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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 large number of new things, new concepts and new technologies 
have emerged, which greatly facilitates human life, and also changes people’s language habits to a large extent. Take network 
languages as an example,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languages adds a lot of interest to People’s Daily life, but also brings many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use of network language can not be regarded as a monster, but should be 
treated with a dialectical attitude. We should guide the use of network language reasonably and make it more standardiz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langua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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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给汉语言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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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涌现了大量新事物、新概念和新技术，极大地便利了人类的生活，也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
人们的语言习惯。以网络语言为例，这些语言的应用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趣味，却也给汉语言发展带来了诸多挑
战。网络语言的使用不能被视作洪水猛兽，而是应该以辩证的态度去看待。应该合理引导网络语言的使用，使之更加规范
化。基于此，论文就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应对发展策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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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工具、语言是人们学习和掌

握知识的方法、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壳，正是因为有了语言

的产生，人类才迈进了知识的殿堂。网络文化的发展和普及

提供了更多人们表达思想的机会。由于网络平台的存在，许

多人创造了一些极具趣味性的网络语言，其中一些语言表达

了对生活的无奈和自嘲。尽管这些语言非常有趣，但它们往

往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的要求。网络语言的发展对于汉语言

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应正确分析这种影响，并对

相关内容进行纠正，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2 网络语言的简述

网络语言的产生是人们在使用互联网时产生的特殊语

言，包括相关的动作表情、萌文字、图标等，不同的形式在

不同的应用场景中有着特殊的含义。网络媒介成为网络语言

传播交流的主要途径。网络语言使用简便方便，是现代网民

之间进行即时交流、学习的一种特殊语言。随着计算机互联

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语言已经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具

有独特文化特色的重要文化符号，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人们

的文化生活。网络语言文化的迅速进步对汉语言文学领域产

生了显著的影响，但同时也对当代汉语言文学带来了一些负

面影响。为了全面促进当前汉语言文学研究的科学、健康和

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这些影响，对当前网络语言对汉语

言文学整体发展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促进汉语言文学全面、

健康、和谐发展的科学策略措施 [1]。

3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网络语言是一种在新时代交流中产生的语言，依托于

计算机网络工具。它具有丰富的文学创造力和持续发展的潜

力。将网络语言合理应用于汉语文学的实践中，对其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内在发展之活力给了现代汉语言文学事业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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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能够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让人

们对汉语言文学的了解更加深入，揭开汉语言文学神秘的面

纱。在汉语言文化发展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现代网络语言，

对中国传统汉语的词汇进行适度的定义，丰富语言表达的基

本框架和内容，打破传统语言结构的束缚，使传统汉语文学

显得更加新颖活泼。

3.1 网络语言丰富了汉语言的意识
网络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语言的内容，对汉语

言文学事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推动和影响。举例来说，网络

用语中常出现的字“顶”，在古代汉语中是指“顶部”的含

义，在现今网络使用中则表示赞同和鼓励。此外还有一个词

语“打酱油”，在汉语中原本指的是去饭店购买酱油，而在

网络语言中则表示路过。网络语言对于推动汉语言文学研究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3.2 网络用语提升了中文的趣味性
网络语言的简洁直观，更贴近快节奏的人们的精神

生活，也大大增加了网民对汉语学习的兴趣。例如，“打

call”在网络语境中代表应援，引发了对各种网络用语的学

习兴趣。此外，还有其他一串由字母、表情、字符和数字符

号组合而成的一系列网络词汇，如“520”代表着我爱你，

柠檬表情则传达了对其他事物的羡慕之意。在目前流行的一

系列网络语言应用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网络追星文化中的

缩写现象，如“awsl”代表着“啊我死定了”的含义，而“zqsg”

则表示真情实感等。网络词汇的兴起推动了当代汉语言文学

的繁荣发展。

4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

4.1 网络用语导致汉语表达易被人曲解
随着当代网络语言文化的兴盛，许多表达方式已失真

并对汉语言文学整体发展带来负面影响。“nmsl”是表示贬

义、消沉的词语，其意味是对他人母亲的不敬和贬低。“草

泥马”也带有令人沮丧和不愉快的意味。这些消极词汇代表

了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负面影响，并且对学生正

确使用汉语产生了直接影响。

4.2 网络语言对学生使用汉语的规范性产生了负面

影响
在信息化社会中，青少年普遍使用网络成为一种主要

方式。然而，网络语言对学生的影响也带来了一定负面效

应，影响了学生使用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比如，“杯具”

这个词因为与“悲剧”音近，在网络上被引申为悲剧的意思。

青少年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养成了在学习中习惯性地使用

“杯具”这个词，从而对教育造成了影响 [3]。

5 规范网络语言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5.1 严格筛选加强规范
互联网是当今网络时代的产物，与时俱进，展现新时

代文学的特色。只有持续规范文字，网络文字才能健康发展，

进而促进汉语言文学研究的深入。互联网上的文字不仅限于

网络上使用的语言，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

规范的互联网文字有助于促进现代人际信息交流，推动互联

网话语文化的快速传播。汉语言文学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因

此需要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语言环境。为了促进学生们学习

和传播优秀汉语言文学，必须对网络用语进行严格筛选和规

范。只有这样，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功能才能最终实现。网络

用语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冲击和限制。网络用语具有

主观模糊性，对人们的正常用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人感

到困惑和疲惫。要想促进网络用语的合理规范发展，应尽量

减少对其滥用的随意性，这将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好

的服务。

5.2 正确引导
对于不同的网络语言，不能一直保持抵抗情绪和完全

被动地接受，而是应该积极引导，对其进行语言规范化的处

理。青少年常处在成长发育阶段，尚未能形成正确客观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生观，同时他们的生活经验有限、文

