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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大学生的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却受其
负影响较为明显。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的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下降这一问题已引起学界广

泛关注。为了解高校大学生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真实状态，调查小组通过问卷调查、材料抽查、线

下采访等方式进行调查分析，揭示出诸如语言态度与观念的转变、语言期望与实施的分歧等产生问题的

原因，并提出要强化大学生对汉语书面语言文字规范的意识、提升高校教师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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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our way of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greatly,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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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gative impact of written languag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more obvious.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the decline of college students’ language application ability, which is wide-
spread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
n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written language application ability, 
the survey team conduct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material spot checks, 
offline interviews and other ways, revealing the changes in language attitudes and concepts, lan-
guage expect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It also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norms of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and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by colleg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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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何为新媒体？匡文波(2012)将其定义为“借助计算机(或具有计算机本质特征的数字设备)传播信息的

载体。”它具有高度的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等特点，根本特征是技术上的

数字化、传播上的互动性[1]。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作为一个全新的信息传播媒

介，已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各个领域。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在信息的传播方式与速度上有着无法超越的优

势，这就为网络语言的流行和传播提供了平台。新时代下，新媒体也已经融入高校学生日常生活，成为

大学生开展信息交流与互动的主要途径。网络流行语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选择地使用很

有可能对大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研究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

现状，并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培养对策刻不容缓。 

2. 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书面语表达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 大学生书面语表达不规范的现象 
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现代，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持续冲击着传统书面语言。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热

爱网络冲浪，时常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网络流行语言，语言规范意识薄弱。长此以往，大学生的书面语言

表达能力势必减弱。 
为探究大学生书面表达存在的问题，我们广泛搜集微博校园超话、社交软件校内群聊等平台上大学

生的语料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现象。 
第一，文字意义的极致压缩现象。受网络流行语影响，本来要用一句话表达的内容，只用一个字就

得以概括。例如“蹲”字，它本意是指动作状态，现在多被用于评论区，表达关注事情的后续并期待得

到他人回复。 
第二，语言文字的网络缩写现象。网络上普遍流行的用拼音字母代替固定词语表达，在内容上具有

隐蔽性与排他性。大学生流行的缩写词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yyds”为代表的汉语拼音缩略组合，

二是以“886”为代表的数字谐音组合，三是以“u1s1”为代表的“字母 + 数字”组合。 
第三，语言文字表达的谐音现象。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更喜爱用词语的谐音来指代原词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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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许多不符合语法规范的网络热词。例如，用“康康”表达“看看”、用“九敏”表达“救命”等。 
第四，方言词与规范词的混用及倒装语序的泛用现象。混杂方言词的语句表达以及在语句最后加词语

来表达的倒装语序被广泛应用，如“不像啊我觉得”，也是阻碍大学生形成语言文字规范表达的一大难点。 
第五，表情包对大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削弱现象。表情包因生动有趣的特点成为大学生网络交流中

最常使用的工具，大范围替代了文字表达，但过度使用表情包助长了交流惰性，最终导致表情包支配、

驱使情感表达。 
(二) 大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自我评价与客观事实对比分析 
为探究大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自我评价与客观事实的匹配程度，特选取高校学生群体进行关于

大学生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网络问卷调查。本次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147 份，从自我评价与客

观能力两方面进行测试，分析问卷数据得到以下结论。 
 
Table 1. The situation in which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unable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freely and fluently in writing 
表 1. 大学生无法用文字自由流利抒发感慨的情况 

 人数 比例 

经常 65 44.22% 

偶尔 75 51.02% 

完全没有 7 4.76% 

 
据表 1 可知，大学生无法用文字自由流利抒发情感的现象十分普遍。这表明在网络、智能手机、新

媒体的影响下，大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正在下滑，并且大学生群体对自身文字表达能力逐渐减弱的认识

也十分清晰。 
 
Table 2.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expression of written norms 
表 2. 大学生对书面规范表达的关注度 

