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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用语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高

职高专的学生群体中，网络用语越来越多地被网络用语所渗透。这些新兴词汇在丰富语言表达

的同时，也对学生的社交方式、行为模式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结合高职专科学生

的学情特征，探讨网络语言的特点，分析网络语言对于学生的影响，旨在进一步引导高职高专

学生以科学、客观的方式正确理解和应用网络语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推动其朝着积极健

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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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twork language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People's Daily life, especially in th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language is more and more infiltrated by network language. These new words not only enrich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but also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students' social style and behavior pattern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language,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language for students, aims to
further guid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a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way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language, set up the correct values,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positive and healthy.
[Keywords]Network languag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Development statu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目前我

国的网络用户总量已经突破 10.79亿，而在这个数字里，20

—29 岁的网络用户以及 30—39 岁的网络用户各自占据 14.

5%和 20.3%的份额，这表明，网络用户的年龄段正在逐渐扩

大[1]。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在与互

联网的相互塑造中成长，成为当今网络上最活跃的群体之一。

而人类通过语言进行理性思考的工具，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

的。近年来，网络语言是现代汉语在网络环境下的变异，并

形成了新的语言形式。然而对于高职专科学生而言，其价值

观念正在形成阶段，容易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因此，本文

注重探讨网络语言对于学生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一、现阶段高职专科学生接触的网络语言主要类型

（一）图形符号化的语言

以简洁的图像或者面部表情来描绘相关的文字信息，例

如（*^▽^*）代表快乐，o （╥﹏╥）o象征着眼泪等。这

个网络术语最早源自日本的漫画，随着广大的使用，逐渐发

展成现在的文字标识，并以多种形式展示。在语言和文字的

运用上，符号的使用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例如：==代表其

他的符号，o象征着哦，**则是指代敏感或者不雅的词汇等。

（二）谐音词。

当前的网络语言环境中，谐音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涵盖

了众多领域[2]。适当地运用谐音词可以更有趣地传达个人观

点，增强网络用词的生动性和视觉冲击力。比如，“小公举”

和“小公主”的发音类似，但也存在一些不同。“歪果仁”

是对“外国人”的谐音称呼，这在网络用词环境中是对外国

人的直观描述，而 1314 则象征着“一生一世”，这同样适

用于谐音词的使用。

（三）新创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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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语言构造中，为了更有效地传递思想，常常会受

到情境活动的影响，进而创新词汇，进一步表达出具有象征

和隐喻的思想，赋予词汇新时代的思想含义[3]。例如，凤凰

男，这个词语主要指的是出身贫寒、勤奋读书并最终在城市

生活的男性，但在实际应用中，它常常带有讽刺性的意味，

比如在妻子和父母争吵时，他们无理地站在父母一边；“小

镇做题家”一词，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社交网络并引发热议，

通常指的是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通过勤奋苦读考上大学，

从而实现人生进阶的青年学子。

（四）缩略词

在互联网语言环境中，缩写词的使用相当普遍，其主要

形式包括使用汉语拼音作简写，或使用英文词组作简写，也

包括一些中文课文的简写（英文缩写）。这些缩写有助于用

简练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概念，例如“城会玩”其实是“你城

里人真会玩”的简称，而 GG往往被冠以“哥哥”的缩写。

二、网络语言对高职专科学生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1.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实现求新求异心理追求

高职高专学生在传统教育模式中，以接受教师直接知识

讲解的团队教学氛围为主，是一种被动式的教育方式[4]。但

是在新形势下，网络的兴起让学生的学习方式更加多样，帮

助学生学习的途径和手段也更多了，眼界也更开阔了，生活

也更活跃了。在网络环境中，学生们能自由地通过键盘表达

自己的观点，充分展示自己的想象力，并能自主地创造新颖

的网络语言，让自己的独特之处展露无遗，学生们在网络环

境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这说明，网络语言的主动创造与

正确使用，有助于语言模块分工中大脑作用的不断激活，从

而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

同时，向网络世界拓展兴趣，感受多姿多彩的生活。高

职专科学生在运用网络语言的过程中，通过语言简练、表达

生动，不断创新网络语言，满足对新奇事物的追求，成功克

服了现实生活中“失语”的问题，满足了多样化的表达需求。

2.人际交互方式多样，满足自主话语权需求

目前，大多数在校的高职学生是好奇心强、个性活泼开

朗的学生。但随着网络的普及，他们与外界直接互动的机会

逐渐减少，网络语言也成为日常沟通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形象、生动、幽默等全方位的网络沟通方式，可以拉近距离、

消除隔阂，让素昧平生的人有机会平等互动，从而使人际关

系在现实社会中的紧密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新时代的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话语权的独立企盼。

网络平台这样一个自由、开放、拘束力小的环境，让他们在

学习、信息获取、交友等方面有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不

受传统语言结构、语法结构等束缚，具有自主性、灵活性，

满足其寻求自主话语权的心理需求，网络语言的多样化组合

与自由搭配，因此得到了高职专科学生网民的喜爱。

3.缓解现实生活压力，培养健康快乐心态

网络的出现，让学生们自由而私密地宣泄着现实生活中

释放不出来的压力[5]。在虚拟的世界里，同学们可以把自己

的心里话分享给素不相识的人，借此获得心灵的慰藉。成为

学生最直接、最有效的减压方式，通过网络游戏，宣泄心中

的不满，缓解现实生活中的焦虑感。

同时，学生在沟通过程中有意识地打破常规的语言表达

方式，以自己独有的语言，甚至有时马上就能被大家接受，

并广为传播，逐渐形成网络新词汇，以增加学生的活力和趣

味性。这说明，网络语言通过充满活力、诙谐有趣的网络语

言，释放生活压力，增加无尽想象，有助于塑造高职学生健

康快乐的良好心态，能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阐述学生网

民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在不断的磨炼中提升自我应对压力与

挫折的本领，使自己逐渐成长起来。

（二）负面影响

1.违背传统语用规则，冲击传统汉语结构

网络语言的快速进步和强劲的活力，对于现代汉语标准

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它在使用过程中过于追求速

度和效率，导致语言应用规则和内容的失衡，忽视了汉代汉

语的语法和句法结构[6]。在对话中遗漏了语法规范中的正常

句子元素，大量的错误字、别字被用来代替标准的词汇，重

新解析汉语的词语，改变了原本的标准语义。例如，“可爱”

