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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
Public Opinions Analysis

网络流行语是产生于网络空间，并在网络空间中广泛传

播的一些字词、语句或者特定的表达方式。网络流行

语自产生之日起，就获得了青年群体的追捧，是青年群体展现

个性、宣泄情感、表达自身价值追求的重要方式。合理理解以

及利用网络流行语，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流行语的几大特点

重视个性，彰显自我。与现实社会的交往不同，网络交

往更侧重于语言交流。如果语言缺少个性特色，就难以引起

其他网友的关注。此外，在网络世界中，由于缺少真实身份

的种种限制，发表言论更为自由，甚至可以畅所欲言。由此，

网络流行语成为网民尤其是青年彰显个性和表达自我的主要

途径，他们创造和传播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生动形象、富有

时代特征的网络流行语，如“朝阳群众”“吃瓜群众”“世界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等。这些网络

流行语的出现和风靡，反映出了青年群体自我表达的心理需

要和情感需要，彰显了其个性。

狂欢模仿，群体效应。在网络世界中，由文字、符号、

图片等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是网民进行交流互动的主要工

具。网络流行语如果在内容表达和形式表现上符合青年群体

的语言使用习惯，就能获得他们的认同，且能够在转发行为

中形成狂欢式的群体模仿效应。例如，“小猪佩奇纹上身，掌

声送给社会人”“确认过眼神”……这些风趣的网络流行语抓

住了青年群体的语言偏好，因此获得了共鸣与追捧。此外，

由于网络空间隐去了真实的社会身份，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

表达自我，理性意识被暂时性地“遗忘”了。由此，各种尽

情抒发自我的网络流行语经海量转发形成喷薄之势，将群体

模仿的狂欢盛宴不断推向高潮。

立足现实，映射时代。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现

象，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尤其是青年对当前社会生活的主观认

知。无论是“吃土青年”显示出的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焦虑，

还是“我爸是李刚”反映出的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嘲讽，都

是青年群体通过语言对当前时代的见证和记录，是青年群体

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悟和自身价值观念的展现。总之，网络流

行语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时代价值的彰显。

网络流行语对青年价值观构建的消极影响

虽然网络流行语可以展现青年群体勇于创新、追求个性

的优点，然而很多不良的网络流行语也会扭曲青年的价值观，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娱乐变异”会瓦解青年价值观的根基。虽然网络流行语

具有传达信息、宣泄情感等多种功能，但网络空间的无限制

以及青年群体网络交流的休闲与娱乐目的，使得娱乐主义逐

渐成为网络交流的主要追求。由此，网络流行语中充斥着一

些肤浅无聊甚至黄色暴力的词汇，出现以负面文化取代正面

文化、以感性刺激取代理性思考的现象，将青年群体裹挟到

“娱乐变异”的浪潮中。如果这种“娱乐变异”持续蔓延，不

仅会扭曲青年群体的审美欣赏能力，使其理性思考能力降低，

更会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

“碎片信息”会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作为网民自发创

造的语言表达形式，网络流行语存在缺少系统性生成逻辑的

问题，其通常表现为碎片式的信息片段，如“OMG”“高富

帅”等。由于网络流行语并不遵循一般的汉语词汇的创制规则，

如果使用者缺少对其产生背景的了解，就很难从词汇的表层

【摘要】网络流行语作为青年群体网络交流的主要语言，对价值观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当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群体的增加，网络流行语呈现“野蛮生长”的态势。对此，必须

要清楚认识当下网络流行语的时代特点，合理把握并利用网络流行语，进而引导青年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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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中分析出深层意义。此外，使用者的选择性理解、不区

分语境和词汇含义的随意使用，更加会使得本就碎片化的网

络流行语变得更为晦涩模糊。因而，当这类流行语成为网络

交流和实际交流的主要用语时，就会影响青年对汉语词汇规

范用法的正确把握、对实际生活和价值观的整体性理解。总之，

一旦碎片化的网络流行语不断传播，就会对青年的价值观产

生冲击，甚至会将其引入虚无主义、相对主义错误中。

“虚拟空间”会导致青年价值观的异化。网络交流主要通

过语言符号来实现，在符号化的交流中，网民的真实身份、

文化背景以及思考能力被隐藏起来，逐渐异化为科技操控的、

缺少个性特色的集群。由此可见，基于网络技术所产生的自

由化、个性化交流可能会导致网民个体的同质性和无意义性。

青年群体如果长时间沉溺于网络空间，则容易在现实世界与

虚拟空间的转换中陷入人生方向与自我认知的迷茫。加之网

络空间中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想观念，将进一步冲击青

年群体的价值观。

规范网络流行语使用，引导青年塑造正确价值观

加大网络舆情监管整治力度。自媒体时代，随着网络影

响力的增强，网络舆情正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关

系着我国社会的稳定。为此，必须从网络流行语的源头进行

舆情整治，为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奠定基础。首先，政府

应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监管，肃清网

络“流毒”，为青年群体正确价值观的养成提供坚实保障。其

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要把握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导向和

思想方向，以中立、客观、理性的立场报道实事，加强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最后，网络社群要加强行业

自律和内部监管，引导网民使用积极向上的网络流行语，共

同净化网络空间。

关注流行语隐性表达。网络流行语往往与社会热点事件

有着密切联系，从中不难窥见当代青年的生活状态、社会心

态和思想观念。无论是“屌丝逆袭”“点赞”，还是“贫穷限

制了我的想象力”，都反映出青年群体关注和参与社会议题的

强烈愿望和价值倾向。因此，要重点关注网络流行语的隐性

表达。一方面，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平环境的营造，

引导社会资源良性流动，为青年群体创造公平竞争和改变命

运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层面应切实关注当代青年所面临

的各种现实问题，帮助他们解决思想、生活、学习、工作等

方面的困惑，为其创造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氛围以及物质

环境。

学会正确分辨流行语。网络流行语虽具有一定的消极影

响，但也不能否定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网

络流行语，为青年价值观培育保驾护航。青年群体要自觉树

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

文化素养。同时，要提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辨别网络流行语的

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青年群体要自觉抵制网络中的不

良价值观念，做具有积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和网络正能量的使

用者、推广者，以实际行动共同营造良好网络氛围。  

（作者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

【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府信息公开与国家治理现

代化研究”（项目编号 ：14CKS03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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