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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谣，就是以低幼儿童为
主要接受对象的儿童歌谣。其
内容大多是根据儿童的心理特
征和思维方式，从儿童的视角反
映儿童的生活情趣；用诙谐幽默
的语言，传播儿童应学的知识，
阐明儿童应懂的道理，培养儿童
应有的能力。童谣对儿童的启
蒙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

中牟县作家协会主席，文
学评论家郭从珍介绍说，童谣
是具有民歌风味的一种简短的
诗歌，它是最原始的儿童文学。
它的突出特点归纳起来可归纳
为3条：第一，明白如话，浅显易
懂孩子们乐于接受；第二，篇幅
短小，声韵优美，朗朗上口，易

记易诵，易于传唱；第三，内容
健康向上，情趣盎然，寓教于
乐，是幼儿教育的好教材。

“童谣不仅充满童真、童
趣，而且音韵谐和，吟诵起来富
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它言简意
明，是适合孩子们学习的民间
口头文学。”中牟县退休教师王
公理说。

中牟县传统童谣搜集、整
理者表示：童谣题材广泛，内容
包罗万象；有现实、有想象；涉
及百科知识，表现人、事、物、
景；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就其功用而言，大致可分为游
戏童谣、益智童谣、警示童谣、
教诲童谣和口语训练童谣等。

明白如话启迪童稚

一、什么是小儿肺炎？
肺炎是以咳嗽、气喘痰鸣、

发热为主要症状的肺部疾病，
这个病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
以冬、春两季为多，是儿科的常
见病。好发于婴幼儿，年龄越
小，发病率越高，病情重者越
多。患肺炎的人，若治疗及时
得当，一般预后良好。原有先
天性心脏病、营养不良、贫血、
佝偻病等疾病患者更易患肺炎
且病情较重。肺炎按病原可分
为病毒性肺炎、细菌性肺炎、支
原体肺炎。按程度可分为一般
肺炎和重症肺炎。
二、如何知道孩子患了肺炎？

如果你的孩子出现咳嗽、
气喘、伴或不伴发热，就需要到
正规医院找儿科医生就诊，医
生会给孩子进行肺部听诊，还
要完善胸部 X 光片。血常规，
肺炎支原体、病毒学检查，做这
些辅助性检查，即可确定是否
患有肺炎。
三、患了肺炎都需要住院治
疗吗？

如果确诊为肺炎，家长千
万不要紧张，轻型肺炎，尤其是
较大孩子（2 岁以上，免疫力较
强的孩子）可以口服药物，门诊
输液，加上家庭护理来治疗，病
程一般为两周左右。口服药物
要由儿科医生开，药片一定要
粉碎成药面后加水喂，尽量分
开喂，慢慢喂，不能捏着鼻子
喂，以防呛着，如果喂药后 30
分钟内呕吐，可以重新喂一次。
四、肺炎患者需要镇咳吗？

咳嗽是一种保护性防御反

射，通过咳嗽把带着病原菌的
痰等炎性分泌物排出气道，
缩短病程和达到肺炎治愈的
效果。肺炎治疗主要是抗感
染，化痰、加强呼吸道管理，
所以不能镇咳。一味镇咳会
加重病情，延长病程，甚至痰
阻，误吸致窒息，呼吸衰竭，
危及生命。
五、哪些情况需要立即到医
院就诊或住院治疗？

1.新生儿及小婴儿（4个月
以下）患肺炎时，常以吃奶差，
精神弱，口吐沫，鼻堵，呼吸不
畅等症状为主，而无上述典型
表现，且病情变化快，无轻型。

2.原有先天性心脏病、营
养不良等免疫力低下的患儿患
肺炎。

3.在肺炎治疗过程中，若
出现拒水、吃奶差、精神弱、高
热不退、喘促明显、烦躁不安、
面色苍白、四肢凉、口唇青紫发
绀，甚至昏迷、抽风等，提示为
重症肺炎。
六、怎样预防肺炎？

