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3

教育论坛: 3卷12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一、网络语言兴起的成因 1

1. 随风潜入夜：改革春风的深刻影响

1978 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西方

的科技和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美国的互联网就是其

中的代表。在改革春风的深刻影响下，1989 年中国开始

建设互联网，此后互联网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随着 IT

行业的快速发展，电脑、手机、iPad 的研发和革新拓宽

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平台。而且，QQ、微信等社交通讯

软件的出现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同时，快餐

式的生活使“网民”更愿意花时间在网上与他人交流。

为了提高聊天的效率或增加聊天的幽默感等，网民们不

在拘泥于汉语表达的规范性而开始采用数字谐音、表情

符号等进行网聊，最终其聊天用语不知不觉成为一种约

定俗成的特定语言，即网络语言，如 666 谐音“溜”来

表示很厉害、很牛，令人折服；Zzzzzzzz表示睡觉。可以

说，网络的快速发展为网络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虚拟、

平等、自由的平台 [1]。

2. 存在即合理：网络语言的优势使然

（1）创新

网络语言的创新性主要体现网络语汇的“新”，正如

陈原先生曾经指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

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在

发展，语汇也在更新。比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里的“洋

油”“洋火”，70、80 年代的“的卡”“的确良”，90 年代

兴起的“股市”“熊市”“牛市”等词语，都是时代发展

的产物。[2] 如今，进入 21 世纪，2010 年的“给力”“神马

都是浮云”，2015 年的“剁手党”“吓死宝宝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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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打工人”“凡尔赛文学”都是社会变化衍生的新语

汇。而这些新词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如“打工人”本来

只是上班族的代称，经网民使用变成了从事劳累并且低

收入工作的人用来自嘲的调侃话语；“凡尔赛文学”里的

法国地名“凡尔赛”本来与语言表达形式“文学”毫无

关联，网民们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用来调侃那些先抑后扬，

明贬暗褒，自说自话，假装苦恼、不开心地炫耀自己的

话语模式。而这些网络新词意义的能产性也体现了网络

语言的创新性。

（2）形象

网络语言的形象性体现在语汇的符号化和语言的亲

切诙谐。符号词汇形象地描摹了说话人的面目表情，反

映了聊天者此时的心理活动，具有活灵活现的表现力。

如（*^_^*）表示开心，`（*> ﹏ <*）′表示伤心。而语

言的亲近诙谐，如“洪荒之力”原意指天地初开之时这

种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经奥运选手傅园慧的一句“我

已经用了洪荒之力啦！”迅速走红，语言诙谐，形象化

地表明自己已使出浑身解数；“吃瓜群众”源于一个公路

新闻，当记者去采访一个老伯，老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当时在吃西瓜，后来网民将“不发言只围观”的普通

网民称为“吃瓜群众”，形象诙谐地概括了围观群众的看

客现场。

（3）简约

网络语言的简约性突出表现为出现大量汉字拼音的

缩略形式和谐音数字。如“NPY”是男 / 女朋友的汉字拼

音缩写，“TMD”是骂人话“她妈的”的汉字拼音缩写；

“520”谐音为情侣之间常说的“我爱你”，“1414”谐音

为“要死要死”。这些简约化的网络用语不但可以提高打

字聊天的速度，而且起到委婉含蓄的效果。当然部分汉

字拼音的缩略形式可能造成表意不明，接收者如果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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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一番，很难领会发出者所表达的意思，影响交际的便

