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72021 年第 3 卷第 10 期 教育前沿

“网络新词”在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肖可意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7）

摘要：如今，在互联网 +背景下，网络新词层出不穷，其作为网络语言以及文化的重要依托，不但是最生动、最鲜活的词语，而且

也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缩影。将其与高校汉语国际教育进行联系融合，不但能够丰富汉语教育的内涵与形式，而且还能推动中国文化的有

效传播。基于此，本文就“网络新词”在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中应用进行了详细探讨，以期能够给广大同仁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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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语言已成为网民们重要的

语言媒介并对人们的语言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结合汉语国际

教育视角来看，“网络新词”一方面拥有较高的诙谐性和灵活性，

能够为汉语学习者带来更多的趣味，并且帮助他们了解更多汉语

文化，但同时，“网络新词”也有着一定的不稳定、不规范特征，

很容易令汉语学习者收到一些不良影响。对此，如何正确看待“网

络新词”，将其合理地应用到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中来，已经成为

新时期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亟待思考的问题。

一、“网络新词”的概述

（一）内涵概述

“网络新词”顾名思义，指的是一种源自于网络当中的新型

词汇。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我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8.54 亿人次，占全国人口总

数的一半以上。而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新词的产生数量与

速度也在不断增加。它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因为网民们希望进一步

提高沟通效率，保证网络交流的诙谐性和趣味性，进而开始创新

网络词汇。而由于互联网有着传播范围广以及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使得网络新词一经出现便如野火燎原之势，在网上得到快速传播。

因此，在新时期，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新方言”，并在现实生

活以及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二）主要类型

第一，谐音转化类。此类型当中又分为多个小类别，如数字

谐音，如“1314”（意指一生一世）、“886”（意指拜拜了）等；

汉语谐音，如“斑竹”（意指版主）、“稀饭”（意指喜欢）、“鸭

梨”（意指压力）等；方言谐音，如“灰机”（粤语谐音，意指

飞机）、“母鸡”（粤语谐音，不知道）等。第二，旧词新用类。

此类型“网络新词”和以往的意思有着较大不同，如“蛋白质”（原

意思是指一种有机物，现在指的“笨蛋白痴神经质”）、“锦鲤”

（原意思指的是一种鱼类，现在指的是好运）；第三，形象代指类。

此类型当中，也包罗了多个层次子类别，如词意代替方面有“打

卡”（意指到某地方旅行、旅游或者经过某地）、“朝九晚五”（意

指正常的工作和上下班）；简化代替方面有“滴滴”（意指乘坐

滴滴回家或者打车回家）、“电联”（意指电话联系）等。

（三）基本特点

首先，锐意创新。“网络新词”之所以说“新”，是因为它

们都是由新时代网民创新出来的。因此，创新也是他们的亮眼标签，

这一特点也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包括国际汉语学习者在内的广大人

民所接受。其次，比较简洁。我们都知道，网络本身就可以被看

作是一种追求效率的代名词。因此，一些“网络新词”诞生的出

发点，往往是因为简单省事、便于交流等，这也凸显了它实用性、

简洁性高的特点。再者，诙谐幽默。“网络新词”当中大多都是

一些运用了汉语或文字艺术的词组，如“太南了”（意指太难了）、“菜

鸟”（意指经验不足的人）等，这些新词不但起到了诙谐的效果，

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反讽”的意思，故而被网民所追捧。

最后，十分随意。“网络新词”有着较高的随意性，这点不仅仅

体现随意创新、随意组词方面，也体现在随意造句随意等方面。

二、“网络新词”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一）正面效果

首先，激发汉语兴趣。结合汉语国际教学来看，以往的教学

内容大多围绕对外汉语教材来展开，其中一些词汇缺少了流行性、

趣味性特征，使得学生在理解以及运用中常常遇到阻碍，进而兴

趣渐失。而“网络新词”的引入能够进一步丰富汉语国际教学的

内涵与形式，让教学内容变得趣味多彩，这对于学生汉语学习兴

趣的激发而言是极为有利的。其次，促进汉语交流。对于汉语国

际教育而言，其本质目标就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运用汉语来进行

日常交流。而“网络新词”关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蕴含着丰富

的内涵信息，在它的助力下，学习者不但能够获得更为宽广的交

流路径，而且还能进一步提高交流的诙谐性，让语言交流更加完

美与流畅。再者，开阔文化视野。“网络新词”当中体现着我国

的语言以及社会文化，以它为依托来推进汉语国际教学能够进一

步扩展学习中的中文视野和中国化视野，这对于他们的汉语学习

将大有裨益。

（二）反面影响

首先，一些“网络新词”缺乏一定的文化内涵，常常会误导

人们对汉语文化、中华文化的理解，如用“Word 天”代替“我的天”

以及“狗带”等词语的出现，都给汉语的纯粹性、规范性以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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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其次，“网络新词”也会令一些语言

