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遇上流行语，为何能无师自通？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张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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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之所以叫网络语言，

是因为它前面有一个限定词‘网络’，

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语言的网络

化’。”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炎龙说，

“在网络这种快节奏的交流空间中，

网民力图用最简洁的形式来快速表

情达意，所以他们就创造了大量的、

简短的、便于输入和传播的表达方

式，这些表达方式汇聚到一起，便形

成了网络语言。”

小学生的生活成长环境正是以

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为载体的新互

联网时代，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数字原

住民。“媒介技术赋能语言传播。”王

炎龙说，“从用笔书写到用键盘‘输’

写，书写方式的变化也使谐音化、形

象化的语言表达更容易流行起来。”

身处网络语言大量复制、广泛传播的

环境之中，孩子们对网络语言的学习

与使用也成为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网络语言之于书面表达，就像

方言之于普通话。”王炎龙用这个比

喻形象地解释了年轻人热衷“玩梗”

的原因：各种各样的热梗、热词都可

以归为一种社会方言，方言是有着共

同归属地的人互相确认身份的乡

音。就像“小学生爱唱《孤勇者》”一

样，这些流行语、梗的使用也进一步

标识、划分了群体，有很大的影响

力。网络语言也有着达成交往共识

的作用，可以跨越年龄、身份的差异

拉近交往距离。你懂我的“梗”，说明

我们是同类人，“暗语”间的会心一笑

是对彼此关系认同。

除了社交属性，网络语言自身具

备的娱乐性特征也是其大受欢迎、广

为流行的原因。王炎龙指出：“这种

夹杂了数字代码、外语字母、谐音假

借文字以及图形写成的网语，简单方

便，能快捷迅速地把思维和情绪变成

语言符号。”借助这些“无厘头”的话

语表达，人们可以求新、求异、疏解压

力，在戏谑和调侃中表达真情实感。

“这些流行语简单有趣，孩子爱模仿

也易模仿，久而久之会养成表达的惯

性，甚至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语言表

达的固化方式。在平时的书面表达

当中、正式的考试当中，都有

可能不自觉地运用进

去。”王炎龙说。

“无论是现代汉语的表达，还是网

络语言的表达，语言的表达方式，核心

是一个规则问题。”王炎龙指出，“网络

语言的兴起，可以视为对原有语言标

准的表达的叛逆。”

这种对表达规范、语法规则的表

现为谐音词汇的运用，如“莓你不行”

“火冒三藏”“秃如其来”；中英夹杂，如

“栓Q”“半 tour废”“笑 skr人”；缩写和

数字类，如“886”“yyds”“爷青结”以及

从“废话文学”到“鬼打墙文学”各种各

样的语癖等。“大部分网络语言比较肤

浅，属于一般的社会流行语，流行的时

间也非常短暂。这种表面性和短暂性

的语言能否经过沉淀成为社会通用语

言，从而丰富汉语词汇是需要怀疑

的。”王炎龙说。

“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担心有一定

道理，但切勿矫枉过正。”王炎龙指出，

“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发展，思维在进

步，作为反映现实的语言自然也要跟

上社会进化的步伐，适应社会进化的

需要。网络语言兴起的必然性是毋庸

置疑的，它的产生是社会语言开放系

统自我发展完善的必然选择。”

语言是反映人类社会活动、思

维方式变迁的重要工具，在新修订

版的 《新华字典》 中，就增添了许

多来自网络的新词，如“点赞”“拼

车”“粉丝”等。新的构词方式、多

样化的表达形式以及对旧词的创新

使用才能让语言系统不断更新、保

持活力，实现它的交际功能。从这

个方面来看，网络语言的出现和流

行有其合理之处。

“语言最终会指向意义，反规则、

‘去文字化’的流行语，及其所带来的

‘病毒式’传播的表达狂欢，不是真正

的一种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

还是一种伪创新，会对孩子造成误导、

养成不良的表达习惯、限制思维的多

样化。”王炎龙提醒家长和老师，正确

看待网络流行语对孩子的影响，既不

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放任自流，去伪

存真才是关键。

全民上网的时代，网络用语的普

及和渗透已成为一种必然，随着短视

频的兴起，网络造“梗”的速度也在进

一步加快。“有一天，你回家给孩子带

了份晚餐，孩子说：“栓Q。”你说：“能不

能好好说话？”孩子笑了笑回答：“我真

的会谢。”你生气地说：“再说我抽你。”

他说：“完了，芭比 Q 了。”这个段子生

动再现了面对“网络热梗十级选手”的

孩子，家长的深深无奈——不玩“梗”，

我们就没法好好说话了吗？

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认为，引导

主要是对孩子在使用语言中的不正常

心理(也就是违背了语言的性质和功能

的心理)加以疏导。对盲目仿效、跟风

或者为表现个性而标新立异的做法进

行教育，让孩子形成正确的网络语言

观。

对此，王炎龙指出，中小学生作为

语言学习和接受的主体，正在“淡化”