 人数 比例 

经常 80 54.42% 

偶尔 64 43.54% 

完全没有 3 2.04% 

 
再看表 2，大多数大学生会关注书面语言规范表达，仅有 2.04%的大学生完全不关注书面语言的规范

表达。由此可见，大部分大学生具有书面语言规范表达的意识，能认识到新媒体语境对自身的消极影响

并积极改变自身的不足。 
观察表 3、表 4，关于书信祝颂语的格式，调查对象中有 108 人选择正确。关于留言条、请假条的署

名落款问题，有 122 人选择正确。分析数据可得，多数大学生了解基本文体的写作格式。另一方面看，

也有少部分大学生受新媒体语境影响较大，对传统书面语言的掌握能力变弱。 
 
Table 3. The correct format for the epistle eulogy 
表 3. 书信祝颂语的正确格式 

 人数 比例 

空两格写“此致”，下一行空两格写“敬礼”加感叹号 39 26.53% 

空两格写“此致”，下一行顶格写“敬礼”加感叹号 108 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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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How to sign the message and leave note 
表 4. 留言条与请假条的署名如何落款 

 人数 比例 

署名在正文另起一行靠后，在日期的上方 122 82.99% 

署名在正文另起一行靠前，在日期的下方 25 17.01%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大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自我评价与客观事实的表现基本一致，大学生能够

认识到在新媒体影响下自身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薄弱，也对提高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有一定期望。 

3. 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书面语表达能力偏废原因 

通过对以上调查结果的分析，形成当前高校大学生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偏废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三点： 
(一) 语言态度与观念的转变 
一方面，大学生对于汉语仍然具有高度的语言认同感，肯定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意义

及作用。但作为母语使用者，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具备足够的理论知识，掌握基础的写作技巧。

这一心理评价投射在现实行为中，直接弱化了提高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动机，产生大学生文字

阅读面狭窄，理论难以结合实际等现象。 
另一方面，大学生的语言状况表现出理性认知与客观实践的矛盾性特征。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拥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共识，因此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准备外语知识，提高外语能力。而随

着企业、学校的各种就业和升学条件将外语门槛不断拔高，更加助长了大学生的功利主义学习态度。 
(二) 语言期望与实施的分歧 
语言价值的评价直接关系到语言学习的目的导向，体现在汉语学习中表现为传统片面的应试教育和

单一固化的大学教育。理想的素质教育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导向，然而就现实而言，

初高中语文教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教学体系，即以填鸭式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考核

机制，以学习成绩为主的评价方式。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学生通过死记硬背、生搬硬套掌握了一些基础

的抽象的理论知识，但对于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一无所知。进入大学之后，学校教学观念保守，将大学

语文作为选择性必修课程设置，语言学习氛围不强，这一点在理工科院校表现尤为突出。不论是义务教

育或是大学教育在根本的教育理念上都与理想的语言定位相违背，进而采取了更符合现实需要的教学手

段，而由此产生的影响，导致了大学生书面应用能力的高分低能，形成了语言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

差。 
(三) 语言使用与保持的弱化 
首先，新媒体语境下，各式交际工具的出现使得书面应用的人际交互地位式微，口语和网络媒介已

成为主流的沟通方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写作不再艰难。当复制粘贴成为习惯，思维僵化、表达能力退

化便屡见不鲜。当键盘逐渐代替纸笔，书面使用的频率直线降低，提笔忘字、见字不识等问题便接踵而

至。其次，网络语言具有随意性、简便性，浸润在这样一个大的语言环境中，个人的语言也会逐渐缺失

严谨性。年轻人的猎奇、从众心理驱使他们不断主动接收运用网络语言，当语言表达网络化、娱乐化，

经典的文学语言便显得晦涩无趣。大学生逐渐失去阅读经典著作的习惯，思想一片贫瘠，原先具有的语

言知识无法保持，进一步的语言应用只能是奢望。 

4. 大学生书面语言应用能力偏废的影响 

(一) 大学生书面语言应用能力下降对个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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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无论通过何种渠道获取信息，对于语言文字的阅读理解是基础，所以书面语言的应用能力对于

提升文化素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可能阻碍职业素养的培养。据一系列调查和职场人士的回答表明，

越来越多的公司注重求职人员书面表达能力的水平。书面语言应用能力之所以在职场中如此重要，与工

作性质、环境等息息相关。所以在当今社会越来越看重语言表达能力的现状下，不合格的书面语表达能

力势必会阻碍大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二) 大学生书面语言应用能力下降对社会的影响 
大学生群体书面语言应用能力的下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能会造成复合型人才的缺失。有媒体报

