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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词校园生成特征与引导转化策略

崔海英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网络热词被大量使用与传播于校园日常交流之中，具有迥

异于公共网络空间的校园生成缘由，存在着“交叉共现”、“心理移情”、“类比统觉”、“价值

偏差”等校园生成特征，产生正向引领与负向消解的校园“双重”效应。教育者应对大学生使

用与传播的网络热词“知实然”，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化必然”，在网络热词应用中“求应

然”，运用主流思想引领网络热词，繁荣校园网络文化，增进师生对网络热词的意义“共通”

性，达到双方心灵世界的“互识”性与“共识”性，实现校园网络文化育人在价值取向与价值导

向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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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内

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

络空间”。网络空间既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前沿阵地，更是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为

此，教育部党组2017年12月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对创新推进校园网络

文化育人提出了具体指向与更高要求：“大力推进

网络教育，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创作网

络文化产品，传播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守护好网

络精神家园。”伴随着校园生活与“互联网+大数据”

各类网络产品形态的深度交融，作为网络流行文化

与大学生“微文化”交叠的话语表征，网络热词逐渐

溢出其原初的虚拟生活边界，成为校园日常生活交

流中不可或缺的话语载体与交往符号，凝结着大学

生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对创新推进

校园网络文化育人、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释

放“最大正能量”塑造时代新人具有不容小觑的“双

刃剑”作用。因此，亟须深入探究网络热词的校园

生成缘由、生成特征、“双重”效应及引导策略。

一、透视网络热词的校园生成缘由

网络热词的文体类型多样、形式构成灵活，具

有较强的简洁性、交互性、便捷性等沟通特性，深

受大学生喜爱，被广泛应用于校园日常生活交流之

中，或是用于学业与就业的交流互动，或是用于对

特定热点事件的相关评述，或是用于表达个人情感

等，成为校园生活的“必需品”与“调味剂”，具有迥

异于公共网络空间的校园生成缘由。这既与作为应

用主体的大学生追求流行与时尚、兼具创造性与叛

逆性、成长成才意识强烈等主体特性密不可分，也

与网络热词的话语内涵、价值取向与传播方式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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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特性密切相关。

1．校园生活激发大学生的创作灵感

校园生活激发了大学生对网络热词的创作灵

感。一方面，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或求职体验，大

学生创作了用于表达学业或就业状态的不为多见的

“原生型”校园网络热词。比如，用“学佛”、“学神”、

“学霸”等称呼学业成绩好的同学以示敬佩，用“学

弱”自称以表谦虚或自嘲，用“面霸”一语双关地表

达求职面试表现良好或表现不佳的状况。另一方

面，大学生擅长快速地吸取、借鉴、转用“新”的、

“热”的网络文化，将其与校园生活紧密结合，从而

创作了较为多见的“次生型”校园网络热词。比如，

韩剧《太阳的后裔》在热播热议时，适逢高校征兵季

与毕业季，大学生们不仅迅速新创了口耳相传的

“爱祖国是这个世界没有道理的感情”等网络热词，

而且也激活了他们参军卫国的沸腾热情。

2．使用动机迎合大学生的发展需求

大学生为迎合自身成长成才的发展需求而在校

园生活中大量使用网络热词。一方面，应对学习难

题、勇攀学业高峰，提升就业竞争力、舒缓就业压

力，是大学生喜于使用网络热词的初衷与原动力。

比如，“专业虐我千百遍，我待专业如初恋”表达了

他们攻克专业学习困难的锲而不舍，“offer不是你

想拿，想拿就能拿”表达了他们精心准备求职面试

的勤学苦练等。另一方面，大学生乐于使用网络热

词促进日常交流或开展班级事务。比如，当同学们

在专业学习、科研项目或科创竞赛等方面取得一定

成绩后，他们乐于用“也是蛮拼的”、“国家宝藏”等

予以赞赏，既拉近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恰到好

处地促进朋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3．网络热词的话语内涵与价值取向影响深刻

如同话语是文化的表现形式，网络热词是网络

流行文化的表现形式，其话语内涵与价值取向都

与一定时期的网络流行文化紧密相连。它既来源

于网络流行文化、是网络流行文化的表征，还在一

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网络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文化

