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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网络语言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这些网络词汇不

仅数量多，而且更新速度快，跟紧时代变化。网络语言的出

现，不仅影响着网络生活，也慢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

什么让网络语言在短时间内获得迅速的发展呢？

第一，客观技术的推动。由电脑、手机、ipad等移动

终端键盘等设备为基础，以互联网的大发展大变革为依托，

人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及接受别人的观点越来越便利，人们

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第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线上交流的方式，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似乎变的“大胆”“随性”起来。在一幅幅“面

具”的背后，人们更大胆地创造一些新鲜的词汇，而新鲜词

汇的传播又促使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使得网络词汇传

播的数量以及速度不断增多。

第一，人们个性的张扬，赢得“热度”。在网络化、

娱乐化的背景下，越是标新立异的东西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关

注，在这样环境的驱使下，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创造新鲜词汇，

这就为网络词汇的产生创造了巨大的动力。

第二，网民的高学历化以及年轻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面对日新月异变化着的

网络词汇，人们能给予充分的反应，能够快速反应、接受甚

至传播。而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年轻一代身上，他们往往是

这些词汇最积极的“拥护者”。

在互联网各式各样的文化碰撞与融合下，催生出了大

量的网络词汇。这些网络词汇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下“争奇斗

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变化。呈现出非正式性、

辨别性、简洁性这三大特点。

现代汉语词汇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基本词汇，它使用频

率高，生命力强，为全民所共同理解，具有稳定性、能产性、

全民常用性。网络词汇的使用只能停留在网络上，有场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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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例如，“水群”，指的是在群中一起聊天一起玩的一

种相互交流的手段。“淦”，被网友引用为脏话，指叛逆青

年优雅的冲浪武器。还有“水军”“删帖”等，都无法脱离

网络语境发展成社会方言进行使用，更不能成为正式的现代

汉语，所以网络语言具有非正式性。

如今娱乐圈衍生出了“饭圈”这一粉丝文化概念，而“饭

圈”本身也是追星浪潮中催生出的网络词汇。各路明星为了

更好地与粉丝保持亲近感，也为了让粉丝能够感受到追星的

归属感，都有属于自己的粉丝名、应援口号等。例如，周杰

伦的粉丝叫杰迷，粉丝口号：无与伦比，为杰沉沦。通过这

些特定的词汇，我们能够分辨出对方属于哪个群体，所以网

络词汇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辨别性。

社会不断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一信息丰富

繁杂的社会语言环境下，人们所使用的词汇必须具备较大的

信息量并且传达快速，这就要求词汇能够经济而简练地指称

客观事物。例如，“工具人”现多指对他人任劳任怨，随叫

随到地付出，在情感上却始终不能得到平等对待，一直被对

方当工具使唤的一类人。还有“菜鸟”等，这些网络词汇使

交流变得更加便捷且不失要传递的含义，更简洁便利。

词汇变异是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社会现象，没有词汇的

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所谓网络词汇变异，指的是网民们

在虚拟交流环境中，为满足特定沟通效果而使用的异于常规

语言规范的表达形式 [1]。

网络词汇的语音发生变异，突出表现为谐音化和单音

节化。

首先，网络谐音化是指用相同或相似的词来替代原有

的词语。“稀饭”表示“喜欢”，“布吉岛”表示“不知道”

等，还有一些数字谐音词，比如“520”“886”等。这些词

使用方便便捷，也显示出网络词汇的生动活泼的风格。其次，

单音节化也是网络词汇的一大特点，富有创意和时代特性。

比如形容一个人某种水平不高，可以说你好“菜”形容一个

人很可爱，可以说你好“萌”，这些单音节词简洁明快，更

体现出特定时代下语言“俏皮可爱”的新元素。

网络词汇形态构成丰富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种是由汉语词汇的首字母组成的网络词汇如

“yyds”，意思是“永远滴神”，形容某个人或某事物十分

厉害。

第二种是数字组合，如“1314”（一生一世）等。

第三种是英文首字母组合，如“GF”（ ）。

第四种是谐音词，如“稀饭”表示“喜欢”，“驴友”

表示“旅友”等。

网络词汇形态的多种变异现象不仅体现出语言文化博

大精深，还展现出人们强大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目前网络词汇的语义变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是仿拟新词，指的是通过仿拟的修辞手法创造

的新词，如“客”，有博客、赞客、播客、晒客等客一族。

这是造词方法非常富于创造力，也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和幽

默感。

第二种是旧词新义，比如“潜水”，原意是指在水面

以下活动，语义变异为指那些以匿名的姿态隐藏自己的身

份，只看帖不发帖的人。这些词汇实际上是汉语词汇，只是

在网络环境的影响下，产生了与原意大不相同的词汇变异

现象。

第三种是新词新义，是人们为了满足如今交际环境需

要创造的新词，比如“内卷”，形容内部竞争激烈；比如“山

寨”，是指一种带有抄袭、模仿、恶搞性质的文化现象。

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产生了大量网络词汇。它们的

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与生活变

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但在某种程度

上网络词汇的一些特征也对现代汉语词汇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具有开放性特点的网络环境在面对语言词汇的使用与

发展时，衍生出大量随意性滥用、误用、错用的问题。而互

联网在交流沟通上的便捷特点，使得这种不规范的语言运用

问题更加恶化，导致了对传统语言的重要冲击。

第一，网络语言违背了传统的语言理论，与现代汉语

规范的冲突明显。比如非语法化，生造词语，谐音双关，语

音变异等等语言现象，不符合语言规范的词语在网络环境下

大肆传播，随处可见。

第二，语言本身所体现的人类思维与逻辑关系，也在

一定程度上被网络语言破坏。一些网络语言通过替换英文字

母或阿拉伯数字等方式，具有了很强的歧义性与替代性。这

种具歧义性词语的出现妨碍了交际顺畅快捷地进行，也违背

了使用字母词的初衷。当这类词大量的出现时，对青少年学

习正确规范的语言词汇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与阻碍。

虽然网络新词的构成语素大多是汉语中所固有的，但

是构词的组成规则与构成形式大部分不符合语言使用的规

范，不仅缺少理据性，破坏语言本身的思维逻辑关系，其所

（下转第 135页）



135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9期·2021 年 10月

门技术培训，实时更新优秀教师专业知识的理论基础，严格

执行各项培训奖励制度，达到一定的优秀教师奖励制度，将

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当前，社区教育教师专业面临着一个大问题，自身职

业身份定位不够明确，因此我们仍需尽快建立和完善社区体

育教师职称评估体系，为其发挥晋升和持续发展的作用奠定

一条清晰、光明的职业道路。为了保证社区教师的稳定，必

须提高社区教师的社会经济福利。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对全

日制社区教育、社会、企业和单位的投入，确保全日制社区

教师的基本工资不低于普通教师的基本工资，非全日制社区

教师不低于全日制教师的基本工资，确保全日制社区教师的

五险一金，社区教育教师考核是社区教育管理体系改进的重

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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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新的生成规则的递归性也很差，对促进语言的发展与

创新方面的作用较小 [2]。

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使得网络语言具有不规范性、随意

性等特点，但是在其固有的时代环境中，网络语言仍然具有

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语言本身的自我完善与生成

规则的规律性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化网络语言带来的消极

影响。

我们需要理解纷繁的语言现象下的语言的本质，对于

大众文化语言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新的趋势和特点，让

语言在变异过程中先进行自身的扬弃，然后通过大众能够接

受的传媒方式对大众加以引导和规范，使汉语得到更健康地

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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