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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歌谣，是广受学生喜爱，流行于校

园，体现校园生活和学子心境或感受的创作，

形象地反映出青年学子的生活，表现出年轻

人的蓬勃朝气、青春活力以及他们那富有诗

意的浪漫气息。礼仪就在朗朗上口的校园歌

谣中潜移默化地传播。

●文明礼仪歌

我们是个小学生，帮助别人解困难。

文明礼仪要记牢，助人为乐要发扬。

见到老师要问好，文明礼仪伴随我。

看到同学要问早，渡过每天好时光。

●绿色的家

校园是我家，人人爱护它。

大家四处搞绿化，你种树来我种花。

美丽花朵不要掐，整洁草坪不要踏。

瓜果皮壳不乱抛，要把他们送回家，

携手共创我们家，到处盛开文明花。

顺口溜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口头韵文，

句子长短不齐，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

用这种形式进行礼仪传播，易记易学。

●父母教须恭听

父母教，须恭听；

父母责，须顺承。

兄道友，弟道恭；

兄弟睦，孝在中。

步从容，立端正；

揖深圆，拜恭敬。

善相劝，德皆建；

过不规，道两亏。

礼是文明之本

礼是文明之本，让是和谐之魂。

言以文明为真，行依诚信作根。

●德字在心言行文明

（一）

公字在心，天下太平；

德字在心，言行文明。

（二）

忍一忍，大事化小；

笑一笑，小事化了。

（三）

习礼仪，小时抓起；

讲文明，小事做起。

护幼又敬老 感恩知图报

护幼又敬老，感恩知图报；

代代传承爱，世间更美好。

做有良心事，做有良知人；

事事讲良心，时时讲责任。

自尊不自骄，自强不自狂；

自爱不自私，自立不自赏。

●礼仪合一块 融洽你我他

（一）

礼名叫尊重，仪称曰表达。

礼仪合一块，融洽你我他。

（二）

礼仪作桥梁，交际顺又畅。

素养显形象，沟通它来帮。

（三）

仪表是外观，穿着要端庄。

整洁加自然，莫忘笑容光。

（四）

谈吐要文雅，语言莫肮脏。

见面问声好，告别祝福长。

（五）

尊老加爱幼，传统美德扬。

先人再后己，常念援手帮。

（六）

举止要讲究，彰显绅士度。

不亢也不卑，对象要兼顾。

（七）

赴宴或接待，切莫当老大。

尊人如敬宾，茶酒要先他。

（八）

交谈要谦恭，聆听挂心中。

理直晓言顺，语气莫带冲。

（九）

旅行要文明，纸屑莫乱扔。

车船要让道，随俗爱苍生。

（十）

求人礼在前，言语要甘甜。

感激莫忘记，客气挂嘴边。

在各族人民生活中，民间歌唱活动占有

特别重要的地位，几乎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

域。他们以歌唱激发生产斗争中的劳动热情，

以歌唱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

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民歌

贯穿于人生诞生、成年、婚姻和死亡这四大礼

仪活动之中。

●陕北民歌

无名

太阳下来红花开，

我给事主送喜来。

梧桐树上落凤凰，

事主门上挂金牌。

一撒金，二撒银，

一撒撒到事主门，

赔箱子，赔柜子，

你们两口好上一辈子。

陕北农村，在人与人交往的集体场合，讲

究唱民歌。这类民歌，多数为社交礼仪而用。

这首民歌就是婚嫁仪式上唱的，亲朋给事主家

唱的贺喜民歌。

●傣族民歌

接子歌

向家神跪拜吧/孩子的母亲/向家神致谢

吧/孩子的父亲

看他的头发/像母亲的长发一样乌黑

看他的相貌/像父亲的身架一样俊俏

听他的哭声/很像母亲唱歌的嗓音

摸他的心儿/如同父亲那样善良/在这个

日子托生的人/常常伴随着幸运/在这个时辰

出世的人/会做出一番大事

对许多民族来说，婴儿的出生关系到民

族的兴盛。因此，为新生儿唱喜歌、祝福歌，就

成为这些民族的共同习俗。傣族的接生婆在

为新生儿拴线祝福时，要唱《接子歌》。

●壮族民歌

十八岁之歌

后生今年18岁

两角尖尖敢斗牛

成年礼标志着被社会接纳为正式成员。

广西壮族男子18岁时，在清明节那天集体到

一座平时不能放牛的，到有神圣意义的山顶上

去放声歌唱《18岁之歌》。唱时他们的家长和

情人站在对面的山脚下倾听。

民歌

顺口溜
校园歌谣

民间顺口溜 显礼仪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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