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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网络语言在大学生汉语表达与沟通教学中的应用
陈清利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语言也随着兴起，并成为

了青少年较为推崇的一种用语。与传统汉语相比，网络语言具备

诙谐、幽默、简洁等优点，极大程度地丰富了大学生的汉语表达

方式。凡事有利有弊，网络语言的兴起使得传统汉语表达方式受

到了极大的冲击。为此，高校汉语言教师就需要发挥正面引导学生，

将网络语言正确应用与汉语表达与沟通教学中。如此，既可以丰

富汉语言教学内容，诱发学生兴趣，又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汉语表

达能力与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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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表达与沟通教学，就是通过教授学生汉语知识，让学生

能够通过优美、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随着网络

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大学生是接受新鲜

事物最快的群体，其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沟通方式必然会受网络技

术的影响。

网络语言的加入，虽然提升了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但是由

于部分学生对于网络语言过于推崇，导致汉语言的地位摇摇欲坠。

因此，维护汉语言在汉语表达与沟通中的重要地位，让学生掌握

合理使用网络语言的方式提升自己表达与沟通能力，是当前汉语

言教师的首要职责。

一、网络语言对大学生汉语表达与沟通的正面影响

（一）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

网络语言是伴随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一种新型语言。网络语

言不是由一个人发明的，而是由千万网民在交流过程中，为了适

应网络特征而约定俗成的一套表意系统。

传统汉语言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精华。但是由于汉语言文化底蕴深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只能被动地接受是什么，而不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创造，这就

使得许多大学生对于汉语言的表达与沟通方式兴趣不足。

网络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可塑性，它可以充分调动网民的想

象力与创造力，因此，与汉语言相比，网络语言更容易为大学生

所接受。而将网络语言运用于汉语言表达与沟通教学中，无疑能

够极大程度地丰富汉语的表达方式，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提高了互联网交流的效率

网络语言所包含的种类极其复杂，不仅有传统的文字，还是

数字、符号、图片等。这些不同形式的表达方式，不仅丰富了网

民的交流表达方式，也提高了互联网的交流效率。

首先，网络语言与传统汉语相比，更加生动有趣，能够激发

人们的交流欲望。

其次，不管是数字、还是符号都是对传统汉语的简化，他能

更加快捷、生动地表达出人们的想法。

最后，传统的汉语想要表达一个复杂的心情，可能需要较长

的语句，人们在组织语言时，会非常困难，而在网络语言中，仅

需要一个图片，就可以形象地传达出人们的情绪。

所以，网络用语的出现不仅让人们的表达沟通变得更加生动、

有趣，也提升了互联网交流的效率，增强了人与人的感情。

（三）丰富了汉语语言表意系统

传统汉语语言表意系统一般分为两种，即书面语和口头语，

与书面语的规范性相比，口头语无疑更为随意一些。但是汉语言

是我国正统的语言，即使口头语较为随意，但是汉语的基本结构

与用词不能错。

而网络语言虽然是介于口头语与书面的一种语言，但是它又

不同于传统汉语的表达方式。虽然网络语言主要用于人们的书面

交流，但是其比汉语口语更加随意，人们可以随心所欲，随时变

换表达方式。

可以说，网络语言的出现，丰富了汉语语言的表意系统，让

人们的表达方式更加多样化，也更加生动形象。

二、网络语言对大学生汉语表达与沟通的负面影响

（一）词语的畸型变异 

当前，网民的打字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会用无法

打字法的凤毛麟角，大部分人常用的打字方法都是拼音输入法。

在拼音打字时，为了缩短打字时间，尽快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很

多网名就没有耐心保证自己打字的准确率。而谐音词语出现的频

率较高后，就成为了网民默认的一种新型表达方式。

除了音译，网民也会对一些常见的词语进行演绎，使人看得

摸不着头脑。例如：人们称奔腾处理器芯片第二代 PII 为“屁兔”，

称 window98 为“瘟酒吧”。这种表达方式，与传统汉语表达方式

相背离，使得词语发生了畸型变异。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学习汉语

言知识，也使得学生逐渐忘记了词语本来的面貌。

（二）对传统语法的背叛

汉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无数先人推敲出来的，因此，其语言不

仅优美，而且结构严谨，能带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随着网络语

言的多样化发展，人们对其的创造也越来越随意，当前，许多汉

语言不仅存在名词直接充当谓语、将副词当作形容词，还存在成

分残缺等现象。

例如：“你雅虎了吗？”“非常苹果”“有事短我”等。这

些表达方式虽然更为简单，能够较快地传递信息，完成表达沟通。

但是这种表达方式违反了汉语的正常表达规则，使得学生逐渐背

叛了传统语法。这对于学生使用汉语言进行表达沟通，以及传承

传统文化都是极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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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内容的失范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民的素质也参差不齐，在缺少法

