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6 

Modern Education Forum 

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与发展路径 
 

卢嘉怡 

海南师范大学 

DOI:10.12238/mef.v8i3.11050 

 

[摘  要] 网络语言是新时代一种新兴的语言形式,以其具备独特的表达方式及丰富的内涵,对新时代汉

语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网络语言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使汉语言文学更加生动活泼,也

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阻碍,如何在利用网络语言的同时,又不破坏传统文化,成为了研究的

主要目标。本文以研究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与发展路径为主要目的,首先分析新时代网

络语言的基本特征,并指出应采取何种措施,在既保留网络语言的同时,实现汉语言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

实现汉语言文学传统文化以及先进网络语言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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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language is a new era of emerging language form, with its unique expression and rich 

conno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network language 

not only enriched Chinese expression, mak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ore lively, als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w to use the network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and does 

not destro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the main goal of the study. This pap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era of network language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velopment path as the main purpose, first 

analyz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of network language, and points out w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while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dvanced network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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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是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兴产物,网络语言凭借其生

动有趣的形式及通俗易懂的特点,在新时代得到了迅速发展。网

络语言的飞速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网络语言凭借其通俗

易懂的特点,丰富了汉语言文学形式及内容,另一方面,网络语

言的滥用,也会对于现有的语言体系造成影响。为了研究新时代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网络语言的

核心概念,把握网络语言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影响,最后指出应采

取何种措施,在既保留网络语言的同时,实现汉语言文学在新时

代的发展,促进汉语言文学同网络语言的协同发展。 

1 新时代网络语言的基本特征 

首先,网络语言具有简洁明了,生动形象的特点。由于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在使用网络交流时,过于追求信息传递的

高效率,通过较短的时间及文字传递信息,这一需求促使了瓦哥

罗语言逐渐向着简洁、形象、明了的方向发展,网络语言逐渐呈

现出极具压缩能力的特点。比如,“YYDS”即为“永远的神”,

“DDDD”即为“懂得都懂”等,甚至部分语言直接通过表情符号

表示。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智能

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交流,由于打字较为费时,且空间受限,用户

纷纷使用更加简洁高效的沟通方式进行交流,网络语言变得愈

来愈简洁。此外,短视频平台为网络语言的生动形象化发展提供

了舞台,使得文字超越了阅读的界限,并逐渐转变为更加直观、

动态的信息载体。比如,B站、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纷纷用“2333”

代替笑声,数字代替了传统的文字描述,既简洁明了,又生动形

象,有效地提升了信息交流的效率。 

其次,网络语言具有创新性强,富有个性的特点。其一,由于

互联网具备高度的自由化及开放性,人们可以在互联网平台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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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方式的自由为网络语言的创新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表情、符号以及数字等表达自身想法,

网络语言由此呈现出极强的创新性；其二,新时代的年轻人喜欢

追求新鲜事物,个性化需求十分强烈,其在运用网络语言时,不

仅注重语言的准确性既有效性,更注重语言的独特性既个性化,

人们也会自创网络语言表达自己的个性,使得新时代的网络语

言具备了极强的创新性及个性化。 

最后,网络语言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性及地域性。随着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化设备的逐渐普及,人们越来越依赖信息

化设备进行沟通交流,网络语言成为了新时代人们生活娱乐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加深不同地区、国家历史、地理、文化等因

素的影响,其语言表达形式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

异性在网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形成了极具时代性及地域性的

网络语言。例如：“中”“干哈”等网络语言具有极强的地域性

特点,其他地区也会具有类似的网络语言,具有地域性特点的网

络语言不仅使得语言表达更具亲切感,还能够使人们可以通过

网络语言了解其他地区的地域文化。此外,网络语言也具有极强

的时代性,部分网络语言由于受时代性束缚,其传播具有极强的

局限性,比如,“土味情话”类网络语言,反映的是部分年轻人对

于爱情特有的表达方式,热度过后,便很少有人使用。 

2 新时代网络语言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影响 

2.1积极影响 

首先,网络语言使得汉语言文学的表达方式更加简单。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语言逐渐渗透了我国各行各业,网

络语言的影响范围也日益扩大。网络语言由于其特有的生动性、

简洁性,其相较于传统的文字表达,更加方便简洁。例如：表达

再见的词语,可以直接用“88”表达,“gg”“mm”直接表示“哥

哥”“妹妹”,不仅更加方便、也更加生动。网络语言的运用,

符合新时代人们沟通的实际需求,对于提高汉语表达的高效性

具有促进作用,深刻地影响着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所以,网络语

言的普及,使得汉语言文学的表达方式更加简洁。 

其次,网络语言使得汉语言文学的表达方式更加幽默。新时

代网络语言的使用,使得汉语言文学的特色不断得到强化,人们

可以通过各种趣味的网络语言来展示不同的心理状态及情感变

化,为沟通双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给予了双方良好的感觉,保

证双方能够得到良好的交流效果。此外,通过网络语言进行交

流,还可以使对话更具趣味性、人性化,相较于传统单一的文

字交流,网络语言可以增强交流的生动性,使得汉语言文学的

表达方式更加幽默。例如,“囧”字原意为“光明”,网络语

言流行后,“囧”字由于其独特的外形,逐渐具有了窘迫、无

奈等新意,既方便了人们的表达,又使得汉语言文学表达方式

更加生动幽默。 

最后,网络语言有助于实现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由于网络

语言来源于各个地区,网友可以通过网络语言了解到不同地区

特有的文化。一方面,网络语言打破了传统语言的规则及框架,

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空间,使得语言表达方式更

加接近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网络语言具有极强的地域

性,网络语言的普及,能够使读者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及语

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的内涵,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及思