化知识相对不足，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网络语言的引导，

对其可能产生错误的认知，进而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

全面发展。因此，教师应该正确引导学生合理运用网络用语，

教育青少年正确使用现代网络语言，警示他们远离错误有害

的网络用语，提升他们辨别当代网络语言真伪的能力，推动

汉语言文学的传播创新和良性发展。规范使用常见网络用语

可逐渐缩小与人们思想间的社会差距，有助于促进现代社会

文明和谐，同时对汉语文学作品良性传播创造了健康秩序的

文学环境。

5.3 借助互联网开创全新商机
结合汉语言文学研究与规范化先进的数字网络语言技

术，借助信息科学技术研究作为基础，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

为汉语言的发展开辟新的商机，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利用移

动网络，增加汉语言文学研究合作的交流渠道，能够充分展

示中国汉语言文学的艺术特点，并不断推动创新，推动现代

汉语言实现高度国际化发展。在过去，传统的汉语文学只能

通过传统教材来传授。而现在，教师可以利用现代教学方式

来传递现代汉语文学，使得当代汉语文学的体裁多样化，并

增强汉语文学在现代的影响力 [4]。

5.4 汲取网络语言精粹
汉语言文学是经过漫长文化沉淀而形成的，通过长期

不断地使用而日臻强大。网络语言的产生离不开汉语言文学

的文化基础，可以说，网络语言的崛起、传播和使用与汉语

言文学密切相关。网络语言具有生动有趣的特点，能够生动

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同时也更加灵活多样。对于这一

新兴产物网络语言来说，汉语言文学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

度来接纳它。然而，在涉及网络语言时，必须结合汉语文学

内涵进行再加工，提取其精髓，排除其糟粕，以确保人们能

正确地运用网络语言。对于一些具有正确价值观和积极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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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语言，相关部门可将其有序地编入词典，也即将网络

语言进行有效的合成和缩写，进一步促进汉语文学的发展和

应用。

5.5 有选择地使用网络用语
基于当前互联网环境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多样化的

网络词汇使用具有必要性，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互联网

话语充实了人们的虚拟日常生活，推动了网络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尽管互联网话语对汉语言文学作品产生了积极的冲

击，但并非完全要封杀这种话语形式，而是需要处理二者之

间的辩证对比关系。这就需要对网络词语的使用进行严格的

甄别。比如，对于“酱紫”“你造吗”“520”和“你爸是

李刚”等互联网词语，要重点分析价值观建设和历史文化传

承，提取其精华，去除其中的不良元素。好的语句可以在语

言教育中广泛应用，而不好的语句也应该明确向母语学习

者传达。这样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展示网络语言带来的重要社

会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促进传统教育语言教学的发展

和丰富内涵。为了避免进一步影响汉语言文学理念的正确传

播，不能完全拒绝学生使用网络语言。若完全拒绝，可能会

导致相反的语言教育效果，损害我国语言文化的活力，甚至

导致两极化思想的形成 [5]。

6 汉语言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当前信息时代背景下，要充分而完整地展现汉语文

学作品固有的文学价值，需要重新确立汉语言发展的相关学

科概念，并不断朝着促进汉语言产业化发展的新目标努力前

行。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当代汉语言文化的文化价值品

位和世界影响力。在中国汉语言文学产业化体系建设实施的

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全面准确地综合分析和理解中国汉语言

文学的重要价值特征和功能作用规律，探讨汉语言传统文化

发展的相关学科特征，同时制定合理的文化政策，以推动汉

语言文学产业的健康繁荣发展。同时，还应全面而深入地了

解传统学术文化，积极努力收集和分析与当代汉语言文学产

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料，以促进产业化语言文化学科的进

一步发展。在推动中国汉语言文学对外传播领域方面，互联

网为有关人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它有效地结合

了当代汉语言文学成果和传统网络语言研究，共同促进了汉

语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目前，随着文化的提升和全球战略地位的不断加强，

其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各地都出现了一股热潮，人们纷纷

投身于认真学习文化的浪潮中。同时，许多国家也纷纷成立

孔子学院，旨在进一步传播和推广世界汉语学文化知识，促

进教育和交流。汉语言文学的学者应充分利用当前的良好发

展机遇，推动汉语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通过推进汉

语言文学的现代化，不断努力促进各项事业的繁荣 [6]。

7 结语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

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网络语言已经深入人们生活、工作的

各个方面。网络语言的言论更加自由，使得人们在当代可以

更清晰、准确地表达和满足自己的价值观点需求。与此同时，

网络语言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互联网语言的蓬勃发展。在保

证现代汉语言文字主体地位确立的前提下，适度规范使用现

代网络语言，可丰富我国汉语文化知识，有助于汉语言文字

学的发展。因此，为了确保当代汉语言学术文化理论与时俱

进，不能简单地否定网络语言，解决好当前网络语言发展与

中国汉语言学文化理论之间的矛盾，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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