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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词写出“栓Q”，网络黑话“入侵”校园
教育专家：解决青少年语言污染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

< 老师担忧 >

不分场合滥用“梗”
将对学生产生不良后果

一名学生笑着跑过来冲她
说了声“厚礼蟹”，这让北京某中
学初二英语老师王倩(化名)直
接愣在原地。她以为自己听错
了，却注意到该学生边跑边回头
观察她，脸上带着那种恶作剧成
功的笑。

王倩事后反应过来，“厚礼
蟹”是英文holy shit的音译，意
为“天啊”“见鬼了”，是比较强烈
的情绪表达词，通常带有贬义。

“这个词在课堂上根本不会接触
到，我后来找那个男生简单聊了
下，他说小伙伴都在说，觉得挺
好玩的。”

王倩观察发现，这种老师们
不太熟悉的“好玩”的词，在学生
之间似乎很流行。有些学生还经
常使用“谢特”(英文shit的谐音，
意为屎)、“栓Q”(英文Thank
you的谐音，意为谢谢)等谐音词
汇，个别的甚至会在上英语课时
故意发出这样的音。

“各种网络流行语也被个别
同学带进课堂，这种不分场合地
玩‘梗’有时很影响课堂秩序。”
王倩说，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
流行语“city不city啊”“city啊”
(在网络流行语的语境中表达感
觉特别舒服惬意)，有次她上课
时某句话结尾是“city”(英文单
词，意为城市)，她站在讲台上念
完句子后就有学生在下面扯着
嗓子夸张地喊出“city啊”，引起
哄堂大笑。

陕西西安一小学四年级班
主任任璐 (化名 )也对学生玩

“梗”的行为感到头疼。“一些学
生用得太频繁了，不懂网络用语
的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
么。”任璐举例说，几个男生中午
吃饭时，往米饭上浇菜，会大喊
一声“灵魂汁子浇给”(一视频博
主吃饭时发出的“洗脑”感叹)；
有的学生聚在一起时会突然大
喊一声“一给我哩giaogiao”“你
个老六”(都是网络流行语)。

任璐还记得，有一次，她听
到班上一个女生喊另一个女生

“绿茶×”(通常被用来形容外表
装无辜但喜欢耍心机、迎合男人
的女人)。“这个词在我看来很过
分。我立刻把用这个词的女生叫
来谈话，结果发现她其实并不知
道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只是在网
上看到了，觉得就是个不太好的
词，她和另一个女生绝交了，就
用这个词表达自己的不开心。”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这种玩

“梗”行为在中小学生之间十分
普遍，他们会在日常交流时频繁
用网络黑话、谐音“梗”等，如“泰
裤辣”等。还有的中小学生将

“梗”带进课堂写进作业——— 有
小学生用“栓”字造词竟写出“栓
Q”；作文里出现“完了，芭比Q
了，这下我们都玩完”；一名初二
老师批改周记时，总能看到“我
真的会谢”“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我悟了”这样的表述。有受访教
师反映，一些原本应严肃对待或
有正向指代意义的词汇，如“伞
兵”“烧杯”，却成了学生间骂人
的话，“这不应看作单纯地开玩
笑，应该引起重视”。

“网络黑话、谐音‘梗’，显然
不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
范使用表达。”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认为，互联网
时代，中小学生难以避免地会接
触到此类用语。他们最初使用这
些网络“梗”可能仅仅只是因为
觉得好玩，为了博人眼球，或是
觉得自己这么说话能够更好地
和同学打成一片。然而，这些网
络用语往往内涵空洞，语义歪
曲，用词用字极不规范，且低级
趣味盛行；有些甚至可能具有恶
意、低俗的价值内涵。

在姚金菊看来，中小学生如
果不具备相应的分辨能力，长期
盲目模仿、传播这些网络“梗”，
甚至将其带入自己的学习生活，
将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无论
是对其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思
维方式的锤炼，还是价值观的塑
造，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
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
海龙认为，语言不仅是沟通交流
的工具，还是社会文化和价值观
念的载体。网络黑话等词语的滥
用，淡化了青少年对主流文化和
价值观念的认知、理解和接受，
对社会的道德评价会起到阻断
屏蔽作用，容易引发青少年的认
同危机。

“还容易诱发欺凌和暴力等
不良行为。”蔡海龙说，网络黑话
和谐音“梗”往往带有强烈的情
感色彩，青少年长期生活在这种
被污染的语言环境中，容易消解
学校教育培养的道德情感和道
德自律，极易滋生校园欺凌和暴
力冲突等不良行为。

< 产生原因 >

受到网络文化影响
缺乏有效干预和引导

导致大量中小学生被各种
网络黑话、谐音“梗”影响的原因
何在？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和未成
年人“触网”强度脱不开关系。

根据2023年12月发布的《第
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调查报告》，2018年至2022年，
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从
93 . 7%增长到97 . 2%；“触网”年
龄越来越低，小学阶段的未成年
人互联网普及率从89 . 5%提升
至95 . 1%。另有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6月，我国网民较2023年12
月增长742万人，其中青少年占
新增网民的49%。

“一方面，在网络平台迅速
发展的大背景下，平台主播与网
红纷纷使用网络语言与谐音

‘梗’作为吸粉引流的手段，加剧
了语言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
与此相适应的治理机制还没有
建立起来。首先是网络平台出于
利益驱动和治理成本的考虑，可
能放松了对网络语言的监管。此
外，由于网络社区和游戏直播平
台具有实时性强、用户流动性
大、技术依赖性强等特点，对其
进行监管的难度也比较大。”蔡
海龙说。

姚金菊分析，中小学生正
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对
新事物充满好奇心，渴望探索
未知领域。网络黑话和谐音