维方式[1]。例如：“栓Q”一词源于“thank you”,与英文一样,

是“谢谢”的意思,在汉语言文学的表达方式中,作者可以通过

网络语言,加强情感的表达力,不仅能够激发一些读者对于英语

的学习兴趣,还能够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汉语言文学作

品中的情感表达。 

2.2消极影响 

首先,网络语言的泛滥使用,使得汉语言的使用不规范。网

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过度使用的弊端,导致了一些不

良现象的出现。汉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悠久、语法规范的语言,

在使用过程中,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语气都可以表现出

不同的含义。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快餐,其中不乏一些错别字、

错误语法以及用词不当等现象[2]。比如,“囧”字原意为“光

明”,在网络语言中,逐渐具有了窘迫、无奈等新意,网络语言

的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言的表达效果,降低了汉语

使用的规范性。此外,例如“2333”“YYDS”等网络语言,也有许

多人并不清楚它们的含义,导致了人们在交流中容易出现障碍

或者歧义。 

其次,网络语言不利于汉语文化的传承。网络语言的使用,

使得许多人对于汉语产生了错误理解,不利于汉语文化的传承。

其一,网络语言中具有一部分含义粗鄙、污秽不堪的词汇,被人

们用作简单调侃[3]。比如,一部分人在调侃别人时,会使用“泥

马”“卧槽”等词汇,其词汇本身具有极强的侮辱性及攻击性,

容易导致人们在交流时出现矛盾冲突,也严重地损害了汉语用

词的文明素养及道德风尚,降低了汉语的文化性,容易引发一系

列社会问题；其二,网络语言中具有大量错用词,有些人为了追

求便捷性及新鲜感,喜欢使用错字、别字表达自身意义,比如将

“尴尬”故意错用为“监介”,“史”“屎”混用等,这种现象不

仅严重削弱了汉语的文化性及独特性,还对于汉语言文化的传

承及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最后,网络语言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青少年在学习汉

语言文学知识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许多的网络语言,因此,青少

年对于网络语言的理解逐渐深刻,并对于汉语言文学原本含

义学习欲望逐渐降低。此外,由于网络语言大多存在于互联网

等信息设备中,导致了青少年越来越不重视书写汉字,导致

“提笔忘字”现象愈加普遍,人们如果长期使用网络语言,还

会逐渐产生偏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语言应用及

书写能力,不利于汉语言文化的传播,不利于青少年学习及理

解汉语言文学。 

3 新时代网络语言影响下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路径 

3.1规范日常用语的使用 

规范日常用语的使用,能够有效减少网络语言滥用对青少

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网络语言在人们生活及学习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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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写作过程中,习惯性地使用网络语言。面对此情况,教师需

要纠正学生错误使用网络语言的情况,引导学生通过正确的

日常用语,使学生养成规范运用日常用语的良好习惯,引导学生

了解网络语言的局限性,深入感受汉语言的文化魅力,意识到规

范运用日常用语的重要性,提高汉语言文学的传播力度[4]。此外,

教师在规范日常用语的同时,教师也可以将部分网络语言同

汉语言文学相结合,并讲述其在写作中的应用技巧,促进新语

言体系的形成,使得学生的写作既保留汉语言文化的同时,

还能够包含现代网络语言的幽默性,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语

言体系。 

3.2选择合适的网络语言进行应用 

在面对网络语言时,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全面否定,新

时代的网络语言,既有语言较为粗俗、低级趣味的语言,也具有

不少积极向上的语言。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及学习中,教师需要

引导学生对于网络语言进行分辨,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网络语

言,将网络语言运用到合适的位置,有效促进新时代汉语言文学

的积极发展。在选择网络语言方面,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正确辨识

网络语言的可取性,防止出现网络语言过度使用的情况。在网络

语言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坚决抵制不良网络语言的侵蚀,抵制寓

意粗俗、与文字原意不符以及过度娱乐的网络语言,落实自律意

识,将网络语言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此外,教师还需要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到低俗网络语言的负面作用,实现网络语言与

汉语言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3.3提高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重视程度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果教师发现学生存在汉语言解读错误、

网络语言过度使用以及汉语言运用错误等问题时,教师应立即

进行干预指导,并向学生讲述网络语言以及传统汉语言的不同

之处,并指导学生如何在生活及学习中正确使用二者。同时,教

师还需要引导学生对于汉语言的敬畏心,在正规场合运用汉语

言进行信息的交流及传递,培养学生养成严谨科学的汉语言文

学学习态度,使学生养成正确使用汉语言的良好习惯。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一方面,网络语言能够使汉语言文学的表达方式

更加简单、使汉语言文学的表达方式更加幽默以及网络语言有

助于实现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网络语言使得汉语言

的使用不规范、不利于汉语文化的传承以及不利于汉语言文学

的学习。因此,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规范日常用语的使用、选择

合适的网络语言进行应用以及提高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重视

程度,在不影响汉语言本质的前提下,实现新时代网络语言与汉

语言文学的融合,推动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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