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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虹口分局曲阳路派出所收到了一封“萌
萌”的感谢信。这封信是学生小王为了感谢警察
叔叔帮她找回书包，里面虽然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但是却有重要的复习资料。小王的感谢信中充斥
着网络用语，如今互联网发达，孩子们平日说话、
写作都会不自觉地用上网络用语。大家是如何看
待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使用网络用语的呢？

青年报 高彩云 于诗婕

一封“萌萌”的感谢信引起热议

教师 陈莉敏
“老师，我们平时聊天时用

的最多是‘蓝瘦香菇’‘酱紫’‘弱
爆了’。”小胖站起身，笑眯眯地
回答。“我还下载了一个语言包
APP软件。”我挺诧异的，自己真
够落伍的，一些网络语言真不太
清楚，网络语竟然还有语言包？

“其实有时候就觉得好玩，
没有特别的意思。”小罗是我们
年级学生微信群的群主，自称

“万世之师”的他能力很强，这时
的他就担心我的批评，立马解释
并掩饰着。

“什么是蓝瘦香菇？”一个小
女生怯生生地问。不上网、不聊
Q和微信的同学肯定一头雾水。

经过了解，班级微信群经常
刷屏的不少于15人，可别小瞧
这群小学生。作为老师，听了同
学们的七嘴八舌地说着网络语，
我也反思：要教育好学生，必须
要了解学生的思想，了解他们学
习之外的生活，为了能更便于自
己与他们之间的沟通，就必须要
了解他们的语言。一些网络语
言的确有它的亲和力，是传统语
言所不及的。相对来说，年轻一
代更善于使用这些语言，网络流
行语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朋友之
间的调侃多了点话题，给生活增
添了不少乐趣。我完全能理解，
学生们乐在其中……

但毋庸置疑，一些格调不
高，低级粗俗的网络语也常常出
现在日常用语中，这些五花八门
的网络语言，对于缺乏判断力的
中小学生，是严重的冲击，也会
对传统正规语言的学习产生一
定的负面影响。

对于网络语的使用，可以宽
容理解，支持适度运用。网络语
言是否规范，不应拿现有的习惯
来衡量，一棍子消灭是不切实
际的。让它接受时间的考验，大
浪淘沙，好的词语会慢慢稳定地
保留下来，不好的词语自然会被
逐渐淘汰。年轻人喜欢接受新
生事物，日常聊天交流，使用网
络语并不是坏事，老师家长等成
年人不能一味地去制止，而需要
加以引导，告知利与弊，明确是
与非、告诫学生任何事物的使用
都需要会判断，使用有个度。

但是在我们的语文教学，尤
其作文中，这样对书面表达要求
很高的文字运用中，老师的教学
也必定是规范用语，学生也就一
定得规范语言表达，精准使用语
法正确的书面语言，幽默诙谐的

网络语不适合出现在学生的作
文文本中。

对于老师而言，就学生群体
中使用网络用语，应当在顺其自
然的同时，堵不如疏。

家长 侯静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计算

机网络的飞速发展和网民数量的
激增，网络流行语作为网络环境
下一种独特的语言符号，其使用
范围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扩大和
提升。尤其是在近几年，网络流
行语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超凡
的活力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每个领域。网民当中的生力军
——学生乐于、易于接受新事
物，使用网络流行语现象在我们
的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多了。
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不得不停
下来思考一下网络用语对孩子
的利与弊，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网络用语有利有弊，网络用
语的出现必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学生可以加以了解，拓宽自己的
知识面和视野，但是，在考试中，
写作中，最好不要用到。除非是
比较书面化的用语可以加以应
用，否则，最好是留在了解的层
面。

现在不少学生认为网络语
言不仅简洁方便，富有感情，而
且幽默诙谐、风趣生动，表现出
青少年之间极大的认同感。为
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学习并使
用网络用语，在学校和生活中他
们大都是和自己同龄的同学或
者朋友一起玩，如果大家都会用
一些网络用语表达想法，而自己
却不会说和听不懂，内心深处会
产生极大的孤独感。所以越来
越多的学生学习使用网络用语
是因为他们需要同学更多的认
同感。

网络用语网络语言是在特
定环境下，特定交往圈子里使用
的，从某种程序上来说，是汉语
的发展和丰富。学生借此表达
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增强他们
的人际交往有利的话。但是，它
毕竟是非正式的语言，有老师
说，长此以往不加强调和引导，
学生极可能会养成不规范运用
语言文字的坏习惯。这种说法
是有道理的，比如在写作中就会
有学生使用网络用语，以至于写
出来的文章就不够规范。

网络用语有利有弊，作为孩
子的家长我们一定要对孩子加
强正确的引导，让孩子正确的使
用网络用语。

教师 陈丽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家

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平台，越来越
多的网络用语得以创造和流
行。同时，这些网络用语也逐渐
渗透到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
方方面面。新闻中，小女孩“萌
萌”的感谢信中就充斥着各种网
络用语。