产生句式变异的情况，打破原有合理的句式结构，有时候虽然看

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实际上对于初学者来说，影响是非常大

的。因此，如何在取其精华的同时，做到去其糟蹋，是我们运用“网

络新词”来推进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网络新词”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一）由浅至深，循序渐进教育

在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中，学生的学习水平大多各有差异，因此，

在依托“网络新词”来进行教学时，我们务必要围绕“由浅至深”

的教育思路，对各个层次或者水平的学生展开针对性的教学，以

此来使他们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这些词语的要领内涵。具体来说，

我们可围绕初、中、高三个层级来实施分层式的“网络新词”教学。

例如，针对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基本词

汇方面的教育；针对中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我们可逐步引入一

些网络新词汇来进行混合式的教学；针对高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

我们可通过众多网络新词的引入来丰富其语言灵活性。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做到点到为止和循序渐进，切不可单纯地为了学“网络

新词”而耽误了正式的汉语国际教学。在此基础上，我们一方面

要做好其字面意思的讲述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将其背后的传

统文化、中华文化以及语言文化及时地传递给学生。而这一过程中，

我们也要充分做到教学方法的科学与合理，如我们可依托网络手

段来展示其具体寓意或者运用情境，然后指引学生结合图片中的

情境来展开运用，或者分析其中的内涵等，从而让他们能够学到

更多有用的语言知识。

（二）按需选择，规范汉语教学

“网络新词”的产生领域是不稳定的，因此，在汉语国际教

育实践中，为了进一步发挥“网络新词”之于汉语国际教学的促

进效能，我们有必要依据学习者的不同需求来做好这些新词的选

择，进一步提高汉语教学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具体来说，首先，

我们可围绕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或需求来做好“网络新词”的选

择工作，例如，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是媒体行业，我们便可针对

性地引入一些关于媒体方面的并且具有深刻文化内涵和正能量的

网络新词，以此来为其后续的工作与发展提供助力。其次，我们

也要结合学习者在年龄或者心理方面的差异，来做好“网络新词”

的选择工作。例如，学生年龄较大的话，我们应当结合其关心的

事物，来选择一些关于健康、经济等方面的“网络新词”；学生

比较年轻的话，我们可结合他们感兴趣或经常活动的领域来引入

一些游戏、旅游以及运动等方面的“网络新词”，通过此举来进

一步提高汉语国际教育的趣味性和有效性。

（三）谨慎使用，确保时机恰当

“网络新词”有着极强的随意性，因此，如果我们采取“照

搬”式教学思路的话，学生很容易受到其中不良文化内涵或者错

误语句顺序的影响，不但影响着教学实效，而且还极容易给后期

教学的良好推进埋下负面隐患。对此，我们在渗透“网络新词”时，

一定要保证运用的谨慎性，不但要精心挑选那些内涵丰富且蕴含

正能量的新词，也要关注到基本构词方法、语句顺序等方面因素，

引入一些符合正常汉语结构的新词。与此同时，“网络新词”的

渗透也要讲究一定的时机，如在学生表现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可

以引入“给力”“逆袭”等“网络新词”，并为学生讲述其中的

意义，如此一来，便可依托真实的情境来强化他们对于这些新词

的理解，同时也会激发他们学习网络新词的兴趣。此外，我们也

要围绕教学内容，找到其中所蕴藏的“网络新词”元素，在此基

础上，将其引入到课堂之中，从而进一步丰富课堂的教育资源，

给学生提供更为有趣和新奇的汉语学习体验。

（四）多管齐下，做到不断总结

首先，对于“网络新词”而言，其作为一种交际媒介，不是

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新词”更是层出不穷。

对此，我们也要着眼于它的创新性之上，对它的产生以及教学运

用进行时时关注，结合时代发展背景做好对“网络新词”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的运用工作。其次，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中的“网络新词”

运用情况要及时进行记录和更新，一方面要有效消除那些不规范

或者不稳定的词汇，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网络新词”学习参照；

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搭建一个“网络新词”数据库，定期对库中的“网

络新词”资源进行填充与删除，确保库中都是一些符合学生学习

需求以及内涵丰富且具有较多正能量的词汇。除此之外，我们有

必要制定一套“网络新词”或者网络语言规范标准条例，将网络

语言引入规范化的发展轨道，让其教育促进效能得到更进一步的

发挥。

总之，以“网络新词”为依托来推进课程教学设计以及教学

模式的革新工作，已经成为高校汉语国际教育的必然发展趋势。

对此，在新时期，我们有必要正视“网络新词”的内涵与应用意

义，不断运用新的思路以及方法去搭建一个连接“网络词库”和

“汉语国际课堂”的桥梁，让学生能够科学有效地认识和学习“网

络新词”，感受其意义与内涵，从而为他们专业能力的有序化提

升铺路搭桥，让汉语国际教育实效能够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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