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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具有新颖、简洁、幽默等属性的网络语言，逐渐成为人们进行交流沟

通的新型语言表达形式，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论文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网络语言的应用意义和对汉语言文化

发展的影响。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social platform, the network language with 
novel, concise, humorous and other attribut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form of language expression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and	has	an	impact	on	people’s	lif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network	languag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关键词：认知心理学；网络语言；应用

Keywords: cognitive psychology; network language; application

DOI:	10.12346/sde.v4i10.7601

1 引言
语言是人们进行沟通的交流工具，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

有重要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网络社交平台的

出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逐渐变快，网络语言这种具有

趣味性、简短等特点的新型语言形式顺势而生，满足了人们

交流沟通的新需求，并广泛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给人们的生

活注入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要求我们

辩证客观地看待和规范使用网络语言 [1]。

2 网络语言概述
2.1 网络语言的概念

与传统语言形式有所区别，网络语言是互联网蓬勃发展

的产物，是特殊的新语言形式。网络语言诞生之初，传播和

影响的范围仅限于互联网，人们运用网络语言在社交网络平

台进行交流。网络语言的含义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用于

新媒体的描述性用语，以及与网络有密切联系的专业用语 [2]。

语言运用方式与传统语言类似，一种是适用于虚拟网络的新

型用语。人们为了能更方便的在网络上展示和表达自己的情

感态度，通过改造现有语言，并以谐音、缩略词汇等形式

创建出来的一种新型语言，具有诙谐、新奇、简洁等特点，

方便人们在网上能快速沟通、更为形象通俗地输出自己的真

实想法和观点，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这种网络语言的

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网络虚拟世界，开始广泛运用在现实世

界，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2.2 网络语言的词汇分类
网络词汇是人们借助互联网平台对现有文字进行加工改

造出来的新型词汇，是构成网络语言的基础内容。网络词

汇的形式多样，具有灵活性和多变性。比如，缩略词型，

这种形式主要是由于快节奏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减少打字

量、方便人们快速交流沟通而催生出来的，要求表达精准、

便于交流 [3]。缩略词不限于汉语，还有英语形式。英语形式

的主要是通过每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在一起，汉语形式与之

类似，通过汉语拼音的首字母组合在一起。例如，“你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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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缩写成“NSDD”。谐音型也是使用广泛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的主要类型有数字型、汉语、英语型，有时两者

