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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the	Internet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our	lives,	making	network	languages	springing	
up	like	mushrooms.	These	creative	and	personalized	online	languages	not	only	bring	laughter	and	entertainment	to	the	public,	but	
als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	culture.	Like	brilliant	stars,	they	light	up	the	horizon	of	language	and	open	up	new	
path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language undoubtedly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y	are	like	a	mirror,	reflecting	the	style	of	the	times	and	people’s	
spiritual	pursuits.	Therefore,	how	to	properly	view	and	make	reasonable	use	of	online	language,	making	it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hat	we	need	to	solve.	Therefore,	the	paper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unique charm of network language in the new era and explore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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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意义、影响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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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已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网络语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充满创意与个性
的网络语言，不仅为公众带来了欢笑与娱乐，更为社会文化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们像璀璨的繁星，点亮了语言的天
际，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网络语言的出现，无疑给汉语言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它们犹如
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风貌和人们的精神追求。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并合理运用网络语言，使其成为推动汉语言文学发
展的强大动力，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论文旨在深入剖析新时代网络语言的独特魅力，挖掘其对汉语言文学专
业发展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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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让网络语言成为日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语言新颖、活泼，丰富了汉语表达。它们反映了现

代社会的变化，满足了快节奏生活中对高效沟通的需求。同

时，网络语言也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

然而，网络语言的泛滥有时会导致语言规范性下降，影响传

统语言的纯正性。因此，我们应合理使用网络语言，既保留

其生动有趣的特性，又维护汉语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在享受网络语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确

保我们的语言健康、有序地发展。

2 新时代网络语言基本含义

网络语言是借助互联网的神奇魔力而逐渐形成的独特表

达方式，它与传统语言表达方式截然不同，独具特色，为我

们的日常沟通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些网络语言中的词

汇，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运用的表达方式大相径庭，独具

魅力。它们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已经成

为现代人类进行人际交往时的重要表达手段。这些灵动的网

络语言，就如同千姿百态的花朵在语言的园地中争奇斗艳。

它们的产生与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紧密相连，如同涓涓细流

般融入我们的日常交流之中。正是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使

得网络语言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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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网络语言的出现无疑为其

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活力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的创新上，

更体现在语言内涵的丰富上。网络语言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和新颖的词汇，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它打

破了传统语言的束缚，让汉语言文学在互联网的广阔天地中

焕发出新的光彩。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

应当充分认识到网络语言的重要性，深入挖掘网络语言的独

特魅力，汲取其丰富的营养，让网络语言与汉语言文学的交

融成为教学研究的新篇章，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逐步构

建起网络语言与汉语言文学交相辉映的框架体系，共同书写

新时代语言文化的辉煌篇章。

3 新时代网络语言环境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影响

3.1 积极影响

3.1.1 为汉语言文学注入大量的创新动力
在当下的网络新时代，浩瀚的互联网宇宙中簇拥着

千千万万个热情网友。他们的创意犹如星河般璀璨，日复一

日地缔造出繁花似锦的网络语言。这些灵动的语言之花，迎

合了时代的发展潮流，与人类的思维火花相互碰撞，成为一

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汉语言文学，这门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的学科，在

网络语言的滋养下焕发出新的生机。网络语言，正是汉语言

文学在网络世界中的延伸，它突破了传统语言的束缚，以全

新的表达形式赋予汉语言文学新的生命力。这种融合了创新

与传统的语言体系，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活力。

3.1.2 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与传播
网络语言是适应人类心灵、情感、思维需求而产生的，

通过利用网络语言本身的趣味性、娱乐性，可以给我们的日

常生活增添一定的娱乐。网络语言主要是一些公众喜闻乐见

的词汇表达，公众通过这些网络语言信息来传达自己的情感

和想法，这样可以加强与他人的沟通，进而获得更良好的交

流模式。比如“小哥哥”“小姐姐”等这些网络常用的语词，

最初只是一种对别人的尊称，然而在现代互联网世界中却获

得了更加普遍的应用，而且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实际

生活中运用“小哥哥”“小姐姐”等特定称谓，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距离，从而实现更友好的关

系。又如“锦鲤”这个词语，锦鲤本来是一种高档观赏鱼，

在网络中成为“好运”的象征，大家遇到困难或挑战，都会

祈求“锦鲤”带来好运。将这种网络语言应用于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不但能够充实汉语言文学整体的内涵和

结构，还能够让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显得更为生动与有

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对探索和了解汉语言文学的

兴趣。通过对网络语言中汉语言文学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

能够调动学生对其的探究兴趣与学习乐趣，进而实现通过网

络语言加深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了解和认知，以此促进汉语

言文学教学工作的更为深入发展。

3.2 消极影响

3.2.1 影响学生个人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
在新时代背景下，网络语言的涌现给汉语言文学专业