这个词被拆分为“可怜的没人爱”；“天才”这个词被拆分

为“天生蠢材”等，这些都与其完整性和标准性有着显著的

差距；甚至有些网络词汇被重新创造，例如“人艰不拆”等，

其含义让人感到困惑。年轻的学生群体过于追求速度，追求

乐趣，追求独特的个性，许多重新构建的词汇表达出来的意

思并不准确，这不符合词组的规则和语法的标准，对人们的

使用产生了影响，违反了语言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各种关

键的文件创作过程中，网络用词的出现，对文章的标准化和

严谨性产生了影响。

2.追求用语新奇简便，降低语言文字吸引力

学习语言是漫长且系统的过程。汉语文学以其独特的文

字表达方式和深远的意境内涵，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留下了深

刻的印记。推广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在建设文化

强国的大背景下至关重要的一环。那些被广泛赞誉的诗篇三

百首、宁静舒适的山水田园景色、慷慨激昂的悲歌、边疆的

风雪残留，在诗人词人的笔下展现出独特的光彩，是当前年

轻学生需要深入研读的。互联网的诞生为网络语言的进步创

造了更大的舞台，丰富了网络文化，并孕育出各类网络创作。

那些与汉语构词结构、语法规则不一致的网络“快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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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内容简洁明了、阅读方式分散，更受到年轻学子的喜

爱，其独特的改编手法更契合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学生的好奇

心，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年轻学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

习热情和学习技巧。

3.缺乏必要自我约束，影响学生树立价值观

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对于高职专科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极其有利。但也需要明确的是，青少年的思维和心理还没有

得到充分发展，容易被外部环境所左右，在人格塑造和品质

方面还有待提高和优化。未来的不确定性、职业压力和社会

的挑战等因素冲击了他们过去的认知，使他们感到迷茫和无

助，从而触发情绪的起伏，使他们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不

能专心于学业。要改变现状，可通过寻求老师、同学、心理

咨询师等帮助，进行心理辅导，排解压力。同理，适当利用

网络宣泄情绪，寻找可以分享的人，寻找既能让身心适度放

松，又能对情绪产生正面影响的有效减压策略，既能帮助自

己缓解压力，又能让身体和心灵都回到健康的状态，这才是

最好的减压良策。

三、优化网络语言环境加强高职专科学生综合素

质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法律学习，增强道德自律意识

对学生进行深刻的认识教育，自由只是相对而言的，在

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一定的界限。网络交流一样，一定要保

证不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一方面，在法律知识的指导下，

要坚决反对、舍弃低俗粗暴的网络语言，给学生以正面引导，

启发学生主动辨别、运用网络语言，用积极健康、主动识别

和运用网络语言的网络用语来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另一方

面，要营造良好的校园网络环境，需要正确引导高职专科学

生树立起绿色健康的网络修养，坚定地树立法律意识，正确

运用网络语言，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

（二）运用公共传媒，营造网络运行环境

目前，互联网已经变成了对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日常生活

和学习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元素之一。公共媒体作为团结协

作的主要工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和社会急速变革的

关键时刻，各种公共媒体都需要肩负起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作为公众喉舌的社会功能，主动对相关产

品进行筛选和审查，为年轻的学生提供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

的精神食物。在公共媒体的运作中，需要始终秉承积极向上

的主题，创建优秀的社会舆论环境。借助媒体的推广，塑造

一系列具备时代特征、被誉为时代典范的青年偶像，例如：

在庚子抗疫战争中表现出最佳的逆行者——医护人员，以及

那些为我国科研事业做出无私贡献的科学家等，以此来指导

青少年建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

（三）传播优秀文化，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在进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内部管理时，需要一直保持

正面的公众观点，积极推动校园的网络伦理建设，充分利用

现代的多媒体教育工具，提倡优秀的校园风气，提升团队的

吸引力，并且培养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接纳和尊重。通过

《高职语文》《中国传统文化鉴赏》《应用文写作》等高职

专业的基础知识进行授课，确保语言的标准性，探索汉语言

文字的丰富含义，指导学生正确运用语言，全面感受优秀的

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提升语言的修养和审美价值，增强学生

的语言应用技巧，并塑造出良好的语言运用习惯。同时，通

过多种方式和视角来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以推动学校文化的

积极进步。例如，会以网络语言为核心，组织网络知识比赛、

优质网络语言的收集、网络辩论比赛、学校网络主持人的比

赛等一系列活动，从而稳步地推动高质量的学校文化建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网络语言对高职专科学生的影响犹如“双刃

剑”，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实现求新求异心理追求；

人际交互方式多样，满足自主话语权需求；缓解现实生活压

力，培养健康快乐心态。然而也存在违背传统语用规则，冲

击传统汉语结构；追求用语新奇简便，降低语言文字吸引力；

缺乏必要自我约束，影响学生树立价值观的问题。作为高职

学校，应该强化法律学习，增强道德自律意识；运用公共传

媒，营造网络运行环境；传播优秀文化，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正确看待网络语言，树立正确“三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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