还可以混合使用。数字型是根据数字有某些字的发音相近，

为了简洁用词，直接用数字取代某些词进行交流。例如，用

“555”取代“呜呜呜”，表示哭泣的意思。汉语型是根据

发音相近的词汇，进行词汇的替换的一种形式。例如，“鸭

梨”取代“压力”。符号型也是频繁使用的一种形式，为了

能够直观形象地表达当下的情绪，人们借助符号取代描绘形

容情绪的词汇，既能精确地传达自己的情绪，还能够节省时

间，减少沟通成本，比如表情包，种类多样，形式丰富的表

情包备受人们的喜爱，经常用于人们在交流软件上的聊天，

方便人们表达情感的同时，表情包本身的诙谐性也有助于营

造轻松活泼的聊天环境，让人们能够在网络上获得愉悦的

沟通体验。有的形式直接改变了词汇原有的意思，并结合

互联网的特殊语境进行重新解释，比如语义重置型的词汇。

互联网宽松的环境也催生了一些具有网络特色的创新词汇，

通过将各种形式打乱结合在一起，突破了传统语言和语法的

限制，构成了混搭型的网络用词，比如“I 服了 U”，意为 
“我服了你”[1]。

2.3 网络语言的成因
快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催生了网络语言这种区别于

传统语言的新型语言形式，人们借助网络语言表现和抒发内

心的真实情感，展示个性。网络语言的产生离不开时代环境

的因素，也与当代人的心理状况有密切关联。

首先，网络语言特有的优势，使得它能够存在并广泛传

播。网络语言的形式简洁、使用方便，人们为了提高沟通

效率，从而缩短打字时间的前提下，对文字进行重新构造，

使其能够准确表达人们当下的想法和情绪的同时，还方便使

用，节省沟通时间，符合互联网时代快节奏的特征 [4]。为了

能够准确描述形容人的某种特质，把不同的词汇进行处理和

融合，集中用一个词表达这种特质，有的是直接将句子缩短

成一个词汇，简短、方便使用的特点，促进了网络语言的传

播，并被人们广泛使用。其次，网络语言具有生动形象的特

点，而且还具有趣味性。比如，用“吃瓜”这个词被高频率

地使用，它只要是形容一些网络上只是浏览观看但并不发表

自己的见解和意见的现象，将现实生活中的形象用词的形式

表现出来，并结合语境进行使用，由于它的生动表达和对这

种现象的精确简练的概括，“吃瓜”一词迅速传播，被人们

广泛应用在网络交流中，并且还被带到了现实生活中，进一

步扩大了该词汇的影响力。再者，网络语言特有的幽默诙

谐的特质，也是它能够存在和被人们接受认同的原因之一。

互联网宽松的环境，使得网络平台成为人们娱乐、身心愉悦

的一个特殊环境，网络语言方便人们理解的同时，趣味性的

表达形式也让人们更易接受，近年来，一些热词的背后往

往是某种社会现象的投射，人们对这些词汇的喜爱和传播，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心理情绪。此外，趣味性的语

言能够创造愉悦轻松的沟通环境，让人们的沟通更加顺畅和

活泼，提高了沟通效率。最后，新颖和创新也是网络语言能

够迅速传播的重要因素。网络语言通过对传统词汇进行创新

改造，或者赋予一些词语新的概念，这种形式能够带给人们

不同于现实生活的视觉体验，能够迅速引起人们的注意，并

根据这些词汇的新解释，将其运用于特定的沟通和交流语境

中，具有鲜明的网络特征 [2]。

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也是促进网络语言形成的

重要原因，媒体通过对一些热词的使用和介绍，并借助媒体

平台进行传播，引起大众的普遍关注，极大地推动了网络词

语的传播和扩大了网络词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网络语言

虽然流行迅速，能够广泛传播，但是却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一些网络语言只是特定时期由于某些特定事件引起广泛传

播，等该事件的热度一过，人们失去了讨论的热情，该词汇

也会随着事件一起被渐渐忽视，生命周期短。一些网络语言

的使用周期长，能够在不同时期结合时代背景进行重新改

造，生命周期长，传播持久 [3]。

3 认知心理学视角
从 Sapir-Whorf 理论来看，语言对于人类的思维方式具

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不同的语言能够体现出人类认识世界的

不同方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为了满足表意功能的需要，

不断地改变语言的结构，并融入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语言

变异。人类认知机制以及交际者的心理因素，都会对语言变

异造成影响。网络语言就是词汇的变异形式，在互联网上，

交际者有意地改变语言常规的表达形式，从而制造出特定环

境下的交际效果。认知心理学视角下，论文通过意象图式理

论和隐喻理论，分别对网络语言的变异本质展开分析。

3.1 意象图式理论
Mark Johnson 于 1987 年提出意象图式理论，认为意象

图式是感知互动及感觉运动活动中不断再现的动态结构，这

种结构给我们的经验以连贯和结构。意象图式对于人们的生

活具有重要作用，在对新信息进行加工时，人们往往通过直

觉反应来解释新信息，忽略了新信息可能存在其他理解的可

能。Johnson 总结出了二十多种意象图式，例如容器模式、

循环模式、连接模式、垂直模式以及力道模式等。容器图式、

力道图式以及循环图式是最常见的三种图式，论文分析了这

三种图式对概念的结构识解过程。

3.1.1	容器图式
容器图式主要涉及有形或者无形的边缘与容器内物体的

关系。既包含对容器内部物体的限制与保护，还包含了对外

部物体的转换与交流。人们常常将自身的情绪、状态等抽象

的改变当成是有形的实体，通过量化操作，使之成为容器。

3.1.2	循环图式
循环图式主要包含反复出现的事件。循环结构模式包含：

初始点—不受阻碍的事件过程—回到初始状态。日夜更迭、

四季循环、呼吸的进行等都是循环图式。

3.1.3	力道图式
力道图式主要涉及心理或者身体上力的相互作用，包含

平衡图式、阻碍图式、引力图式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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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把情绪或者事态看成是一种力量，并用力道图式来表示力