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这些网络语言往往以简洁、新奇

为特点，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和追捧。然而，这种网络

语言的普及和流行，也给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者带来了一些困

惑和迷茫。

首先，网络语言的出现容易导致学生在书写时出现错

别字。由于网络语言的构成方式多样，其中很多词汇是通过

谐音、字母缩写等方式构成的，这些表达方式与传统的汉

语言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学生过多地使用或依赖网络语

言，就可能在书写时出现混淆，导致错别字的出现。这不仅

会影响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可能对他们的文学素养产生

不良影响。

其次，网络语言也容易影响学生对中国文学汉字信息

的记忆。学生在网络上频繁使用这些网络语言，久而久之就

会对它们产生记忆惯性。然而，这些网络语言往往与传统汉

语言文学中的汉字信息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学生过多地使用

或记忆这些网络语言，就可能影响到他们对传统汉语言文学

中汉字信息的记忆和理解。

最后，网络语言对于学生个人逻辑思维的培养也有一

定的负面影响。网络语言往往追求新奇、简洁，很多表达方

式较为随意，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如果学生过多地使用或依

赖这种表达方式，就可能影响到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因此，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

该注重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和使用网络语言。同时，我们也需

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和变

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培养出既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基

础，又能够灵活运用网络语言的优秀人才。

3.2.2 影响学生个人对汉语言文学的理解
新时代下，大量网络语言不断兴起，其对于汉语言文

学的传播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汉语言文学中的各个声调

词在语言发声方式上存在差异，学生自幼就开始接触汉字语

言，通过对汉语拼音声调的不断练习，可以更加了解汉语文

字的发音特征，也可以使每一个汉字的发音、声调都比较准

确。但是，新兴的网络语言往往是没有完全遵循传统汉语言

文字音调的演变规则而形成的，它已经脱离了这种传统的声

调语音模式，一般只是取其谐音的汉语言表达形式。另外，

网络语言与汉语言文学中的字义、词性与句子表达也是各不

相同的，汉语言文学中每一个字、词与句都有其特有的思想

表达与传播形式，需要学生去学习体会与深入理解。但是，

网络语言中的字词句信息一般没有章程的，只是起到娱乐便

捷的作用传递出来，所以很容易误导学生对真实汉语言文学

中正确字词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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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时代网络语言环境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
展的优化策略

4.1 对网络语言做好各方面的监督和指导工作
互联网，这个信息时代的宠儿，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类网络信息如潮水般涌来，

不断冲击着我们的情感、思维和价值观。然而，在这信息泛

滥的时代，网络语言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给人们的学习生活

带来了负面影响。

网络语言，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表达，给交流带

来了便捷；另一方面，一些不良的网络语言也给人们的交流

带来了一些障碍和误解。一些网络语言粗俗、不规范，甚

至带有攻击性，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语言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对于网络语言的管理和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是

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高校老师在平时的课堂授课中，不

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语言观。

对于学生使用网络语言的情况，高校老师应该给予关注和指

导，让学生了解网络语言的利弊，明确规范使用汉语言的重

要性。

4.2 建立完善的汉语言文学网络资源和宣传体系
汉语言文学中文学知识内容是比较重要的学习范畴，

如果缺乏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就比较容易出现很多汉语言

专业的课程听不懂的问题，因为其中会存在一些专门的文学

术语和专业逻辑框架，因此，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

汉语言文学网络资源和宣传体系，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相关的

专业知识点问题。一方面，需要针对汉语言文学网络资源进

行优化，对网络平台中有些内容不适应当前中国文化特点、

关于文化方面的内容介绍方式有问题的图书应该进行酌情

处理，进行定期的整理，还需要对缺少的图书资料加以增补，

完善相关的教材资料，满足普通群众对汉语言文学的阅读需

求。另一方面，需要针对汉语言文学的宣传体系进行完善创

新，汉语言文学宣传虽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学文化，

可以通过“汉语言文学网络征文竞赛”等形式进行有效宣传，

建立完善的汉语言文学网络资源和宣传体系，从而促进汉语

言文学的发展。

5 结语

网络语言的出现，无疑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

随着新时代的步伐，疾驰而来，引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语言

变革。在这个环境下的快速发展，给原本古老的汉语言文学

带来了丰富的创新内容。文字间的轻盈跳跃，图像的生动展

示，都使得汉语言文学的表达活动变得更为丰富多彩。然而，

正如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网络语言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

潜在的问题。有些网络语言过于随意，缺乏规范，甚至有悖

于传统汉语言的表达习惯和语法规则。因此，我们需要对网

络语言进行积极的监督和指导，确保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美化技

术，如文字和图像的处理，为汉语言文学注入更多的趣味性。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创新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汉语言文

学的魅力，激发他们对汉语言文学的兴趣。此外，建立一个

完善的汉语言文学网络资源和宣传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这

个体系应该包括各种类型的汉语言文学资源，如经典著作、

现代文学作品、语言学习资料等。同时，我们还应利用各种

新媒体平台，如社交媒体、博客、论坛等，对汉语言文学进

行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只有将网络语言的作用与价值发挥到

最大，才能进一步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这不仅需要

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网络语言的规律和特点，还需要我们积

极应对和解决网络语言带来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在网络语言的浪潮中，把握住汉语言文学的未来发展方

向，让它在新的时代里继续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 赵宜杨.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探究[J].汉字文化, 

2022(12):46-47.

[2] 卓玛草.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J].文学教育

(下),2022(6):95-97.

[3] 姜晓洁.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J].创新创业

理论研究与实践,2023,4(1):177-178.

[4] 覃孝.关于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分

析[J].花溪:文艺教育,2022(11):35.

[5] 张家华.论新时代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J].中国校

外教育:上旬,2022(3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