致志的重要性,起到了很好的思想道德

教育的功能。 

2.5语言能力培养 

海丰童谣在音律上十分注重押韵,喜欢用绕口令,读起来朗朗上口,对

小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培养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以下这首《隆啊隆,

骑马去海丰》和《含悲蝉》。 

隆啊隆,骑马去海丰。海丰人姓陈,骑马去巡田。巡田生柳枝,柳枝生

茶瓶；(“生”,指柳枝上挂着茶瓶)茶瓶生橄榄,(“生”,茶瓶里放着橄榄)

橄榄双头红。长竹篙,短竹筒。 

红心姐,做媒人。做着底地(“做着底地”,在哪里)做着大房。大房人

刣猪,细房人刣羊,拍锣拍鼓等新娘(“拍”,敲)新娘底时嫁?(“底时嫁”,

什么时候嫁)初一嫁。初二抱子返外家。 

《隆啊隆,骑马去海丰》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汕尾童谣,传唱度极高。不

仅因为它讲述的事情有趣,还因为它以绕口令的方式展现,琅琅上口。绕口

令具有语言精炼、有韵律、有节奏,读起来顺口好听,易于熟读背诵等一般

儿歌的特点外,还有意识地使用了一些谐音,读起来不但绕口,而且诙谐、

幽默、有趣,对于正处于语言发展关键期的儿童十分有用。《隆啊隆,骑马

去海丰》里使用了很多用海丰本地话读出来是近似音的字眼,如“隆”和

“丰”,“陈”和“田”等,读起来有着强烈的节奏感,能有效培养孩子们

的语感,增强他们的语言协调能力,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3]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汕尾童谣的教育功能和教育内涵十分丰富,其通俗易懂、图

文并茂、篇幅短小、语言简洁、节奏欢快、朗朗上口的特点,非常符合学

前儿童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接受能力、学习兴趣和教育需求,有助于

儿童在轻松愉快的语境下习得知识、体会情感,有助于激发儿童的好奇心、

想象力和求知欲,其欢快的旋律、积极向上的内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很

大帮助,汕尾地区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发挥汕尾童谣等民间传统文

化的教育功能,积极开拓符合幼儿发展规律的富有特色的课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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