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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中网络新词的教学策略探析 
单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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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汉语快速向世界传播的必然趋势下，本文针对不断涌现的网络新词，分析了网络新词的特点及其在汉语国际教育课程
中的必要性，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课堂中网络新词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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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世界范围内

的汉语热持续升温。网络的普及使互联网成为当今四大传播媒体之

一，传统的语言和词汇无法完全适应网络交际的需要，网络新词语

应运而生并且不断地发展变化。外国学习者要掌握地道的汉语，不

能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教材，网络新词是汉语学习者的必然需求。

网络新词的掌握，能够帮助汉语学习者更好地同中国人进行交流。

本文就汉语国际教育中网络新词的教学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并结

合汉语词汇教学原则和网络新词的特点对网络新词的教学方法进

行了探究。 

一、网络新词与对汉语国际教育 
（一）网络新词语的界定 

网络词语是网络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网络词语就

是在网络上产生和流行的与网络有关的词语。“网络词语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词语可以大致分为网络技术用语、网络文化

词语和聊天交际用语三部分。狭义的网络用语仅指第三类”。1 

王铁琨先生通过分析归纳国内外有关新词语的界定后，做出了

比较权威的界定：“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从

本民族语言的方言词语、古语词或行业语中新借用过来的词语，也

指一个产生了新语义、新用法的固有词语。”2 

本文也采用王铁琨先生的界定标准，对汉语网络新词语的特点

及文化内涵进行研究。网络新词语是指在互联网上产生和流行的新

词语，与网络应用和网民生活息息相关，是网络信息时代涌现的新

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的反映，主要包括表音和表义较稳定的字母

词、数字或符号谐音词、网络新名词以及网络流行语。 

（二）网络新词的主要类型 

虽然从语法规范的角度来看，许多网络新词是字母、数字甚至

英文中文混在一起用的，部分新词并不符合语法规范。但网络新词

却深受网民的喜爱，通过对近年来出现的网络新词的研究，网络新

词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谐音式网络新词 

大多是数字和字母混合的网络新词语，它们随着网络的逐渐普

及和外语不断进入中国而大量产生，这类词语具有言简意赅、表达

便捷的特点。例如，Q 谐音“cute”，表示可爱；“米兔”谐音“me too”，

表示我也是；“555”（呜呜呜）表示伤心难过等。据调查，谐音式

网络词语是留学生认知程度最高的一类网络新词。 

2.缩略式网络新词语 

缩略词的大量产生体现了网络高效快捷的特点，它将原来较长

的词语或句子缩减成较短的词语，如“何弃疗（为何放弃治疗）”、

“躺枪（躺着也中枪）”、“高大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人艰不拆

（人生已经很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了）”等，都属于缩略词。

这些词在网络上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3.旧形新意式网络新词语 

一些汉语中旧有的词被赋予了具有网络特点的新意义而形成

的网络词语。这种词语具备一语双关的特色，可使网民们的表达诙

谐幽默。例如，土豪，本指旧时财大气粗的乡土恶霸，现更多表示

那些有钱又很喜欢炫耀的人；宝宝，本意是对婴儿或幼儿的昵称，

现很多网友以“宝宝”自称，感觉简洁、轻松，又自然卖萌，如“宝

宝不开心”、“吓死宝宝了”等。 

（一）网络新词的特点 

网络新词由于其产生的方式和独特的传播渠道，具有其自身的

特点： 

（1）适用的广泛性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正式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报告 2018》披露，

截至 2017 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人，普及率为 55.8%。网

络新词也在他们的交际中成为沟通的一个重要元素被广泛使用和

传播 ， 逐渐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如“菜鸟”、“干货”、“潜

水”等词，使用范围很广。 

（2）敏感的时效性 

许多网络新词都集中反映了社会热点，与新闻事件、新闻人物

密切相关， 与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当时的政治、经济、

文化状况相生相伴， 具有敏感的时效性。通过了解这些网络新词，

可以了解中国的舆情、民情、社情、国情，是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发

展与国民生活动态的生动反映。如最近网上流行的“盘他”、“盛世

独秀”、“凉凉”、“锦鲤”、“佛系”、“杠精”等词。其中“杠精”就

指抬杠成精，动不动就抬杠，不论是非，不论对错，为反对而反对，

为否定而否定的人。这些词都具有很高的时效性，随着新的热点出

现，部分网络新词很快就会被遗忘。 

（3）独特的趣味性 

网络是一个推崇个性、追求新奇的虚拟世界，它为网民们提供

了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网民们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发

挥自己的自由想象力和创造性，创造出一个个有趣的新词语。同传

统的书面语言相比较， 网络新词表现了创作者的自由个性， 往往

在构思上更为巧妙，语出惊人，充分体现其诙谐、新奇、个性的特

点。如“姜你军”、“蒜了吧”等词。 

（4）使用的随意性 

网络为网民提供了个性发挥的自由空间，缺少了现实社会生活

的监督和束缚，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陌生而新奇的语言形式，

随意地组合、嫁接和创造，如“稀饭=喜欢”、“粉丝=fans”、“酱紫=

这样子”。网络语言的随意性破坏了现实世界中汉语的规范性，使

得年轻一代人把语言当成一种简单的工具随意使用，语言规范度越

来越低。 

（5）保持的不稳定性 

词汇创新是所有语言的基本属性，新词新语本身具有的新颖性

特点决定了其时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不停地衍生新的成员

以替代新意衰减或逐渐老旧的成分，新词新语只能是一个处于相对

平衡中的概念系统，因而，不稳定性在新词新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基本词汇不能满足实