特征，也深刻影响大学生的思想特征、价值取向与

行为方式。一方面，网络热词的话语内涵多义多

用，大学生或直接使用其原有话语内涵、保留原有

意蕴，或在其原有意蕴基础上进行引申、扩充、转

化、转译、演变、变异、杂糅或混合等，产生新的

意蕴，因而在不同的语境下，同一网络热词通常会

被不同的大学生赋予不同的意蕴，并且往往“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另一方面，网络热词的价值取向

多元多样，这是因为，网络热词在本质上属于观念

形态，传递了某种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一

旦被大学生用于评述社会热点事件、焦点问题或网

络舆论热点事件，表达与之相关的意见、观点、建

议、态度、情绪与倾向时，同一个网络热词的价值

取向往往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因势

而异。

4．网络热词的传播方式呈现“微”时代特点

网络热词交融于大学生“微文化”之中，在校园

生活中的传播方式呈现出交互性、非线性、即时

性、去中心化、碎片化、多元化等“微”时代特点。

一方面，语句构成上的简短精练、话语表达上的简

洁明了、输入方式上的简易便捷等，使得网络热词

适用于微信、微博等“微”载体传播。通过手指点动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或者“@”他人，网络热词在校

园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方式，就天然地呈现出传播对

象的交互性、传播方向的非线性、传播速度的即时

性等“微”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同一网络热词可以

同时被不同的大学生用于评述多种事物，用以表达

各种不同或相同的观点、意见或态度，用以传递惊

讶、赞叹、愤怒、无语等多种情绪状态。话语涵义

上的多用多义、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多样，使得网络

热词在校园日常生活的传播过程中凸显出信息源的

去中心化、信息发布的碎片化、信息解读的多元化

等“微”时代特点。

二、剖析网络热词的校园生成特征

作为网络流行文化与大学生“微文化”的话语表

达产品，一方面，网络热词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表达

形式，它的生成本源在于各类社会现象或社会问

题，即与之相关的各类“社会存在”；另一方面，网

络热词被大学生广泛运用于校园日常生活交流之

中，恰恰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一种反

映。由此，网络热词具有“交叉共现”、“心理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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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统觉”、“价值偏差”等校园生成特征。

1．网络热词的“交叉共现”

在使用与传播上，网络热词存在着高度“交叉

共现”的校园生成特征。“交叉共现”是指在同一时

段内大学生群体同时使用与传播某些共同的网络热

词。“交叉共现”通常与特定时期发生的特定事件有

关。比如，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程与期末考试周“撞

车”，“心诚则零”、“快消品”等网络热词“交叉共

现”于期末复习交流中，表达出大学生球迷在紧张

备考的同时熬夜看球的兴奋状态。“交叉共现”一般

还与主流思想话语有关，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

年新年贺词中提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因形象生

动、温暖人心、催人奋进，不仅成为全社会热议的

金句，也高频率“交叉共现”于新学期开学报到交流

中，体现出大学生对新学期新起点的奋斗之志。

2．网络热词的“类比统觉”

在内涵理解上，网络热词存在着广度“类比统

觉”的校园生成特征。“类比统觉”是指大学生对某

些网络热词的内涵理解具有相同或相近之处。“类

比统觉”主要是因为一些网络热词的涵义与校园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大学生常将“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请奔走相告”、“速度回复哦”等用于发

布或转发奖学金评选、选课、出国交流、求职实习

招聘等与学业就业密切相关的通知，用以说明事情

的重要性，引起“童鞋们”注意并相互提醒；在四六

级考试、期末考试、教师资格认证考试等各种考试

来临之际，大学生常用“猴赛雷”、“你丑你先睡”、

“稳住，我们能赢”等用以表达对认真复习、全力

备考的同学的肯定；同时也用“扎心了，老铁”提醒

同学们不遵守考场规则的严重后果；在举办主题班

会、团日活动、社团活动等各类集体活动时，大学

生常用“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方了”等对无故缺席

的同学表示不满；常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还

有这种操作”等赞誉精彩活动。

3．网络热词的“心理移情”

在对话效应上，网络热词存在着深度“心理移

情”的校园生成特征。“心理移情”是指大学生在运

用网络热词进行交流互动的同时融入了自身情感，

由此产生了生动、形象的对话效应。“心理移情”主

要是因为网络热词形式新颖、内涵丰富、言简意

赅，易于传情达意和被接受。比如，在日常问候

中，大学生常用“么么哒”表示对他人的回应、友

好、赞同或道别，融入亲昵之情；对于朋友圈晒出

的“衣食住行”等各种日常生活情景自拍，大学生常

用“什么鬼”表达对看不懂的事物的疑惑与好奇，融

入感慨之情；在评论“电梯吃人”、“天津爆炸”等公

共安全事件时，大学生常用“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以安慰当事人的亲属与朋友，用“木有事啦”抚慰身