捷性和准确性。

二、网络语言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1. 对阅读教学的影响

（1）变被动阅读为主动阅读

“既然任何一种阅读都是一种活动，那就必须要有一

些主动的活力。完全被动，就阅读不了——我们不可能

在双眼停滞、头脑昏睡的状况下阅读。”[3] 以往教师过分

注重用严谨的专业用语解读课文，脱离学生的理解能力

和思维水平，阅读教学无法深入浅出。在课堂上，学生

被动式牵引阅读，教者侃侃而谈，学者昏昏欲睡，阅读

教学举步维艰。学生理解不了晦涩难懂的阅读教学语言，

掌握不了合理有益的阅读技巧，自然对阅读提不起兴趣。

但教师如能在讲解时适当辅以网络用语就会让学生耳目

一新，迅速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使艰涩的阅读教学理论、

高深的阅读技巧变得通俗易懂，提高阅读教学效率。如

讲解《骆驼祥子》时，教师让学生帮祥子注册一个微信，

祥子的微信头像是一个拉黄包车的形象，那他的昵称应

该怎么取？我们可以套用“打工人”这个网络新词来给

他取名。网络新词“打工人”能让学生迅速在脑海中勾

勒出祥子心酸命运的形象，引发学生对祥子命运坎坷的

关切，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主动阅读。

（2）使阅读渐趋浅表化、碎片化

如 今 社 会 兴 起 了 一 种 不 同 于 传 统 纸 质 阅 读 的 模

式——电子阅读。电子阅读是以电子产品如手机、iPad

和 Kindle 为载体的新型数字化便捷阅读方式。持有者想

要阅读某本书只需进入指定的网站在线阅读或下载阅读

即可。由于种种便利，所以电子阅读深受学生喜爱。但

电子阅读也存在诸多弊端。学生在进行电子阅读时经常

会接收到网站推送的充斥着网络用语的垃圾信息。这些

垃圾信息能轻易吸引阅读者的注意力乃至扰乱阅读者的

思绪，使有用的阅读无法接续下去。由此这样的断续阅

读不可能有深度，只会浅表化和碎片化。而且，电子书

籍很大一部分是言情小说、职场箴言，里面使用了很多

简易的网络用语，阅读者往往一目十行、无需过多思考，

这就迎合了学生快餐式浏览的需求。但长此以往，学生

会渐渐习惯并享受这种浅表化、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养

成懒于思考的不良习惯，这将不利于学生思维的长远发

展。

2. 对写作教学的影响

（1）依托社交平台抒发真情，自由练笔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写作

要有真情实感，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

受、体验和思考”。[4] 而传统语文写作教学注重遣词造

句、谋篇布局、文章立意，强调好词好句的积累和运用，

于是学生通过记诵优秀作文来提高写作能力，结果造成

文章内容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和真情实感。博客等社交

平台为学生抒发真情提供了广阔自由的个性化空间。博

客又称网络日记，学生可以在博客上用恰当的网络用语

写成网络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体会写作

的快乐。当然也可以设置查看权限，把自己的网络日记

分享给朋友、家人。他们的鼓励性评论能鼓励学生养成

爱生活爱记录的习惯，引导学生热爱写作。从这点上讲，

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启发教师转变写作教学的方

式。

（2）使写作错别字增多，句法不合规范

由于学生打字时为了节省时间，认为只要对方明白

就行，往往会粗略选词，输入一些近音或同音字，比如

“看看”打成“康康”，“一往情深”打成“一网情深”，

“有没有”打成“有木有”，“地”打成“的”。多数学生

可能不以为意，认为自己只会在网络聊天中才会如此，

殊不知习惯成自然，这些错别字会印入脑海中并无意识

地写在作文里，这也就是写作中错别字增多的重要原因。

同时，学生会在网络聊天用语中出现句法不规范的现象。

如“我走先”“我吃食堂”“他很男人”。这些网络用语句

法关系紊乱，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则的。如果把这

些句子写进作文那就是病句了。我们提倡作文要句子通

顺，语法规范，用词准确，显然上面所举的例子不符合

作文要求，不利于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三、发挥网络语言对中学语文教学积极影响的对策

1. 社会要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营造文明规范的网络

语言环境

当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网民的素质参差

不齐。可以看到，部分网络“新”词夹杂着黄色段子，

看着辣眼睛，听着刺耳朵，如“妈蛋”“吃翔”“日你

妹”等。部分网民把网络空间当成吐槽或泄愤的个人场

所，不断在网络上恣意妄为地“创造”网络新词。中学

生喜欢上网，爱好模仿，这些网络新词必然被学生模仿

为口头禅，以为时髦。结果，中学生口口头不文明，行

为不礼貌，其反映出其畸形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必定影

响其健康成长。因此，政府要约谈相关企业负责人，敦

促其研发净网服务系统及实名身份认证限时上网模式。

同时，家长要提醒孩子文明用语，家人之间养成文明用

语习惯，给学生营造绿色文雅的用语环境，促使学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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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向上的网络语言巧妙合理地转化到语文写作中去。

2. 教师要加强网络语言学习，促进教学语言朝着年

青化更新

当今，中学生已在网民大军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利

用网络服务学习和娱乐方面，部分教师不如大多数中学

生。这部分教师教学形式呆板，教学内容脱离生活，教

学语言深奥枯燥，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而且冲

淡了语文的生活趣味。顾黄初先生曾指出：“语文教学要

贴近生活。”[5] 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那教学语言就必须

跟上时代，用学生爱听能懂的语言教学。现在，年轻人

听课喜欢听点网络语言，与人交谈喜欢用些网络语言，

这是开放时代多元化的特征，是值得提倡的、学习的。

教师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学习新生事物，教学语

言朝着年青化更新，形成师生良性循环，教学相长。这

就需要教师加强网络语言的学习，熟知网络语言的本意

和语境，在教学中合理使用络语言，这也是教师具备甄

别网络语言能力，贯彻终身学习理念的体现，对教师的

终身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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