普通大众阅读此类新闻，首
先感受到的是诙谐幽默，并带有
调侃性，作为生活中的娱乐谈资，
无伤大雅。小学生对新生事物有
好奇心理，喜欢模仿和使用网络
用语情有可原。在日常生活和交
往中，部分网络用语甚至能起到
促进沟通、利于传播的作用。

但是，小学生的语言学习还
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大量戏谑
的、带有错别字和语病的网络用
语混入小学生的语言体系中，将
会使小学生失去判断语言使用
正误的能力，阻碍小学生语言水

平的提高，甚至会影响小学生对
我国传统语言文化的兴趣培
养。因此，在小学生的正规的学
习中，应该让学生使用规范的语
言文字，尤其是写作表达中，更
要严格要求学生不使用网络用
语。老师在日常教学中，可以选
择恰当的时机引导学生区分网
络用语和规范用语，并让学生明
确网络用语在写作中的弊端，同
时将中国传统文学引荐给学生，
让学生感受到传统语言文字焕
发出的无限魅力。

面对网络用语在生活中的
流行和使用，我们既要吸收其精
华为我们所用，也要正确引导和
规范小学生的语言学习。

家长 席茗隽
近日，被一封小学生的网络

体感谢信刷了屏。我细细看了，
写得着实可爱，既表达了真挚的
感谢之情，又展现了孩子的俏皮
幽默。反正，我还挺喜欢的。

网络语言的特点是简洁、新
奇、诙谐幽默。因此，孩子们一
学就会，一用就喜欢。这个接纳
的过程恰恰说明孩子们直观地
感受到了网络语言的魅力。感
受到了魅力，然后模仿，使用，是
一件好事！

但是网络用语多用谐音、缩
写，比起规范汉语容易造成歧
义。小学生还处于语言的学习
阶段，鉴别能力比较差，因此在
这个阶段应该使用规范用语，
打牢基础。最近又看到网上才
子用文言文对网络语，充分展
现了汉语韵律之美。比如，网
络语：帅到睡不着。译文：玉树
临风美少年，揽镜自顾夜不
眠。网络语：人要是没有理想，
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译文：涸
辙遗鲋，旦暮成枯；人而无志，
与彼何殊。如果我们能更多创
造机会，也让孩子们直观地感
受到了汉语的魅力，然后模仿
使用，岂不妙哉！

教师 林园园
曾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个

小女孩，名叫姜馨贺。年仅7岁
的她便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
《蟋原》。因为好奇，便上网搜索
了关于她的信息，津津有味地研
究起来。感叹于她的遣词造句，
更惊奇于她的想象力，那种属于
孩童的独一无二的创造力，那种
属于童年的干净纯粹的视角。
我彻底被她那句“灯，把黑夜烫
了一个洞”所深深折服，折服之
际也在追悔自己那逝去的童真。

对于青少年来说，网络用语
作为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吸引
力，作为一种灵活变通的表达方
式，它新奇、幽默，再加之现代社
会网络文化爆炸式的发展，使得
学生们“无处遁形”。当然，也不
排除他们为了跟上流行而故意使
用这些用语。但现在有些网络用

语却被一些商家和网民有意包
装，充斥着错误甚至低俗的元素，
实在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新词语并不可怕，如果语言
僵化，词汇贫乏，那才是真正的
可悲。网络用语的突起也是社
会发展的产物，因此，我们只能
扬长避短。老师和家长应该用
宽容和理解的心态看待这种现
象，正确地引导和规范，让孩子
明白网络语言和传统语言适用
的不同环境，并文明用语，这样
不但不会让孩子走错路，还会让
孩子们学习到语言发展的规律。

家长 马董琴
现如今，随着网络的蓬勃发

展，网络词汇这种新兴的语言表
达方式已经充斥着我们的生
活。孩子平时说话、写作都会在
不经意间蹦出这些网络词汇。
站在孩子的立场来讲：这些网络

用语又文明又活泼，为什么不能
用？现在小孩接触网络是无可
避免的，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比家
长快多了，我们大人也纠结到底
该不该干涉和限制孩子。

语言本身就是约定俗成的，
新兴的网络词汇有一天也可能
成为一个日常用语。要对小学
生在作文中使用网络用语进行
引导，主要是小孩子还无法判断
这个网络词汇的涵义，是正面积
极的还是负面消极的，可以让小
学生使用优美的、准确的、正面
的、积极的网络词汇，而负面消
极的、谩骂的则应该阻止。

家长应对一些中间状态的语
言采取宽容态度，并关注自我言
谈举止，为孩子做出表率。努力
净化网络环境，更应约束自我，不
能因为网络是虚拟空间便忘乎所
以。为孩子们创造安全、健康的
网络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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