际教学需要 

对外汉语教学《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以下简称《大

纲》)是对汉语词汇和汉字进行筛选并形成汉语词汇和汉字等级系列

的大纲，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 3， 它对对外汉语教学起着重要

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也是制定初中等和高等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和各

级汉语教材的重要依据，直接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方面。 

但是，《大纲》的初创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存在一些局限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纲里面部分词语已经过时，成为历史词语，而

一些反应新事物、新观念的词语却没有及时补充进来，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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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于 1992 年制定至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们的

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研制时所使用和依据的语料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虽然经过 2001 年重印时修订，但只是抽换

了个别词条，修改了少量词条的词性标注， 改正了明显的印刷错

误，所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修订。 

《大纲》的一些基本词汇已与现实脱节，新的实用词汇尚未及

时补充到 《大纲》中，《大纲》中基本词汇已不能完全满足对外汉

语教学的需要，因此，《大纲》应及时得到修订，修订时应吸收新

词语，剔除旧词语。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定期或即时的调整和

更新，以保证词表中收录的词语就教学对象而言在其学习时段内是

流通度最高、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 

网络新词具有时代气息，能够丰富汉语表达，满足实际交往要

求。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我们应该在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理论的

指导下，利用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理论和方法及语言监测的相关结

果，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将网络新词这些具有明显时代色彩的语料

补充到实际教学中来。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网络新词的教学策略 
综上所述，网络新词是汉语国际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

网络新词的时效性、不稳定性以及随意性也给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

带来了新的挑战。 

汉语学习者有年龄、身份、国籍、母语背景文化、兴趣爱好、

学习目的、现有水平、学习时限的差别，这就要求教师能针对不同

情况的学生，展开不同侧重点的教学。因此，在将网络新词补充到

实际教学中时，需遵循以下策略。 

（一）区别对待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 

在教学中，我们一般将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分为初、中、高三级，

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对有不同的词汇需求。据不完全调查，在“是

否赞成在课堂上教授网络新词”这一问题上，初级汉语水平学生的

赞成率仅为 4.7%，大部分学生认为汉语是一门较难的学科，课堂教

学内容的容量已经足够，无需再补充新内容；而高级汉语水平的学

生赞成率为 72.9%，大部分学生认为网络新词能帮助他们尽快地融

入中国的生活。 

由此可见，对于初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由于其词汇量少、分

辨能力差，不宜引入稳定性较差的网络新词；中级汉语水平的学习

者词汇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教学中适时引入具有趣味性的网

络新词，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高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

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语言知识，需要进一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社

会情况。在教学中，根据网络新词适用的广泛性，可以大量引入网

络词语，扩大学习者的知识面，进一步将汉语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

层次。 

（二）新词的选择应精挑细选，去粗存精 

网络新词语的不稳定性、时效性等特点决定了对于进入汉语国

际教育教学课堂上的教学词汇必须要精挑细选。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对学习效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根据学习

者的不同需求和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例如网络新词语“给力”

表示带劲的意思，实用性也很强，在网络和生活中都属于文明用语，

故可以被列入汉语国际教育教学词汇中。 

（三）根据不同学习者的需要安排教学内容 

教授汉语，需要了解学习者学习的动机，即他们的需求。目前

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学习的需求可以归纳为：了解新鲜事物，到中国

旅游，来中国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准备将来就业，进行商务活动

等。根据学习时间的长短，有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的需求。根据学

习的场所，有在校学习、网上学习和其他场所的学习。在选取网络

新词的时候，我们要分析汉语学习者的不同需求，确定需不需要引

入网络词语，怎样选取网络词语，应该将哪些词语引入教学活动中。 

总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要对网络新词语保持较高的敏感

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结合教学目的与要求对可纳入课堂教学素

材的网络新词语等教学内容精挑细选，在现有的教学词汇基础上补

充适合教学的、可激发学习者兴趣的，并有助于提高实际交际水平

的网络新词语，提高汉语国际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 

（二）加深文化了解，结合文化讲解新词 

网络新词就像一面镜子，映射了一些社会现象对汉语学习者而

言，汉语词汇的文化含义常常会造成跨文化交际困难，由于历史、

文化、审美等原因造成的文化差别，也是新词语教学中必须尽力解

决的问题。联系文化讲解新词语，就是通过讲解词语的文化意义来

解释词语的一种方法。 

例如“凤凰男”是指出身贫寒，几经辛苦考上大学，毕业后留

在城市工作生活并且事业上有所发展的男子。“凤凰男”是“鸡窝

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凤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吉祥富贵，飞黄

腾达的含义。所以在解释“凤凰男”这个新词语意思时，“凤凰”

这个词缀的文化含义讲解清楚以后，学生就很容易理解“凤凰男”

的含义了。因此联系文化讲解新词语，会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文

化，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与文化有关的新词语的含义和用法。 

（三）结合语境讲解和训练新词 

人们对词语的理解离不开语境，在语境中进行新词语教学，能

够加深学生的理解，并留下深刻的印象，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新词语教学中要注重语境教学。新词语

的语境法教学，要求教师对汉语学习者的国别、身份、学识、修养

等因素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同时教学时间、地点等因素也应该适

当考虑进去，然后结合新词语的特征，设计出适合教学需要的情景

语境。同时，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实际情况，灵活

运用教学方式，让学习者对学习的新词语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比如，

在学院开展某项比赛的时候，如果学员有出色表现，就可以在课堂

上借这一情境讲解“给力”一词。 

三、结语 
网络新词是汉语国际教育课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基于网络

新词的特性，我们只有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才能保证课堂活力。

由于目前网络新词语在对外汉语教学应用中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

的教学体系，所以我们应当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探讨将其运

用到教学中的具体方法，以使外汉语教学更具现实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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