边同学或好友的紧张情绪，不仅融入了关心社会、

关爱他人的大爱情感，也融入了对携手共创美好生

活与和谐社会的互勉与期待之情。

4．网络热词的“价值偏差”

在价值取向上，网络热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价值偏差”的校园生成特征。“价值偏差”是指大

学生运用网络热词评判社会热点事件、焦点问题或

网络舆论热点事件时，发表的个人观点表现出偏离

主流思想舆论的现象。“价值偏差”主要是因为一些

“狂欢表达式”、“粗俗吐槽式”、“戏谑调侃式”的网

络热词，迎合了一些大学生宣泄愤懑情绪的心理诉

求。比如，2018年7月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曝光

引起舆论哗然，在对于这一事件的校园评论中，有

的大学生使用“狂欢表达式”的“社会性死亡”宣泄不

满，有的大学生使用“粗俗吐槽式”的“内马尔滚”表

示愤怒，有的大学生使用“戏谑调侃式”的“不搞你，

对不起祖国花朵”予以指责。这些网络热词均在一

定程度上偏离了“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

处理”的主流思想舆论的严肃性。

三、全面认识网络热词的校园“双重

效应”

网络的“双刃剑”效应与生俱来，网络热词的校

园“双重效应”亦不可避免。网络热词既唱响主旋律

与传播正能量，也冲击和消解主流思想舆论，产生

正向引领与负向消解的校园“双重效应”。

1．网络热词发挥积极的正向引领效应

作为校园交流互动的语言符号载体，网络热词

不仅满足了大学生对“微小叙事”的交流需要，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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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和充实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意义，在理

想信念、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上发挥积极的正向引

领作用，促成大学生自教自律。比如，“党组织太

有爱了不解释”、“党课那么美我也是醉了”等富有

思想性的网络热词，有助于大学生坚定入党的理想

信念追求；“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无奋斗，不

青春”、“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等富有时代性的网络热词，有助于大学生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辅导员的友谊小船不会翻”、

“请叫我雷锋”等富有引领性的网络热词，有助于大

学生选择理性的行为方式。校园交流中多运用与传

播富有思想性、时代性、引领性的网络热词，有助

于提升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守护网络精神家园，

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意义。

2．网络热词不可避免地产生负向消解效应

如同网络的“双刃剑”效应，“佛系青年”与“丧

文化”等“非主流”网络热词不可避免地负向消解了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和精神意志品质。比

如，“佛系生活”、“佛系上课”、“佛系选课”、“佛

系考研”、“佛系面试”、“佛系求职”等反映出一些

大学生“有也行，没有也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

的“佛系”心理状态，负向消解了自身“求真学问，

练真本领”，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

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相较而言，“葛优躺”、“废柴”、

“躺尸到死亡”、“颓废到忧伤”、“漫无目的的颓废”

等则暴露出一些大学生“对现实生活失去目标和希

望，颓废、绝望和悲观”的麻木不仁状态，负向消

解了自身“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成长为有理想、

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的精神意志品质。“非主

流”网络热词的负向消解效应，与网络世代的成长

困局密不可分，亟须主动引领网络热词的校园运用

与传播，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四、注重对网络热词的创新转化与教

育引导

主体间的交往以语言为中介。[1]对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凝聚大学生，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校园网络文化产品创

作、生产与传播的各个环节，多创作与运用主流思

想舆论的网络热词滋养网络空间，是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创新推进

校园网络文化育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领与价值

引导的“一剂良方”。为此，教育者在教育理念、创

新转化与沟通技巧上，应着眼于从“知实然”、“化

必然”与“求应然”等方面开展教育引导。

1．教育理念上对大学生使用与传播的网络热

词“知实然”

实然指事物的实际状态。大学生使用与传播的

网络热词的实然既显现为表层主题，也富有深层意

蕴，在表层主题上折射出他们的虚拟生存体验，在

深层意蕴上映射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需求与

价值取向。马克思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在教育理念上，教育者应对大学生使用与传播的网

