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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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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网络语言的流行，潜移默化中给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带来影响，为教育工作带来
挑战与机遇。基于此，需客观分析网络语言，深入了解网络语言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主动抢占网络阵地，推动承

载社会责任感的网络语言，用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力端正大学生网络语言行为，为有效应对网络语言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培养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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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推动网络话语空间的释放，为网络语言的发展与流行提供语境支持。互联网时

代，网络语言的流行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大学生的行为与思想，给培育工作带来机遇与挑战，如何抓住机

遇、应对挑战是社会责任感培养的重点与创新起点。

１　网络语言对大学生的影响
互联网连接着亿万文化背景、民族国籍、立场观点、利益阵营、生活阅历大相径庭的网络用户，演绎、

派生出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是网民创作的发布与接收于互联网之上，在语音、语意、语用乃

至语篇布局上有别于共同语言的那部分语言［１］。网络语言特征明显，深受大学生喜爱，也对其产生了

不容忽视的影响。

１．１　网络语言的创造：创新意识的激发
网络语言作为以网络为语境的语言形式，其语言词汇包括自然语言符号，诸如表情图案、特殊符号、

标点符号、数字字母在内的自然语言符号的替代物，以及自然语言符号与替代语言符号糅杂衍生的创新

语言等内容，加之不同的演绎与派生，使网络语言的组合排列方式种类繁多，客观上激发大学生的个人

想象力，使其创造出更多幽默生动、简洁表意的网络新词。随着这部分词汇的广为传播，其个人成就感

油然而生，会激发其二次乃至多次的创作热情，有利于激发起创新意识。大学时期是大学生迈向成熟的

重要时期，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主观上推动大学生行使网络话语权传播网络语言，而表达自我的诉求推

动网络语言个性化表达的生成，激发了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内在渴望。

１．２　网络语言的使用：压力的缓解
大学生即将迈入社会，来自学业、家庭、就业选择以及对社会与未来的迷茫与无力感，使大学生产生

了诸多精神压力。网络语言作为集娱乐性、时尚性，形象性、生动性于一身的语言变体，本身自带娱乐属

性，对缓解大学生压力有一定作用。大学生行使网络话语权，将彷徨、不安的情绪以幽默的网络语言表

达，有利于其在传播中宣泄压力。而来自家人、朋友带有安慰、引导、谏言性质的网络语言，对其调节心

理状态、树立自信、探寻未来发展方向、激发斗志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１．３　网络语言的承载：价值观的促进与消解
网络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媒介，承载着网络话语权行使主体的价值认同与观点立场。由于网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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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的行使主体在意识形态、利益立场、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其传播的网络语言，或直观或隐晦地

传达出主体的思想，大体可分为两类：带有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念倾向的网络语言和带有敌对势

力意识形态与价值认同的网络语言。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念、思想立场培养的重要阶段，由于甄别力不

强，面对混杂的网络信息，难免被其左右，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形成。带有主流意识形态

倾向的网络语言，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国家公信力、国际影响力，形成网络平台的良好氛围，有着积极的

传播作用，另一方面，对促进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个人修养与能

力的提升有着激发作用。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国家利益的驱使，敌对势力屡屡依托互联网，抢夺舆论

制高点，肆意依托网络语言向我国渗透带有政治倾向的价值观念，企图扭曲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攻击党

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制造民族冲突，以达到消减我国实力的目的。大学生社会阅历不足，易被敌对

势力所蛊惑，陷入诡辩阴谋之中，易弱化其社会责任感与民族认同感，动摇其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感、归属

感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感。一些被蛊惑的大学生，甚至会行使网络话语权将有违国家发展的思

想观念进行传播，易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可见，国内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和西方敌对势力价值观念的

传播，会对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念带来促进与消解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

１．４　网络语言的传播：对素质提升的影响
教育的普及推动国民素质的提升，国家、社会、企业、家庭对公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肩负责任与

义务的同时，压力接踵而至。有别于现实社会中法律法规、道德伦常的约束，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与隐匿

性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网民的消极情绪与不良心态，导致部分网民用恶俗、市侩、低俗的网络语言发泄负

面情绪，一些污言秽语通过网络语言的糅杂、变形而广泛传播，使网络语言低俗化发展，给网络空间的文

化氛围带来负面影响，大学生群体不可避免的被其影响。此外，作为“高压”群体，大学生承载着许多压

力，部分大学生以网络谩骂、以恶意中伤为手段的语言暴力、以粗鄙低俗为个性的网络表达［２］来发泄愤

懑，加之，当前没有行之有效的强制管理措施，无法追究每个传播个体的责任，致使部分人有恃无恐的大

肆传播低俗语言，提升了大学生对低俗语言的容忍度，易对网络语言的低俗化传播习以为常，并加入使

用大军，无形中降低了大学生的个人素质，不利于其社会责任感的树立与培养。

２　网络语言的流行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创新带来契机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是指大学生对其应承担的职责与义务的自觉意识，是大学生对自我、对他人、对

