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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认知习惯，更改变了信息

输入习惯。从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汉字，正在受到新媒体的冲

击，随着越来越多的受众习惯于电子输入法的信息编辑，汉字

手写正在遭遇提笔忘字、书写不规范和审美意识淡化的冲击。

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调研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是传统的汉字书写

已经不能激发大多数大学生群体的兴趣，大学课堂上以新媒介进

行笔记记录的信息输入现象越来越常态化。面对如此现状，我

们再呼吁回归正统的汉字书墨艺术阻力越来越大，但回归文化传

承“初心”，我们至少要将汉字书写的审美认知和传承价值延

续下去。面对新媒体格局，汉字书写文化发展需要做出转型。

1  汉字书写危机存在的问题

1.1提笔忘字

新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依赖电脑、手机、平板等电子设

备，动笔手写的频率越来越低。电子输入大多以“音”为输入方

法，很容易让使用者在表达的过程中忽视了汉字的结构和内涵。

用笔写字在信息交流中仍有其实际需要，比如笔试考试、作品题

名等，但当需要执笔书写时却常常遇到提笔忘字的尴尬。

1.2书写错别字

书写错别字是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惯，是对汉字的不规范使用，

一方面是书写错字，对汉字的笔画、结构模糊不清，比如一些简

单常用的汉字：“所”“拜”“冒”等；另一方面则是书写别字，对

汉字的字形、字义模糊不清，出现形近字误用、同音或近音字误

会的现象，比如“竟”“竞”不分，“的”“得”“地”不分等。

1.3书写不规范

汉字书写不规范是指在汉字书写中笔顺、形态不规范。养成

良好的笔顺规范有利于维护与传承好汉字传统书写的正确习惯，

我国小学语文教育中有针对笔顺部分的知识点，然而由于基础没

有牢固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却忽视了笔顺规范，甚至已

经在错误书写却毫不知情。

1.4误用汉字

当网络社交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各大社交平台各具特

色，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比如“有木有”“你怎么这亚子”等网络

热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各类广告语、宣传语也将汉

字重新演绎，容易导致人们错误记忆，尤其是对汉字辨识力不够

的人群造成汉字误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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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成汉字书写危机的原因

2.1新媒体时代过度依赖简单快捷的电子输入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电脑键盘输入、手机拼音输入等简

单便捷的输入方法深受人们喜爱，尤其是大学生使用电子产品频

率高，键盘输入的频率远远大于手写输入的频率。当电子产品

发展日益成熟，电子输入基本满足学习、工作和生活需求，这

导致人们更加依赖于电子输入，电子产品无形之中改变着人们的

书写方式，在互联网环境下人们对于汉字输入错误并不介意，

只要明白对方意思即可。

2.2社会用字不规范致使汉字书写传播误区

我们深处新媒体时代，每天都会接收到来自大众传媒的丰富

信息，其中包含很多的文字信息。对于汉字规范教程接触越来

越少的社会群体，他们难以辨识这些文字信息中存在的不规范现

象，甚至先入为主学习错误信息，最后将不规范的汉字书写传播

出去。社会用字中街头牌匾、广告、指示牌、网络用语等，时常

有错别字和误用汉字现象出现，我们随时都会受到社会用字的影

响，肩负起规范汉字书写的责无旁贷。

2.3 汉字书写教育缺失，大学生汉字书写与运用能力逐渐

下降

在汉字教学中，汉字书写教育在中小学阶段较为重视，但大

学教育过于依赖电子产品，课堂使用PPT、手机APP互动、课后提

交电子版作业等基本都用电子产品学习办公，大学生逐渐减少汉

字书写的频率，汉字书写与运用能力逐渐下降。汉字书写教育的

缺失，更多的是在日常教学的细则中，课上教师多动手书写汉字

引导学生，减少布置电子版作业，多要求手写版作业，从日常的

学习和工作中提高汉字书写频率，重视对汉字书写这一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引发大学生“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的强大文

化共识。

2.4个人对汉字书写重视程度不高，对汉字文化底蕴浅薄

汉字不仅仅是书写汉语符号，同时承载着文化，也是文化本

身。古人对待写字态度很有讲究，将写字与一个人性格、心态、才

学等联系在一起。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汉字作为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民族

基石。汉字注重音韵、形体美感，这是拼音、字母、数字所不能

具备并代替。随着电子产品的不断普及化，有很多人对于汉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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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认识并不充分，只停留在表面，过于依赖电子输入，