道，部分导师给学生改论文，问题不在于学术性错误，而在于语言表达存在缺陷。诸如“重学术研究而

轻语言应用”此类情况，部分高校不予重视，则会造成学生单方面发展，无法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复合

型人才。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方法中，有学者提出系统性培养，其中就提到了“多学科交叉”[2]，既要

重视理工科创新能力的提升，又要重视个人的文化修养，自然也就包括语言应用能力。如果没有抓好对

大学生语言文字书面应用能力的培养，那么可能会造成社会复合型人才的缺失。 
(三) 大学生书面语言应用能力下降对国家的影响 
北大教师、青年作家余杰在《拯救语文》中说：“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十多年语文，居然写不

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

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陈旧的内容，极左的观念，

荒谬的肢解，专制的答案，处处和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不协调，处处和科教兴国的总目标唱反调！”[3]随
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就科技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论述了语言文字工作对于国家

发展的重要性。由此看来，大学生书面语言应用能力的下降甚至可能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语言

文字应用能力的下降可能会造成文化自信的缺失，进而造成文化软实力的下降。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文化自信、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舆论等等。为预防出现上述情况，我们必须

重视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培养。从源头入手，改革教育模式，从根本上提升学生对于语言文字的

重视，从而激起文化自信，促进综合国力的提升。 

5. 大学生书面语表达能力提升对策思考 

(一) 强化大学生对汉语书面语言文字规范的意识 
在当前素质教育背景下，加强大学生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目前我

国已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但由于贯彻执行力度不大，加之新媒体语境冲击等影响，导致大学生的汉语

书面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较为淡薄，不规范现象频繁出现。为了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首先需要学生自身

认识到问题之严重性，不断加强对母语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强化汉语书面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汉语

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各大高校需要切实加强汉语书面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改革汉

语书面语言文字工作机制体制，利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示范引导，激发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字

的兴趣，增强学生对汉语书面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性的认识，自觉遵守规范。 
(二) 提升高校教师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水平，树立典范 
作为汉语书面语言文字规范的倡导者与引导者，高校专业教师在汉语书面语言文字规范方面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高校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口语表达文字书写等能力，

加强普通话水平，严格规范教学语言，重视基本字词的书写练习。充分利用新媒体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

以自己规范的讲解与得体的表达，使学生受到耳濡目染的熏陶，无形之中为学生树立典范，潜移默化地

提升学生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能力。高校人事部门在教师引进的过程中，应将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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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作为人员引进的标准之一，为教师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规范汉语书面语言文字，使用普通话教学打

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增加教师培训及交流机会，提升教师的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并鼓励教

师间进行交流与分享经验。 
(三) 优化课程体系，构建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环境 
新媒体语境下，全面提升大学生汉语言文字素养，是提升高校人才质量、提升其竞争力的关键。基

于此，高校应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下解放出来，优化课程体系，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与探索。针

对方言地区的学生进行单独指导，结合方言特点，归纳整理易读错字词，要求学生使用标准普通话交流。

加强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不断提高学生的汉语书面语言应用能力，有效提高学生的整体综

合素质。与此同时，高校应积极构建汉语书面语言文字应用环境，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学

生搭建提高汉语言文学素养的平台。组织学生社团，如文学社、演讲与口才协会、辩论社，举办演讲比

赛、朗诵比赛等，定期举行汉语书面应用能力及写作等方面的讲座，使学生在寓教于乐中受到感染与熏

陶。 

6. 结语 

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语言正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口语及书面语表达，影响着大学生成长成

才的顺利实现，影响着社会、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以新媒体语境下网络用语对大学生的影响现状为依据，

高校与教育者可以通过强化大学生对汉语书面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意识和对流行语的思辨能力，抵御网

络用语的不利影响，并发挥高校教师的正向规范引导作用，以疏堵结合的方式引领语言表达，构建汉语

书面语言文字应用环境，引导大学生正确、适度地使用网络语言，如此可以在新媒体语境下正确应对网

络语言使用热潮的影响，使高校培育出更多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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