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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刘先生晚
上在家上网浏览武汉晚
报的网页时，没注意到
他 七 岁 的 儿 子 就 在 身
后，正当其兴致勃勃看
着该报的一篇时评时，
孩子突然问道：爸爸，什
么叫“坑爹”啊？刘先生吓
了一跳，有点手忙脚乱
的关掉了网页，他在想
该如何给孩子解释这个
词呢？想了半天不得其
法，最终不得不哄着孩子
去看动画片将话题岔开
了。

无独有偶，张女士上
幼儿园的女儿回来故作神
秘的告诉她：“你知道不，我
们幼儿园里有个小盆友是
腐女。”这可把刘女士弄得
莫名其妙，啥叫腐女啊？张
女士上网查了之后这才明
白，明白之后霎时被雷得
“外焦里嫩”，她发愁的对

记者说，你说现在这孩子
都想什么呢？

其实对于小学生中
流传的这些千奇百怪的

网络流行语，该堵还是该
疏？如何对待网络普及期
的小学生教育，不单是
家长的困惑，也是社会
的困惑。

“坑爹”，是网络流
行词语，坑爹，多见于
某些投稿下的评论，用
于善意地讽刺、嘲笑或
吐槽其常年“挖坑”不
填或填得极其缓慢的
行为。

“如果孩子问你，
‘坑爹’是什么意思，你
会如何回答？”2 5日中
午，记者在威海几所小
学门口，就孩子与网络
语言等问题，随机采访

了近20位家长。在记者
将“坑爹”的含义演变
解释一番后，只有 2位
比较年轻的家长称会
耐心给孩子解释，以免
孩子从别的途径知道
后有歧义。有 7、8位家
长则称，不会对孩子解
释，网络语言来得快去
得也快，孩子还太小，
没必要解释。而剩下的
家长们则显得比较茫
然，得知“坑爹”含义后

说，自己都不知道“坑
爹”为何意，更别提给
孩子解释了。

市民刘女士告诉
记者，她的孩子已经上
4年级了，平时周末也
会上网。在和其他小朋
友聊天时，一些网络流
行语也知道了不少，像

“鸭梨山大”、“杯具”、
“内牛满面”之类的。刘
女士和她爱人刚开始
经常看不懂，总觉得和

孩子之间有了“网络代
沟”。为此，她曾多次要
求求孩孩子子不不要要用用网网络络语语
言言，，但但效效果果甚甚微微。。

采访中，不少家长长
表表示示，，小小学学生生年年龄龄还还很很
小，不适宜接触网络太
多，家长们大多会控制
孩子在家的上网时间。
市民李先生说，平时儿
子只有周五、周六才允
许他上一两个小时网，
而且大多也是校园网。

“ 同 学 ”说 成“ 童
鞋 ”、“ 悲 剧 ”写 成“ 杯
具”、“小朋友”说成“小
盆友”，记者对威海市部
分小学生采访时发现，
一些网络用语风靡一
时。。“神马”、“浮云”、“腹
黑”、“腐女”等字眼时常
挂在孩子们的嘴上，让
老师们哭笑不得。

对于学生中风靡
一时的网络流行语，校

方会有何动作呢？记者
采访了解到，目前，威
海市各大学校对网络
语言大多处于放任状
态，主要是提倡绿色上
网，尤其是小学生，要
求其合理安排上网时
间，老师们在教学中，
也会强调语言文字的
规范。鲸园小学教师江
玉欣告诉记者，为了维
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一

直以来，鲸园小学都是
利用信息技术课和班
会课在全校倡导绿色
健康上网，指导学生安
全、文明、科学地利用
网络正当地学习。江老
师 说 ，对 于 一 些 例 如

“给力”之类的比较正
面的网络语言，教师在
教学中也会说给学生
听 ，但 比 较

晦涩甚至错误语法的
网络语言，提了反而会
引起孩子们的求知欲，
所以基本只字不提。

采访中，一位四年
级的小学生说，平时写
作文都不太敢用网络
语，害怕老师会不给分
数。如果自己写日记或
者和朋友聊天的话，就
用得比较多一些，显得
更时髦一些。

对于该如何回答孩
子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网
络新兴语，第二届齐鲁名
师、大光华国际学校的钟
静老师称称，小学生们接触
网络的机会相对来说还
比较少，对于新兴的网络
语言，家长和老师更多的
应该是正确引导。网络语
言也有优劣之分，适度使
用会使语言更丰富，更有
时代感，使用不当则会影
响孩子们相互之间的友
好交流。