络热词从表层主题的“知其然”，走向深层意蕴的

“知其所以然”。首先，教育者应主动步入大学生的

线上生存世界，实时跟踪与掌控大学生对网络热词

的更新与扬弃情况，准确了解与把握大学生“在线

生存”中的“心理图式”与“话语背景”，做到 “知其

然”；其次，教育者应紧密结合大学生在现实生活

世界中所表现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精细分析

大学生对网络热词所赋予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的丰富涵义，精准研判大学生在不同语境下使用同

一网络热词的多元价值取向与多样价值选择，做到

“知其所以然”；最后，在“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

的基础上，精确定位大学生在理想信念与成长成才

方面的发展需求与价值取向，开展具有针对性、原

创性与时代性的，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与日常化的校园生活场

景深度融合的网络热词创作与传播活动，以富含博

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网络热词、

富含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精神力量的网络热词、富

含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追求的网络热

词，创新校园网络文化育人的话语载体与话语表

达，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追求与成长成才需求提供

精神指引，在“日用而不觉”的潜移默化之中弱化

“非主流”网络热词的负向消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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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转化上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化必然”

必然指事物演进的规律或趋势。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的必然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语言的

力量”。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化必然”，就是要将

叙事宏大、枯燥说教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化为

朗朗上口、方便易记的网络热词，以网络热词的亲

近感和自然性，催化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

认同与践行。为此，在创新转化上，首先，教育者

应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化必然”。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到的“山再高，往上攀，

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加满

油，把稳舵，鼓足劲，中华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

航”等鼓舞人心的话语广为热传，[2]有助于教育引导

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教育者应抓住这

一机遇“趁热打铁”，积极将这些主流思想话语转化

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热词。其次，教育者应在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化必然”，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创造精神、

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等中

华民族精神，借助于“要幸福就要奋斗”、“团结就

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万众一心向前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等脍炙人口的网络

热词表达出来，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

根，立志于奉献国家、服务人民。最后，教育者应

在弘扬劳动精神上下功夫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化

必然”，多创作与传播“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等网

络热词，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自觉

自愿地辛勤劳动、诚实劳动与创造性劳动。总之，

教育者应主动创造与创作出区别于公共网络空间中

一般性网络热词的主流思想舆论网络热词，在形式、

内涵、意义等方面不断丰富、发展与创新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同时，主动运用主流思想舆论的网络热

词创新创作校园网络文化作品，发动大学生积极开

展主流思想舆论的网络热词名篇名作评选活动等，

使得主流思想舆论的网络热词走进大学生的思维过

程，融入大学生的内在世界，融合于大学生的日常

行为之中，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践之中实现

“语言的力量”，减少和降低“非主流”网络热词的负

向消解效应。

3．沟通技巧上力求在网络热词运用中“求应然”

应然指事物应该的样子。网络热词作为一种象

征性的意义指代符号，具有强化人的自我意识的文

化特性。大学生与教育者虽“共在”于网络空间，但

双方对网络热词的运用与理解却难以实现“视界融

合”与“同频共振”。在网络热词运用中“求应然”，

就是要求教育者与学生能够运用网络热词进行精神

沟通，产生道德共情，达成价值共识。故此，在沟

通技巧上，首先，教育者应客观看待双方在网络热

词运用与理解上的差异性，换位思考地去审思与分

析大学生在网络热词使用与传播中的“狂欢表达”、

“粗俗吐槽”、“戏谑调侃”等非理性现象，在尊重自

我意识差异的平等交流互动中，与学生共同反思与

理解道德规范与价值标准，在思想上提供精神指

引，在话语上融入尊重，在动态多义的网络热词表

达中实现“互识”。其次，教育者应积极探求双方心

灵世界的意义“共通”性，充分运用富含“高雅精神”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热词不断创新创作

贴近学生思想、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理想信念

追求与成长成才需求的校园网络文化作品，以正确

的价值导向引领学生的价值取向，进而达成对使用

与传播网络热词的理性与规范“共识”。最后，在通

过“互识”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教育者应主动引导

网络热词的校园运用与传播，全力建设以“传播主

旋律、弘扬正能量”的网络热词为主打话语的校园

网络文化品牌项目，充分发挥网络热词的社会文化

性作用，实现校园网络文化育人在价值取向与价值

导向上的统一，有效破解“非主流”网络热词的负向

消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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