不重视汉字书写的习惯养成，汉字书写能力不断弱化，这对于

汉字传承是致命的打击。

3  新媒体视域下汉字书写传承现状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各类的新媒体平台数量

猛增，逐渐形成了以图文传播平台为辅，短视频传播为主的新

媒体平台阵营。而许多传统文化，也依托着新媒体平台迎来

“第二春”。新媒介对传统文化传播影响颇深，重新组织了人

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相比于传统大众媒介报纸、电视等，它们

所展现的汉字多元化及汉字书写教程较少，以至于弱化人们对

“汉字”的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群

体汉字书写、认知习惯。

而因媒体平台可以带来的：以LOFTER、微博为例的图文创

作平台，创作者通过将汉字书写文化的内容赋予趣味性，如：

将文艺句段、古诗词进行书写摘抄的整合等，以达到更有效传

播。而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更是基于图文传播平台之上，以抖音

为例，短视频传播充分的发挥了自身的互动性强、黏性大的特

点，创作出更多元化作品，如：展示汉字书写过程、融合新

元素的汉字设计等；因为大部分创作者为素人出身，因而对大

部分基层观众的口味和偏好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也是汉字书写文

化得到有效传播的原因之一。

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发展毫无疑问的促进了汉字书写文化焕

发出了新的光彩；但也同样有着不可忽略的问题，如：作品的

水平参差不齐，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新兴趣味字体的出现，是

否能更好的培养大众拥有对于汉字的审美？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在

什么样的程度上改变了大众对电脑输入法的过分依赖等？

4  互联网时代汉字书写的传播策略

4.1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汉字书写相关内容

互联网冲击了汉字书写环境的恶化，但是汉字走向数字化是

互联网时代的必然结果，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让汉字书

写在新媒体时代找到合理有效的传播路径。最大力度充分借助新

媒体平台传播输送汉字书写技巧、汉字创意产品、汉字审美信

息等汉字书写相关内容，可以实现用最快捷的方式、最广阔的

通道来弘扬中国书法传统，让大学生与古代书法经典亲密接触，

并结合当下的审美趣味，创新汉字书写新形势，强化汉字功能

与审美层面的传播。

4 . 2 全社会共同关注汉字书写传承，打造“汉语潮”

汉字的传承不仅在书写，也要注重汉字艺术的审美、文化

的普及、汉字的价值观输出。汉字书写的传承与发扬单靠一方

面的力量杯水车薪，政府、社会、媒体、高校、个人等社会

各界都应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唤起人们对于汉字书写的自检意识，

使大家深刻意识到自身汉字书写能力下降的严重性，重新唤起人

们对汉字书写的热爱，深切领会到汉字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底蕴的敬畏之心，燃起汉字书写传承与发扬的社会性“汉语潮”。

4.3学校重视汉字教育，营造浓厚的汉字书写传承氛围

学校是读文识字、教书育人的教育场所，对汉字书写教育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规范中小学汉字教学，保证汉字

书写课程的质量，确保学生在汉字书写有一个理性、正确的认

知开端，同时要注重开设汉字书写相关的课程，让学生在书法

课的过程中，理解汉字书写背后的文化内涵，领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尊重汉字的完整性。大学教育要注重提高

汉字书写的频率，保持手写汉字的良好习惯，探索汉字传承的

新形态，弘扬汉字文化，书写汉字之美，营造汉字书写传承的

浓厚氛围。

4.4 提高个人汉字书写能力，肩负汉字书写传承重要使命

个人必须从主观思想上意识到汉字书写不仅仅直是一种书写

方式，更是一种承载着中华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汉字面临电脑键盘和手机输入的层层冲

击，“书写困难户”危机越来越严峻，汉字书写危机亟待解

决，个人从内心与思想上增强对汉字的文化认同感，真正的理

解与认同“字如其人”“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等汉字

自身的文化内涵，提高个人的汉字书写能力，发扬光大汉字文

化，承担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

5  结语

汉字是我国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不仅是一种非物质文化

遗产，更有着鲜明的民族性。伴随互联网时代到来，新媒介使

用普及，汉字书写与教育传承受到很大的压力。在汉字书写与

运用危机面前，我们要借助互联网传播优势，利用顺势思维站

在新媒介的“风口上”，依托“互联网 + 书写”，全社会共

同努力传承和传播汉字书写相关内容，做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为中华文化传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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