律约束的环境中，很多人容易丧失道德底线，大放厥词。部分网

民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十分不如意，这使得他们生出仇富、报复社

会等心理，从而在网络上大量发表负面言论。

大学生虽然已经成年，但是他们的社会阅历较少，极容易受

到网络环境的影响，网络语言中的脏话、粗话，以及负面情绪等，

会被他们逐渐吸收，化为己用。这就导致学生在表达沟通时，经

常会使用一些不当的词语，以及包含负能量的语句。这不仅影响

学生知识水平的提升，也会阻碍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四）语言的西化倾向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我国也原来越重视英语教学，因此，

当前能够用英语进行简单交流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很多人并没

有真正将英语用于正途，而是将其与汉语言结合在一起，创造出

了一种不伦不类的用语。

例如：You see see you，one day day 的，I 服了 You，Give you 

some colour to see see 等。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汉语表

达方式，也使得英语句式结构遭到了严重破坏。英语与汉语在表

达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是没有办法逐字逐句进行翻译的。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此类网络语言无疑是被严重摒弃的。然而，

大学生却认为此类表达方式，十分有趣，能够很好地表达出他们

想说的。语言的西化，既不利于学生学习汉语言知识，发现传统

表达方式的魅力，也会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知识，掌握英语语法。

三、网络语言在大学生汉语表达与沟通教学中的应用

（一）强化教学规范，保持科学严谨

网络语言的兴起，使得学生的表达沟通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影

响。在教育领域内，教师应该强化规范教学的要求与标准，以科

学严谨的态度对待大学生汉语表达与沟通教学。

当然，网络语言是具有双面性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需

要正确看待网络语言，发现其隐藏的价值，并学会扬长避短，寻

找合适的契机，将网络语言融入汉语言表达沟通教学中。

如此，既可以丰富学生的汉语表达方式，活跃课堂教学氛围，

还能让学生明白两种语言的不同表达效果，从而明白应该如何在

不同语境中合理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形成良好的表达思维。

在教学时，教师首先要重视汉语言的重要地位，为学生树立

正确的思想价值观，让学生明白汉语言的地位是不可以被取代的。

其次，教师也需要鼓励学生多写多练，让学生在用纸笔练习的过

程中，重拾用汉语言表达与沟通的思维。最后，教师就需要为将

网络用语进行划分，然后告诉学生在吸收网络用语时，应该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使用文明用语，维护互联网环境。

如此，既可以保持汉语言的生命力，帮助学生学习汉语言，

还可以促进网络语言的发展，丰富学生的语言表意系统。

（二）优化日常交流，消除消极影响

大学生正处于追求新鲜事物的青春期，网络语言的出现，难

免会对汉语言造成冲击。为此，教师就需要运用合适的方法与策略，

帮助学生消除积极影响，维护汉语言的地位。

首先，在书面表达中，教师应该强调语言表达的规范性与标

准化，避免学生引入网络语言，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其次，在日常交流中，教师应该以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引导学

生，让学生明白网络中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用语是需要被摒弃的，

他们可以使用网络用语，但是必须要严守道德底线，挑选一些积

极健康的词语化为己用。

最后，网络语言都是从传统汉语中衍生而来的，在提高学生

表达与沟通能力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网络上的热门

词语都是由哪些汉语衍生而来的，以及这些词语的古今含义，发

展史等。

如此，学生既可以进一步发现汉语言的魅力，认识到使用传

统汉语进行表达与沟通的重要性，还能明白网络语言是传统汉语

的延伸与扩展，在使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时，应该合理挑选场合。

（三）选择合适词汇，避免过度使用

网络语言能够广为流传证明其存在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网络

语言虽然具有表意更加鲜明、生动、有趣等特点，但是网络语言

的生命却非常短暂。

现如今的汉语言都经过了千年的传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而网络语言崛起地快，消亡地也快，会随着网络的发展不断更新

换代。

此外，网络语言代表着时髦、前卫，而大学生一向标榜自己

为新新人类，因此，他们极为推崇网络语言。由于网络语言更新

换代过快，很多网络词语学生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为了彰

显自己的与时俱进而生硬地套用。

这就使得学生在语言表达与沟通时，存在很大的问题。为此，

教师就需要正确引导学生，让学生读懂网络词语背后的故事，学

会合理运用。如此，既可以避免过度消遣，使学生养成恶劣的语

言习惯，又可以保持网络环境的健康与纯净，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网络语言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凡是

有利有弊，网络语言也是利弊结合的。为此，在汉语表达与沟通

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强化教学的规范性、优化日常交流，还需要

让学生正确理解网络词汇的汉语。如此，学生才能正视汉语言与

网络语言之间的区别，从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有效提升自己的沟

通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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