1.冬春季节注意保暖，室
温保持在 22 度左右，带小儿外
出时防止着凉，气候冷暖骤变
时及时增减衣服。

2.大孩子要加强身体锻
炼，合理安排生活，参加适量运
动，如慢跑、步行等。

3.饮食方面注意避免辛辣
刺激，过甜过咸，注意个人卫
生，积极预防感冒。

4.改善环境卫生，避免有
害气体、烟雾、粉尘的污染，提
倡禁烟，创造无烟环境。

中牟县人民医院：

冬季多发小儿肺炎
家长不能掉以轻心

杨 风 敏 NICU 主 任
副主任医师 1998年毕业于
新乡医学院儿科专业，本科，多
次到北京、天津、郑州等各大医
院进修学习。从事儿科及新生
儿专业15年，在早产儿管理、
新生儿窒息复苏、颅内出血、新
生儿黄疸、新生儿感染等疾病
诊疗方面达到先进水平，年年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秋冬季节是感冒的高发期，同时也是小儿肺炎的高发期，小
儿肺炎也被称为“隐形杀手”，小儿肺炎极易被当成感冒而耽
误治疗，家长需提高警惕，一旦出现严重的发热咳嗽、呼吸困
难等症状，就要考虑到肺炎的可能，需及时到医院就诊，避免
耽误治疗。

“山鸡的尾巴长，兔子的尾巴短，孔雀的尾巴最好看”“你拍一，我
拍一，一个小孩穿花衣。你拍二，我拍二，二个小孩梳小辫儿
……”听到这绵和温馨的摇篮曲及童声稚气的童谣，看着孩子们
如花的笑靥，许多人仿佛又回到了早已逝去的童年，回到了暌违
已久的摇篮旁。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王彦法 郭丽芳

然而，近年来，信息大潮
的强势冲击，便捷的网络文化
和电子游戏的争夺，使童谣渐
渐被人们淡忘，学童谣的孩子
越来越少。不少童谣面临着
失传的危机。

中牟在校大学生杜晓表
示，小时候喜欢学流行歌、看

动画片，没学过童谣。大孟镇
草场村村民（传统童谣的搜
集、整理者）田金汉说，现在的
小孩对以上的童谣不再接触
了，现在都是手机啊上网，都
是接触新事物，对以上的民歌
民谣小孩都很少学习了。

值得肯定的是，有一些热

心的童谣传承者还坚守在这
块阵地上，他们经常深入民间
搜集、传播童谣。王公理老师
还将所搜集的童谣整理、汇编
成《岁月童声》。但愿它能引
领我们及后来人逆时间而上，
细品历代童谣经典，跨越空间
远行，饱览多地风俗民情。

古往今来，陵谷变迁。童
谣是随着社会文明形态衍进
而逐步形成、不断发展、长期
延续的。它大多是民间的口
头创作，经过口口相传，代代
相传，一些经典之作便得到
广泛传播。各地都流传着具
有本地方言特色、民俗特色、区
域特色的传统童谣。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
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
菜，蹦蹦跳跳真可爱。”一首首
妙趣横生的童谣，常令儿童回
味不已、心驰神往。童谣的情
境、意趣，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

的精神食粮。“我小时候学的儿
歌很多，现在我都记着呢。”郑
小田老人说。

“小白菜，地里黄，三岁两
岁就没娘……我一唱这歌就觉
得她可苦。”王小贞老人说。

童谣往往融娱乐、游戏、教
育于一体，寓教于乐。可以说，
童谣的字里行间处处荡漾着悠
远、浓烈的文化韵味和清新、自
然的生活气息。

中牟县执法局王文娟说，现
在虽然长大了，但是小时学的童
谣一直都还记得，偶尔回味回
味，还感到特别温馨、有趣。

口碑相传特色各异

童谣是人民大众集体智慧
的结晶，也是时代的产物。它分
别从不同侧面反映各个历史时
期的民心、民意、民生、民俗及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
况，具有较高的民俗研究价值和
历史研究价值。童谣的创作者
常用拟人、比喻、双关、夸张、借
代等修辞手法，使语言生动形
象、通俗易懂；许多童谣还带有
诗、词、曲的雏形和韵味；因此，
童谣又具有语言、文学研究价
值。一些游戏童谣中，常伴有节
奏明快的儿童歌舞，自然具有一
定的艺术价值。这正体现了童
谣的教育价值、社会价值。

退休教师，传统童谣搜集、整
理者王公理说 ，自己受家庭影响，
从小就学了很多童谣。后来当
兵、上大学，就开始搜集各地童谣，
并把它带回中牟进行传播。

中牟地处七朝古都开封和
现代名城郑州之间，这为中牟
的童谣传播、发展提供了优越
的社会环境。从古至今，开封、
郑州先后居于中原地区经济、
文化中心之位，因此，南来北往
的文人墨客，东奔西走的工匠
商贾常汇郑汴两城，他们或从
中牟过境，或在中牟旅次，带走
了中牟的童谣，也把各地的童
谣留给了中牟。

时代产物的智慧结晶

岁月童声频临失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