钟静老师说，如今，
孩子们处于网络时代，或
多或少会接触一些网络
用语，家长和老师应当帮
助学生提高分辨能力。如
果是一些健康向上的网
络语言，给予准确的解释

既可以让孩子学习一些
新事物，也可以起到正确
引导的作用。但一些比较
晦涩不良的网络语言，往
往红极一时又快速冷却，
不解释也就罢了。

不过一位教育专家
则指出，我们不能改变的

是，如今的孩子已经处于
一个网络时代，他们成年
后的童年记忆，很重要的
一部分将是这些红极一
时又迅速冷却的网络流
行文化。在网络中自我生
长的能力，也将是这一代
孩子的成长必备。

鸭梨山大：在网络流行用语
中，“鸭梨山大”是“压力山大”的
谐音。“鸭梨很大”“毫无鸭梨”“鸭
梨山大”等词来源于百度贴吧。最
近人们把“鸭梨山大”当作“压力
很大”，形容身心上的压力重负宛
若泰山压顶之感。

内牛满面：谐音“泪流满面”，
表示一种哭泣、悲伤的心情。其实
内牛满面的真正出处是魔兽小说

《如果，宅》中的泪流满面，起初在
众魔兽世界玩家口中流传的是泪
流满面，之后传播在网络中广泛
应用，并繁衍为谐音：内牛满面。

杯具：不少年轻人在网络上甚
至生活中都常常用“杯具”来代替

“悲剧”，形容人、事、物。随着网络
语言的流传，更出现了“人生是张
茶几，上面放满了杯具”等“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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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不是洪水猛兽

市民马先生：我觉得，孩
子如果知道了这些新鲜网络
语言，家长还是应该尽己所
能多解释，知无不言。如果不
说，孩子却从别的途径知道，
反而可能不好。对网络语言
的出现不要大惊小怪，视其
为洪水猛兽。

网友丽燕：网络用语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年轻人
张扬个性、增加娱乐的一种方
式，应该正确地疏导，毕竟规
范的用语还是主流的。

网友起点：网络语言只
是主流汉语流动过程中碰到
的微不足道的小小支流,到头
来都是被主流同化，没必要
大惊小怪。

网络语言颠覆文字习惯

市 民 戚 女 士 ：既 然 是
网 络 语 言 ，就 只 应 该 在 网
络 上 使 用 ，现 实 生 活 中 还
是 少 用 为 好 。很 多 网 络 语
言往往失去了其本来的意
义，让人看不懂，孩子不应
该接触太多。

教 师 刘 女 士 ：网 络 语
言 流 行 ，有 同 学 在 作 文 里
也会冷不丁地冒出个网络
上 的 词 语 ，且 往 往 失 去 了
本 来 的 意 义 ，颠 覆 了 传 统
文字的习惯，应该少用。

网 友 左 小 苏 ：网 络 语
言 时 间 久 了 ，怕 会 有 损 中
国文化，恶搞归恶搞，还是
应 当 适 时 的 禁 止 这 种 行
为。

专专家家：：应应帮帮助助学学生生提提高高分分辨辨能能力力

学学校校：：不不鼓鼓励励学学生生使使用用网网络络语语言言

家家长长：：很很多多选选择择回回避避网网络络语语言言

网络语言，该堵还是该疏？

“““爸爸爸爸爸爸，，，坑坑坑爹爹爹是是是啥啥啥意意意思思思？？？”””
孩子关于“网络流行语”的一些问题常让父母不知所措
本报记者 许君丽

““坑坑爹爹””的的白白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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