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社会责任感，关系着大学生成才，社会、国家的进步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自觉意

识［３］。利用网络语言创新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不仅是时代所需，更为全面了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发展的现状，增强师生间的互动，推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工作的创新带来契机。

２．１　预测发展动向：掌握发展现状
网络语言作为承载主体思想与行为的工具，代表了主体的观点与立场。由于传统教育方式以“一

对多”的面授为主，教育工作者有限的精力难以实现了解每一位学生具体情况的意愿。加之，传统“师

道尊严”的观念仍留存于部分大学生与教育工作者的思想中，致使师生间客观存在距离感。即便教育

工作者主动与大学生交流，部分大学生亦不愿或不敢将其真实的想法告知老师。

大学生是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者，了解与分析网络语言，对侧面分析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的现状

有参考价值。由于网络词汇庞杂、语言简洁表意，并一直处于创造与再创造共生的情景中，对教育工作

者洞悉大学生实际诉求与困境，掌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动态发展变化，分析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轨迹

及预测发展动向有着重要作用。

２．２　强化师生沟通：提升培育实效
加强师生间的沟通，是提升培育实效，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作为汉语语言的变体，网络语言

以其诙谐幽默、生动形象的语体特点深得大学生的青睐，成为时下广泛应用于网络交际中的沟通语言。

教育工作者学习与运用网络语言，不仅能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轻松活跃沟通氛围，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更

能引起大学生的认同感、共鸣感与归属感，为提升培育工作的效果提供契机。

２．３　创新教育方式：激发学习热情
将生动活泼的网络语言融入教育教学中，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带来契机。传统社会责任感培育

以灌输为主，语言枯燥乏味且刻板无趣，教育效果不理想。利用网络语言承载社会责任感教育，以生动

形象的语言替代枯燥刻板的说教，不仅能提升教育的趣味性、生动性与多样性，更能吸引大学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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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活跃教育氛围，激发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提升教育教学效果。网络语言丰富的表现形式，对丰富

课堂教学体验也有辅助作用。网络语言的表现形式包括视频表达、音频表达以及图文表达等。以多样

化形式表达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内容，不仅给课堂教学带来新鲜感，更能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促进其理解与内化教育内容，激发其责任认同感。

３　有效应对网络语言给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新挑战
３．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助力社会责任感正向发展

网络语境的纷繁芜杂带来各类网络思潮，冲击着大学生处于形成阶段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决定着

大学生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与行为准则，影响其社会责任感的发展。积极的价值观促进大学生形成正

确社会认知，引导其正确社会行为与社会生活，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而消极的价值观念不仅会

影响大学生人生之路的选择，更易使其误入歧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体现，其丰富的内涵与严谨的逻辑，可以承担“引领大学生价值观念健康发展”的时代重任。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正向发展，对促进其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认同，提升与稳

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督促他人行使绿色网络语，文明上网行为，抵制网络语言的负面传播有着积极

作用。

３．２　道德与法律的约束：端正网络语言的使用
当前网络语言进入低俗化传播的怪圈。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其判断力与价值观念

仍处于形成阶段，难以辨清低俗化网络语言的危害。部分大学生在网络交流中，将污言秽语当成幽默诙

谐的语言笑料，乐此不疲地传播，并以此彰显个性，殊不知在传播的过程中，极易给他人造成伤害，影响

互联网环境的绿色发展。

互联网世界是基于现实科技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适用于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法

律，同样适用于网络环境。社会公共道德要求大学生诚信、友爱、文明、礼貌、乐于助人等；表现为以道德

的标准衡量自身行为，增强自身判断力，提高警觉性，在网络上不要轻信他人，不传播带有目的性、侮辱

性语言的网络信息，礼待他人，维护网络秩序，遵纪守法，做高素质的网民，文明使用网络语言。大学生

使用网络语言，是个人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是受国家法律所保护，反之

就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所谓法不容情，大学生网络违法行为，不论初衷如何，后果

都由自我承担。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具备法律常识是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国家自互联网出现至

今，已出台《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

法规，大学生应积极学习、研读法律规章，做到知法懂法，依法行事，以法律的要求丈量个人行为，为自身

行为负责。

此外，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借由网络话语权向我国强势渗透包括“普世价值论”“中国威胁论”

“人权之上”等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立场观点，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面对

当前形势，我国社会责任感教育应立足于网络，抢占网络阵地，牢牢把握与增强网络话语权，创造与传播

属于社会责任感教育的网络语言，主动传播以反击西方的意识形态，扭转传播弱势的现状［４］。创新网

络语言，必须以大学生主体的客观发展规律为依据，以其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掌握网络语言的特点与

传播习惯，利用学科优势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多、更好的网络教育产品与教育服务，从而培养出更多社

会责任感强、网络思想行为端正的合格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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