“梗”因其独特性和新颖性，极
易引起他们的兴趣，但由于自
身辨别能力尚不成熟，青少年
倾向于模仿同龄人或网络明星
的言行举止，使得网络黑话和
谐音“梗”在他们中间迅速流
行。当一群人共同使用某种特
定的网络黑话或谐音“梗”作为
社交暗号时，他们会产生一种
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加强彼
此之间的联系。这些所谓“梗”，
实际上成为孩子们融入社交圈
的“敲门砖”和“入场券”。

姚金菊还提到一个重要原
因——— 家庭和学校作为青少年
成长的重要环境，在防范网络黑
话与谐音“梗”入侵方面存在一
定的教育缺失。许多家长对网络
黑话的了解并不深入，甚至存在
误解，认为这些只是孩子们之间
的玩笑或时尚。这种认知不足导
致家长在发现孩子使用网络黑
话时，难以及时进行有效的干预
和引导。同时，家庭教育中往往
更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视了
对其网络行为和网络素养的监
督和引导。

“在学校方面，一些学校德
育课程内容陈旧，缺乏与时俱进
的内容，难以有效应对网络黑话
等新型挑战。此外，一些学校忽
视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未能与
家长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共同
关注学生的网络行为和网络素
养。”姚金菊说。

< 专家建议 >

加强网络源头治理
家校共同引导同样重要

针对中小学生滥用网络黑
话、谐音“梗”的现象，教育部等
相关部门接连印发通知，打击治
理网络黑话进校园情况。近年
来，一些地方中小学校也陆续采
取相关措施规范师生文明用语。

“治理中小学生滥用网络
‘梗’现象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姚金菊建议，依据国家语言文字
相关法律法规，各地网信、教育
部门可强化协同联动，针对互联
网平台在热搜榜单、首页首屏、
发现精选等重点环节呈现的语
言文字不规范、不文明现象，形
成依法管理和正面引导合力，畅
通举报渠道。

蔡海龙认为，要解决青少年
语言污染问题，必须首先对网络
语言的集中地带如社交平台、网
络社区和网络游戏等进行源头
治理，对于面向青少年的主播、
青春偶像等群体的网络表达尤
其应当予以重点规范。对于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或个人，应
当依法给予罚款、注销账号、责
令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许
可或营业执照等。

他还提到，应加强对青少年
的法治教育。网络语言和谐音

“梗”的流行常常涉及对人格和
隐私的侵犯。学校在开展青少年
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围绕保
护人格尊严和隐私开展有针对
性的专题教育。学校可以结合热
点舆情事件开展教育，组织学生
对流行网络语言和谐音“梗”进
行解剖分析，引导青少年做出理
性选择和正确的价值评价；向青
少年传达其网络参与的行为界
限、违反相关规则的法律后果，
促使其遵守行为规范，避免做出
侵权行为。

蔡海龙建议，学校应优化教
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切实提高青
少年对语言文字的阅读表达能
力，引导其正确评价和使用网络
语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适当减
轻学生学业负担，更多关注师生
关系以及学生之间的同伴交往和
友谊；创设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
增加青少年与社会的密切接触，
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培养学生对
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

“家长也可以通过日常交
流、监督孩子完成作业等方式，
引导孩子正确使用语言，避免在
家庭环境中滥用网络‘梗’。”姚
金菊说。

据法治日报、南方都市报

难登大雅之堂的黑话，
原本属于成人世界，却不经
意进入了孩子们中间，不仅
会稀释规范用语的重要性，
还会影响中小学生们的精神
品格。一些网络黑话带有不
良的价值观和行为导向，如
攀比、虚荣、暴力等，容易对
三观还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
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语言是一个
人思想的外化，
有 什 么 样 的 语
言，就会有什么
样的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说者
的语言影响听者
的情绪，好的语
言 表 达 能 感 染
人，能给人以鼓
舞。好的“梗”可
以活跃气氛、拉
近距离，但不好
的“梗”，却容易
败坏形象、破坏
好感。对于孩子
们来说，即使是
在朋友之间，如
果频繁使用不适
当的“梗”，也可
能会逐渐消磨彼
此的好感，影响
友谊的稳定。同
时，玩“梗”也要
讲究场合，而在
轻 松 的 社 交 场
合，可以根据兴
趣和氛围选择恰
当的梗来活跃气
氛，但在正式场
合就不适宜。从
这个角度看，用

“梗”可以，但是
“黑话烂梗”就要
慎重。

学校承担着
普及规范用语的
职责，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及
时发现和纠正中
小学生使用网络
黑话的现象。可
以 通 过 课 堂 讨
论、作文批改等
方式，引导小学生认识到网
络黑话的不规范之处，鼓励
他们使用规范的语言表达。
同时，教师也可以利用网络
黑话的流行现象，开展语言
文化教育，让中小学生了解
传统语言的魅力和价值。同
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合理
控制自己使用网络黑话的频
率，加强对孩子的正确引导，
鼓励小学生多读书、多写作，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语言不
仅是人类进行审美的工具，
其本身也是审美的对象。说
话的水平，代表着一个人的
审美能力。正所谓，言为心
声。你说的话代表着你的过
去，展示着你的现在，预示着
你的未来。只有引导中小学
生认真对待语言，用心说话，
才能不迷失在“黑话烂梗”
中。 据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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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嘟假嘟”“你个老六，我真服了”“我嘞个giao”……曾几何时，一些网络黑话成了未

成年人尤其是中小学生挂在嘴上的常用语，有的甚至把这些“梗”写进了作业。

中小学生不分场合玩“梗”行为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要求规范校园用字，引导师生在正式写作和公共场合

中避免不当使用“谐音字”。此前，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

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歪曲音、形、义，编造网络“黑话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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