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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网络语言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肖莲香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实验小学） 

 
摘要：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络语言在互联网交流中广泛流通，用

于表达网民的思想意识。网络语言同现实中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属于

新媒体的交流形式。目前，网络语言已逐渐渗透到小学生中间，由于小
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高，网络语言对小学生语文学习产生一

定的影响。本文从分析网络语言的概念入手，对如何有效减少其对小学

语文教学的策略进行详细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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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网络语言伴随互联网的普及逐渐产生，其风靡之后也如同
汉语言一样成为一种交流方式。互联网技术已经涉及到社会各个
行业和领域，网络语言也因其新颖与独特性被广泛运用，尤其是
小学生正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网络语言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
到他们对语文的学习。 

1、网络语言的定义与特点 
网络语言氛围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广义指的是在网络交流

中涉及到的所有语言。而狭义的概念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内容。
网络语言的大都采用文字的谐音、缩写或者符号的形式，其主要
特点包含以下方面：（1）形象性。网络语言多数和现实生活连接
在一起，加以联想对其核心意义进行归纳总结，也具备了传统语
言方式所没有的特点。（2）简明性。传统语言方式更注重文化内
容和严谨性，网络语言往往打破这种模式，用最为简洁的方式去
表达，部分采用了文字的缩写或者英文形式。（3）创新性。网络
语言不受传统模式的束缚，具备很大的创新性和新鲜感，通常是
通过一定的情境模式产生。 

2、网络语言对小学语文教学产生的影响 
2.1 破坏语文教学的规范性 
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正是学生学习的基础阶段，大部分学生

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不够熟练，而网络语言很大程度上干扰小学生
对语言文字的运用，长期接触不规范的网络语言，会影响学生对
语言学习的严谨程度，导致他们不能用规范心态进行语文学习，
对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工作产生阻力。 

2.2 影响学生语言审美水平 
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粗鲁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到学生对规范语言的审美能力，学生对网络语言盲目的追捧，经
常利用它们来表达自己震惊、愤怒的情绪，认为这是一种时尚的
表达形式。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产生一种语言习惯，
导致他们不能很好理解语言文字的含义，在思维上产生懈怠，进
而影响到语文素养的培养[2]。 

2.3 影响学生生活语言的环境 
小学语文的学习，主要运用在生活实践语言沟通中，网络语

言一方面以其创新和幽默受到青少年的喜爱，为汉语言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动。但一些新的网络语言，比如网络成语的普及，对传
统的成语形成很大冲击，网络成语有一部分相对比较低级，让学
生一味追求幽默、新颖而忽视汉语言文学的专业性，如果小学语
文教学中不能对其真正进行引导，会导致网络语言成为学生的生
活语言习惯，直接影响学生对语文的学习成效。 

3、减少网络语言对小学语文教学影响的策略 
3.1 培养学生规范使用语言的意识 
针对目前网络语言日渐兴起的现状，国家教育部与语言文字

委员会下发了规范网络语言的《通知》，要求语文教育工作者要
充分认识语言文学规范的重要程度，对小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1）小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正确对待。教师要正确认识网络
语言，保持客观的态度，即不可全部抵制，也不能完全纵容。教
师要正确对待学生追捧网路语言的心态，站在学生角度思考问
题，学会与时俱进，合理利用网络语言去引导学生对语文的学习。
同时，更不能盲目妥协，规范化的教育工作不能放弃。教师要从
各种各样的网络语言中提取有利部分用在教育工作中，才能在规

范的同时合理应对。 
（2）合理对学生实施引导工作。小学语文教师首先要以身

作则，在语言与文字方面尽可能规范，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其次，
对学生文字书写严格要求，重点突出文字的基础规范要求，做到
形、音、字三者结合。最后在日常学习过程中，让孩子养成良好
的文字、语言习惯，要求在作业和作文等正式书面文字中不能出
现网络语言，对学生使用粗鄙的网络语言给予坚决抵制。 

3.2 提高学生语言审美能力 
网络语言多种多样，如果学生能从自身审美的角度去加以辨

别，就能有效杜绝网络语言中的不良成分。 
（1）将语言审美贯穿在语文教学工作中。在日常语文教学

工作中，教师要培养学生认识美、欣赏美的能力，中国汉语言文
学博大精深，在经历数千年发展之后，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教
师在加强自身文学修养的同时，多给学生示范，在教学过程中进
行文字美的感受。小学语文教师在低龄段教学中，重点教育学生
学习文字的外在美，伴随年级的提高，逐渐引导学生感受文字的
蕴含，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3]。 

（2）引导学生体会课本文章的文学价值。目前，小学阶段
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选用的文章都是反复推敲的佳作。教师要
充分挖掘文章中的优美词语、文章写作手法，引导学生在过程中
体会其中的文学含义与主题思想，培养学生的审美体验。其次，
重视学生的朗读能力，尤其是古文诗词，以其严谨的逻辑性、深
厚的文化底蕴去引导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增加对文字规范使用的
记忆，有效抵制网络语言中的粗鄙成分。 

4、结语 
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要在日常教学工作中，通过多种渠道，

引导学生合理正确的使用网络语言，积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锻炼学生语言组织能力的表达能力，创造绿色的网络文化，合理
运用新兴的网络语言，让学生在健康、文明、规范的环境中学习
语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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