汉语拼音和词汇规范性的学习。他们

的审美情趣逐步发生转移，语言文字

规范意识较低，语言文字的鉴别能力

和应用水平也有待提升。如果长期沉

迷于使用网络语言，势必影响其对传

统语言的学习，使他们对语言的感悟

能力和运用能力下降。结合青少年的

逆反心理，让孩子充分认识到学好传

统语言的重要性和使用网络语言的弊

端，这远比强行禁止他们使用网络流

行语的效果好。

在《网络语言的传播与控制研究：

兼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一书中，

王炎龙也对“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建

立正确的网络语言观”做出了详细解

答。

首先要帮助学生客观、发展地看

待网络语言，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看

待学生使用网络语言。其次，教师的

语言教学不能仅限于语言文字本身，

而且还要关到注社会语言，尤其是网

络空间中语言文字的传播现象，从而

避免对网络文化传播和网络语言的误

解和歧视，做到对不适合学生使用的

用语及时规范。

针对中小学生说话和作文中出现

的不良网络用语，应确定语用环境，限

制网语“下网”。提倡在日常生活中，

认认真真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使他们

懂得对待新词、新语的态度既要积极

又要谨慎，不可随意使用。

王炎龙强调，“家长和老师也要提

升自身的语文素养，才能以身作则帮

助孩子明辨是非、辨别真伪。”此外，加

强对经典文化的阅读、训练准确的书

面表达方式、减少孩子对“快消”类短

视频浏览、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

子用具体、丰富的词语表达情感、描述

事物的能力也是有效规避网络语言负

面影响的好方法。

如今，孩子在网络环境中成长，不

可能不受网络文化影响。在日常聊天

乃至生活中，以网络语言表达个性，并

不仅仅是标新立异，而是一种能够拉近

彼此距离的身份认同。因此，使用网络

语言，本身也是孩子与同伴一道成长的

心理需要。

所以，家长和老师不妨以平常心来

对待网络用语，避免“一刀切”和说教，

引导孩子分辨网络用语的使用场合与

范围。

与此同时，家长和老师也要对网络

用语保持适当了解，与孩子沟通时也可

使用，以此打通代际间的隔阂，营造平

等沟通的氛围。相比严肃面孔，孩子更

能接受和喜欢能跟自己说上话的大人。

毕竟，在家庭和教室中人为建造一

座网络“防御墙”，是无法阻止网络语言

传播的，后者有着强大的社会性。而

且，因为互联网自身的特性，网络语言

的更新迭代更快，“淘汰率”也更高。许

多流行词潮水般涌来，退潮也快，几个

月后可能就无人提起。对父母和家长

而言，与其防备那些“还没来得及防就

已消失”的词汇，倒不如“授人以渔”，让

孩子自身拥有分辨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对青少年而言，除

了分清网络语言的使用场合之外，还应

该能够分辨网络语言的优劣之别。像

“yyds”“栓Q”“绝绝子”等流行语，没有

美感可言，注定会被时代淘汰。

网络语言的特点，是基于计算机和

互联网的特性，相比以往流行语的相对

自创性和独立性，网络语言往往依附于

原有的语言系统。

网络语言的这些特性，让“流行词”

的诞生更为容易。可无论“谐音”还是

“缩写”，虽然依附于原有的语言系统，

缺少独立性，但都直接冲击了固有的语

言规范。

谐音式流行语违反汉字的本义，缩

写式流行语则违反汉语的语法，这样的

冲击都是实实在在的。像“十动然拒”

“人艰不拆”之类的强行“拼装词”，即使

再流行，也不可能成为正式语言。而

且，对网络语言的使用，也不应以表达

匮乏为代价。在现实中，不乏因为习惯

使用网络语言而患上“互联网失语症”

的人群。

如果一个人除了网络流行语，就没

有其他词汇和句子能表达内心情感时，

该是何等的匮乏。这种下定义式的简

单词汇，甚至会阻隔孩子的思考，使思

维始终停留在粗浅层面上。

所以，一个在网络时代秉承开放多

元思维长大的孩子，理应做到的是：既

可以用网络语言无拘无束地聊天，也可

以通过名著和诗词的阅读，习得汉语之

美，并通过规范表达，使之呈现于自己

的作文和口头表达中。

青少年作文频现网络流行语引关注——

规范用语重在去伪存真规范用语重在去伪存真规范用语重在去伪存真

近日，一位三年级的小学生将《漏漏漏之歌》写进作文，看着音

译而来的一大串文字，老师哭笑不得。该视频上传网络平台后，引

发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小学生运用“网络流行语”作答并非

个例，热梗在网上更新换代，孩子们的答案也紧跟潮流，这样的现象

让老师、家长颇为担心又计无所出。对此，记者采访了四川大学文

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炎龙，一起聊聊关于

“网络流行语”的破题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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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霜”还是“蜜糖”？不能一概而论

堵不如疏，引导孩子“好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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