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青年2024年11月19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佳杰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苏女士的女儿今年刚上初一，让她深

感诧异的是，如今她越来越看不懂女儿的
QQ动态了。动态中有越来越多的缩写和
谐音，诸如“YYDS”和“泰裤辣”等。谈及为
何反对这些“网络梗”，苏女士说，“汉语本
身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价值，我查了

‘网络梗’，其中不少流行语都有词义歪
曲、内容空洞的特点，我担心长久以往，会
对孩子语言学习和思想造成负面影响。”

“‘网络梗’的泛滥，看似简洁直接地
传达了某些思想情感，实际上却让使用者
失去了独立思考和独特表达的能力。受
认知能力制约，青少年往往无法正确区分

‘新出现的事’与‘新事物’。这就难免会
发生把网络平台上新出现的一些本质落
后的旧事物当作新事物来追捧的现象。”
对于“网络梗”，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文教学部教师滕新贤认为这个问题值
得重视，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滕新贤分析道，在“网络梗”影响下的
许多青少年会直接选择简单化、娱乐化的
词语来代替自己的表达，从而放弃了自主
思考的过程，也放弃了独立表达权利。久
而久之，他们的语言习惯会越来越口语
化、碎片化，并最终限制其思考复杂问题
的能力。

家长学校平台都有责任
为何青少年喜欢使用“网络梗”？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俞莉娜认为，部分网络
流行语满足了青少年归属、认同和个性表
达等心理情绪的需要。此外，这种“玩梗”
的方式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进行情绪
释放。俞莉娜强调道，当过度依赖“网络
梗”，用“网络梗”进入“情绪舒适区”，会很
容易影响使用者的思维，导致思维低幼
化。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一些年轻人的
心理功能弱化、情绪调节能力降低。

在网络时代，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
“由于青少年的认知还不够成熟，很容易
受到不良网络语的影响。因此，家长、老
师和媒体平台，都应该秉持积极的态度，
用恰当的方式引导青少年认清某些‘网络
梗’的本质，使他们不屑再使用这类语
言。”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中文教学
部教师滕新贤分析道。

滕新贤建议，首先，家长要在孩子们
面前做好表率，不使用“网络梗”、烂梗，并
积极引导孩子们扩大阅读面，多阅读一些
中外文学经典。同时，以平等、尊重的态
度与孩子沟通，缓解他们的叛逆心理，鼓
励他们独立思考，进行文化内涵较丰富的
语言创意表达。其次，学校应积极主动地
采取多方面措施，如诗文创作比赛、文学
欣赏讲座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文
字观念，提高他们规范使用语言的能力。
此外，各网络平台也应做好信息审核，杜
绝关于“网络梗”和烂梗的推发，以减少流
量推送，避免为其泛滥推波助澜。国家监
管部门也应加大对各大网络平台的监管
力度。

要让“良币”驱逐“劣币”
“现在不少家长认为‘网络梗’就是

‘烂梗’，这样的想法偏于主观，不能因为
你听不懂，就认为这是‘烂梗’。”00后大学
生小赵在采访中，结合她的计算机编程专
业举例道，“‘网络梗’好比是‘代码’，如果
本身没有丝毫意义和营养，就会像错误代
码‘跑不通’，自然而然被互联网抛弃。与
其批判‘网络梗’，不如让青少年接触更多
美妙的语言，用‘美丽代码’代替‘烂代
码’，自动迭代。”

在初中老师祝老师看来，身为班主
任，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使用规范用语尤
为重要。“对青少年做好引导工作，首先要
走近青少年，聆听青少年的心声。此时，

‘网络梗’是很好的工具和方式。我在开
班会的时候，有时会结合现在网络上的流
行语热梗作为切入口，用‘网络梗’带动气
氛，随后再找出中国传统文化比如经典诗
词，和同学们共同欣赏。比如‘YYDS’如果
用古文诠释，可以是‘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展现汉语的魅力，这个时候也是学生
们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那些对学生会
造成歧义的流行语，应该和青少年说清楚
道理，严格禁止使用。”

在互联网上，认为应该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来对冲“网络梗”的观点并不在少
数。如果孩子们的词库中只能找到“泰裤
辣”，那又该如何领略“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那份豪迈与超脱？这
句诗摘自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不仅彰
显了诗人的自信与傲骨，更蕴含了对自由
与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人生境遇的深
刻体悟。“泰裤辣”或许能带来一时欢笑，
却缺乏文化底蕴与情感深度，如同快餐，
快速消费，快速遗忘。而“仰天大笑出门
去”之句，则如陈年佳酿，愈品愈有味，让
人在回味中体悟文化的韵味与人生的哲
理。我们不应让“网络梗”成为情感表达
的唯一，更不可让其取代传统文化在心中
的位置。应学会欣赏并传承那些经典文
化元素，让其在生活中熠熠生辉，为我们
的精神世界增添更多色彩与深度。唯有

如此，方能真正体悟“仰天大笑出门去”那
份跨越时空的豪迈与自由。

“玩梗”也该分场合
每个时代都拥有其独特的互联网流

行语，它们如同时代的烙印，深刻反映了
那个时期的特色。“像我们那个时候，大家
常说‘886’‘踩踩，记得回踩’，这些都是那
个时代的记忆。”从事创意行业的85后刘
女士感慨道，“网络梗”不仅仅是语言的简
化或变体，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
时代的风貌，同时也透露出青少年的个性
与自我意识。

谈及当下的“网络梗”，如“尊嘟假嘟”
“泰酷辣”，刘女士展现出了开放的态度。
“对于那些不包含不健康内容的流行语，
我们不妨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去接纳。青
少年的思想和表达是多元且活跃的，我们
应该鼓励他们自由表达，而不是过多地设
限。如果一味制止，反而可能激起他们的
逆反心理，选择沉默或是以‘玩抽象’的方
式来反抗。”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刘
女士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家里，她被
严格要求使用规范用语；但在学校，与同
学们的交流中，她依然会不自觉地融入那
些流行的元素。

在对待“网络梗”的问题上，持中立态
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认为，青少年使用

“网络梗”应当视场合而定。在正式、严肃
的场合，确实应当避免使用这些带有强烈
时代色彩的语言；但在朋友间的日常交流
中，则不必过于苛求。

05后的高中生小丞同学对此深有体
会。“我们说互联网流行语，一方面是因为
它们真的很有趣，能够让我们在枯燥的学
习生活中找到一丝乐趣；另一方面，这些
流行语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共同小暗
号’，让我们感觉更加亲近。当然，我们也
清楚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比
如，在日常的网络聊天中，我们会频繁使
用这些流行语；但在与父母交流或是参加
公开课等正式场合时，我们则会更加注意
自己的言辞。”不过，小丞也坦言，有时候
因为习惯成自然，偶尔也会在不经意间将
流行语带入到与父母的对话中，引来一阵
尴尬的笑声。

如果词库里只剩下“泰裤辣”
怎样才能领略“仰天大笑出门去”

“尊嘟假嘟（真的假的）”“泰裤辣（太酷啦）”“芭比Q（完了完了）”“你个老6，我真服了”……如今，
这些“网络梗”成为校园里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流行语。所谓“网络梗”指的是通过玩梗、谐音、

缩写等方式形成的网络流行语。
记者了解到，对于不分场合的“玩梗”行为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近期，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清

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整治网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规范的使用乱象，塑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网络环境和育人生态。那么面对多数“网络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容空洞等问题，长期放任会弱化汉语文化内涵，对青
少年思想和语言表达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引导青少年呢？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