量的此消彼长。

3.2 隐喻理论
隐喻作为基本的认知方式，强调两个概念是否具有相似

性，隐喻包含两个认知域，分别是目标域和源域。两者的相

似性是构成隐喻语义的基础，隐喻强调从源域向目标域的映

射，通过源域能够理解目标域。日常生活中，人们进行感知

活动时，往往将身体经验的真实感受映射到抽象的思维上，

借助具体的隐喻映射，能够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化，这也

是分析网络语言的理论依据 [4]。

4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网络语言的应用意义
语言是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特殊的社会现象，

语言离不开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网络语

言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映射了社会心理。人们在日

常交流中，既需要使用文字语言，也需要使用肢体语言，例

如，手势、肢体动作、语调和表情。文字和肢体语言的使用，

使得人们能够将自己的情绪和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为了实

现有效沟通，需要提升社交亲密度，人们通过交流得知彼此

的个人信息，从而建立社交亲密度。表情符号是新的语言类

型，如笑脸、哭脸等，这些表情符号能够作用于人的大脑，

改变大脑的工作形式，从而实现基础的交流，换句话说，网

络语言的这些表情符号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使

得人们能够进行良好的交流 [5]。

网络语言作为平面语言，具有明显的简明性。网络信息时

代，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于语言形式也有了新的需求，

人们希望能够使用更为简短的语言来表达完整的意义。网络语

言的出现，让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加简约化，并且提升了交际效

率。除此之外，网络语言不仅简化了语言符号，还赋予了语言

更多元的意义。比如，“囧”原意为光明，但是在网络上，该

字被赋予郁闷、无奈的含义，成为频繁使用的网络流行字。

5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
5.1 网络语言的积极影响

作为语言形式的一种，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网络语言能够为文化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

网络信息的特殊性，也有助于教育观念的转变。网络语言具

有强大的创新力，它的诞生能够给汉语言文学带来新的发

展可能，创新了汉语言文学的形式。当前，随着网络语言

的迅速发展，网络语言的应用和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比如网络语言学的成立是为了专门研究网络语言 [6]。有关专

家认为，网络语言的诞生依托于社会环境，社会的不断发展

和进步也会推动网络语言的变化。网络语言受汉语言文化的

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汉语言文学的变化，两者之间具

有紧密的关联。网络语言是基于汉语言文字产生的，它创新

了汉语言文字的形式，并逐渐演化成具有鲜明特点的语言系

统，人们可以利用网络语言进行交流沟通，抒发个人情感和

对社会事件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网络语言也在不断创新和

变化。近年来，网络语言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不再局限于虚

拟网络，现实生活中也被频繁使用。人们使用网络语言进行

现实生活的交流和沟通，丰富了汉语言文字，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汉语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比如，“囧”字原意是光明，

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很少用到，网络语言给予该字新的解

释，创新了它的使用形式，并衍生出许多表情包，“囧”字

迅速流行于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继而影响到汉语言文学，

丰富了汉语言文化的形式，使汉语言文化更加生动化 [7]。

5.2 网络语言的消极影响
网络语言和汉语言文学具有密切关联，网络语言作为一

种创新的语言形式，改变了语言原来的使用方式，以及文字

原本的意思，导致许多文字在实际运用中出现错误使用、曲

解词义的现象，增加了语言教学的负担 [8]。特别是青春期的

学生好奇心强，容易被新事物吸引，但是这一时期的学生价

值观念还未完全形成，难以对外界事物进行区分和辨别，容

易被网络语言所影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规范、准确地运用

文字进行写作和表达，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审美能

力，降低语言教学的效率。比如，“蓝瘦香菇”一词是对“难

受想哭”的创新，但是随着这一热词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越

来越多的人使用该词取代“难受想哭”，这种情况容易使人

混淆正确的读音，导致汉语言文字的不规范使用，不利于汉

语言文学的发展 [6]。

6 结语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的产生创新了人们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拓宽了人们

日常娱乐的渠道，满足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彰显自己的

个性，同时也有利于民意的表达和舆论的监督。同时我们也

应注意网络语言消极的一面，规范使用网络语言，为人们提

供一个更加健康积极的互联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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