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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无法出门，只能宅在家里，

于是很多活动方式从线下转到了线上，以互联网为媒介，大

量的“云 X”方式的活动进入的人们的视野，从“云监工”，

到休闲娱乐的“云喝酒，云瑜伽”，旅游旺季的“云旅游，

云赏花”，再到毕业季的“云答辩，云毕业”，大量依托网

络这一载体的新的“云 X”爆发式地涌入大众的视野。

考察现有的研究，最早对“云 X”结构进行探究的是孙

青波（2014），他从结构特征、语义特点、新义以及来源与

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杨春明（2015）从云族新词语的

组合方式，来源做了梳理；姚文彪（2016）从语义、构成、

造句功能、词语的词典收录问题以及形成机制等方面对“云X”

结构进行了讨论；伦昕煜、孙建伟（2019）首次提出了“云X”

作为一个构式的概念。但对“云”的贬义用法以及如何发展

而来没有提及，论文通过对现有语料分析总结出其用法的来

源和演变方式。

伦昕煜、孙建伟在《“云”族新词语的构式考察中》首

次提出云“X”作为构式概念来讲，文中把“云 X”这一结

构定义为：从互联网领域产生发展并逐渐扩大到日常生活领

域，与“X”含义相关的新兴事物。Goldberg于 20世纪 80

年代对构式语法有经典论述：“Ｃ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Ｃ是

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Fi，Si〉，且Ｃ的形式（Fi）或意

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Ｃ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

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论文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

收录的“云计算”释义为据，对“云 X”的构式义做了一个

新的概括。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对“云计算”的定义为：

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我们提取这一定义中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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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即“基于互联网”，所以论文对“云 X”的构式义

理解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举例如下：

例 1：花式宅生活，“云瑜伽”开启，在家也能锻炼身体。

例 2：数千万网友对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云监

工”，激励了所有人与时间赛跑，见证全力以赴的中国速度，

传递治愈和胜利的希望。

前文提到了，“云 X”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活动方式或

事物，参与者不用亲自到线下，通过网络就可以参与进来，

不需要自身实践。但因为通过网络形式，缺乏线下的亲临现

场实践获得经验，因而就容易根据网络的图片数据或者观感

产生一种主观性比较强烈的看法和观点，缺乏实践性。基于

这种缺乏亲身实践而发出的没有根据的观点，一些“云 X”

结构有了一种贬义的色彩，表贬义的“云 X”结构中的“云”

有了“主观猜测，胡乱指点，不切实际”的意思。举例如下：

例 3：云玩家获得快乐，bilibili是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

网站。

例 4：经常听到有人在说云玩家，云玩家指的是什么东

西？简单地概括来讲，云玩家指的就是，自己从来没有玩过

游戏，却对游戏指手画脚的人，明明了解不深，却偏要一副

很是了解，早已熟记于心的样子。

例 3中的“云玩家”按照一种基于互联网的事物来说，

可以理解为“通过网络进行游戏的玩家”。但是例 4中对于

云玩家做了详细的解释，是指以非直接的方式，如网上攻略、

图片、玩家议论等方式了解游戏而个人并没有真正接触、玩

过该款游戏或者对该游戏了解甚微的玩家。所以“云玩家”

即没有经验胡乱指点的玩家。举例如下：

例 5：球迷圈有一种人，笔者管他们叫“云球迷”，这

波人不看球，第二天醒来看个比分，找个集锦，就可以洋洋

洒洒地指点江山评头论足了。

例 6：涉及法律的问题，请交给公检法以及专业法律人

士去处理，咱们一不在现场，二不认识原告，三不认识被告，

四没看过卷宗，五没专业知识。

例 5的云球迷并不是喜欢在网络上观看比赛的球迷，而

是指没有亲自观看，根据网络上的数据图片胡乱发表意见的

人。同样的例 6云法官，并不是指在网络上进行审判的法官，

而是指没有充足的法律知识，喜欢凭借强烈的主观个人情感

对一件案子下论断的网民，他们本身的身份不是法官。

通过上述的例子可以总结出，在“云玩家”“云球迷”“云

法官”中的“云”并不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意义，这里的

“云”是“主观猜测、胡乱指点、不切实际”的意思，是通

过隐喻方式产生的。认知理论认为：隐喻的基础过程从本质

上讲是投射过程，是人类在两种不同事物之间发现了相似性，

因而把熟悉的、已知的、具体的范畴概念（始源域）投射映

现（ ）于抽象的范畴概念（目标域）中去。

以“云法官”为例，指没有充足的法律知识，喜欢凭借强烈

的主观个人情感对一件案子下论断的人，他们本身的身份不

是法官，通过认识隐喻的方式将“云”和“法官”组合成“云

法官”。

前面讨论的是云都是在“云 X”结构中讨论，下面看几

个云单用的例子：

例 7：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这么喜欢玩 dota的人也会慢慢

变云。

例 8：b站这一个个的，属实硬云，不需要平衡这种话

都说得出来。

例 9：感觉有些人在讨论角色强度对比的时候，喜欢一

本正经地硬云。

上面三个例子中的“云”出现了单用的情况，我们分为

两种情况讨论。第一，例 7中的“云”出现了单独使用的情况，

跟在动词“变”后面做宾语，表示一种状态：“理解出现偏

差而发表错误的观点的状态”，语法功能和名词相当，是一

个名词，这里的“云”可以看作一种指称。第二，例 8和例

9中的“云”是动词词性，和“硬”组成状中结构，意思是“非

要在那里胡说八道”，这里的“云”更偏向是一种陈述。陆

俭明在《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中认为自指是一个陈述形

态转化成指称形态以后，词法功能转化了，即词性发生了变化，

但是语义保持不变。“硬云”“变云”中的“云”由动词变

为名词，“云”是一种自指。此外，王淑华（2005）认为在

句法平面指称和陈述也可以互相转化，通过改变句法位置可

以是指称转化为陈述，“云”在充当宾语和谓语时分别表示

指称和陈述。

论文以《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中收录的“云计算”

一词为依据，为“云 X”赋予“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事

物、群体”这一新的构式义。基于这一义项，通过分析现有

的语料分析得出“云”的贬义用法是通过“一种基于互联网”

这一语义引申而来。并且“云”除了可以组成“云 X”结构

之外，还有可以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一种是可以和动词“变”

组成动宾结构，表示一种状态，可以理解为一个状态形容词；

第二种是受形容词“硬”修饰构成状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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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实验进程中要发挥引导作用，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及创新精神，帮助学生构建物理知识框架 [7]。例如，

在进行人教版初中物理八年级上册关于“密度”的内容讲解时，

教师可以设置“火山爆发”的趣味实验。准备玻璃缸、冷热水、

带盖的瓶子以及少量墨水，经过实验，学生会发现红墨水喷

向水面，看上去像火山爆发一样，得出红色热水密度较小会

向上升的结论。教师在实验完成后要求学生开动脑筋，联想

类似物件的密度进行比较实验。学生在趣味实验中获得知识，

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物理的热情，从实验中找寻新的未知，进

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了物理实验对学生汲取物理知识的

重要性，以及改进物理实验操作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之

间的关系。在进行物理教学的过程中，物理教师要考虑实际

情况，努力创造条件，组织学生进行物理实验，指导他们发

现实验问题，并思考问题。解决并调动对物理学习的热情，

发展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只要物理教师不断改进物理教

学方法，增强物理实验活动，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并使学

生更加充分地掌握其物理知识。物理教师需要将教育重点放

在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上，在实验操作过程中，需要发展学

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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