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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域下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现状 

与规范对策探析 

——以湖南省长沙市各高校为例 

袁涤非 杨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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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现代社会语言应用规范化的重要窗口,对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的监

测与引导十分重要,本文将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看作大学生关于语言文字的传播活动,从传播学角度对大学校园语言

生活现状进行思考。文章以 706 份湖南省长沙市各高校大学生关于大学校园语言生活情况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认为

当前大学校园语言生活存在语言形式丰富但表达力不强,语言内容时尚但健康度堪忧,语言情感饱满但行动力缺乏

的现状;并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环境五个传播要素来提出对策,只有传播要素的共同

发力,才能最终实现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的规范化、健康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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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语言生活?陈章太先生在 2013年将其定义为“人们对语言文字的学习、掌握和使用”[1],可以说,所有涉及语言文字应

用的个人活动、社会活动皆可概括为语言生活。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交流工具,按照媒介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在

大众媒介诞生之前的人际传播活动中,语言文字扮演着“媒介”的作用,传递信息、表达情感,而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

大众媒体的出现,语言文字又开始成为新媒介的传播内容,成为整个传播过程的核心。在传播学意义上,语言文字既可以作为传播

活动中的“媒介”,也是所有传播媒介的“内容”,语言文字的使用者便成了此传播活动的传者和受者,可以说,语言生活其实是

一个传播活动,从传播学视阈下对语言生活现状进行思考可以更全面、更科学地探究规范语言生活的对策,从而更好地对语言生

活进行监测与引导。 

2012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纲要(2012-2020年)》,我国对社会语言生活的监测与

引导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期在 2020年实现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的目标[2]。大

学校园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窗口,大学校园语言生活对社会语言生活发挥着引领作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把握大学

校园语言生活现状是对大学生语言生活监测与引导的前提。 

一、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现状 

为了清楚而全面地把握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现状,2016年 1月至 3月,我们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对湖南省长沙市 10所代表高校
①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 1:1,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占比约 20%、60%和 20%,参与调查大学生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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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囊括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十二大类,经过筛选,最终

共收到有效问卷 706份。调查根据校园语言的可能形式划分为四个部分,包括校园交际与文明用语、校园语言与网络语言、校园

语言与方言、校园语言与外语四个方面。调查结果发现,当代大学校园语言形式丰富,但表达力不强;语言内容时尚,但健康度堪

忧;语言情感饱满,但行动力缺乏。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认为当前大学校园语言生活亟需规范。 

(一)语言形式丰富,但表达力不强 

普通话是当前大学校园最主要的交流语言,但发展至今,普通话并不是唯一的使用语言,大学校园语言形式丰富,呈现多语言

混杂的现象。在问卷调查的开篇中,设置多选题“以下几种语言中,你能熟练用于交流的有几种”,普通话、本地方言、英语和其

他语种分别占比 96.3%、66.6%、17.7%和 5.4%;在问卷的第二部分“校园语言与网络语言”中,设计单选题“在校园生活中,你是

否会使用网络流行语”,高达 85.4%的同学表明会使用;在问卷的第三部分“校园用语与方言”中,设置单选题“你在普通话校园

生活中,使用的普通话多还是方言多”,结果显示仍有 17.4%的同学使用方言多或者分场合选择交流语言;在问卷的第四部分“校

园用语与外语”中,设计单选题“除了英语和汉语,你还会使用其他语种进行交流吗”,结果显示,22.52%的大学生除了英语和汉

语,还能熟练使用 1-2门甚至 3门以上的其他语种进行日常交流。可见,当下大学校园的语言生活已经形成了以普通话为主,网络

用语、方言、外语等其他多种形式语言共同丰富、混杂使用的现象。 

然而,在语言形式丰富的背后,却导致了每种形式语言都不够纯洁,大学生对单种语言的使用能力都不高的后果。在问卷开篇

中,设置单选题“你对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满意”,343位调查样本回答不满意,所占比例接近 50%;在普通话与方言使用方面,

设置单选题“你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是否标准”和“你的家庭方言对你的大学语言生活有多少影响”,三分之一的大学生认为自

身的普通话不标准,51.4%的同学认为大学校园的普通话使用受到了家庭方言的影响;在外语使用方面,设置单选题“你的英语口

语水平如何”,结果显示 32.3%的同学口语不好无法正常交流。数据不得不让人反思,大学占有着整个社会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大

学生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理应各方面能力都突出,尤其是语言表达能力,然而随着普通话推广普及至今,外语教学发展至今,

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存在语言使用的困难。随着大学校园语言形式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当被特别关

注,应成为校园语言监测与引导的首要议程。 

(二)语言内容时尚,但健康度堪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站在时代先锋的大学生自然成了互联网最大的使用者、受用者,由互联网衍生的语言形态也

自然而然地对现实中的语言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网络语言的使用和由它衍生的校园流行语的使用,使得大学校园语言的

内容呈现时尚化的特点。在调查问卷的第三部分“校园用语与网络用语”中,挑选了 2016 年十个较为流行的网络流行语来了解

大学生对于这些流行词汇的熟识度,流行语包括:Duang;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小鲜肉;城会玩;有钱任性;狗带;那画面太美我

不敢看;吓死宝宝了;也是醉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结果显示,83.7%的大学生熟悉 7 个及以上的流行词汇,11.5%认识 4 到 6 个,

仅 4.8%认识 3个及以下。在这一部分中,还设计单选题“遇到不明白的网络语言表达,你是否会查/问清楚它的意思”和“在校园

生活中,你是否会使用网络流行语”,79.3%的同学会查询或询问清楚网络流行语的意思,并有 85.4%的同学会在校园生活中使用

网络流行语。结果表明,当前大学校园的语言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网络用语的影响,大学生已经成为了网络流行语的影响者、

传播者。 

然而,在网络用语给校园用语带来时尚元素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高达 97.4%的被调查者认为网络语言的广泛应用

对社会有影响,并有 46.9%的同学建议对网络语言的使用采取规范措施,在网络用语带来的诸多影响中,语言使用的健康度即文明

用语问题最引人瞩目。在问卷的第一部分“校园交际与文明用语”中设置单选题“在校园生活中,你使用脏话的频率如何”,结

果显示,12.9%的同学经常使用,65%偶尔使用,仅 21%的同学从不使用。当然,语言使用的健康度不高并不能全部归结到网络用语的

流行上,应该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利用交叉分析的原理,对性别、学历与使用脏话频率的关联度分别进行考察,结果发

现,23%的男生经常使用脏话,而女生占比 7.8%;27%的女生从不使用脏话,男生占比 12.4%;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从不使用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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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比分别是 19.2%、19.3%、27.4%。结果说明,一方面,男生比女生使用脏话的频率高,另一方面,学历越高,文明用语就越规

范。 

(三)语言情感饱满,但行动力缺乏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全民语言的分支,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方言是某个社会内某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有它自己的特点
[3]。对于大学生来说,方言代表着故乡,代表着父母,代表着童年,通过我们的调查不难发现,大学生对方言的情感是十分饱满的。

在调查问卷的第三部分中设计单选题“你认为普通话能否取代方言”“在不久的将来,你有了孩子后是否会让他学习方言”和

“你对方言的逐渐衰落持什么态度”,结果显示,87.3%的大学生认为普通话不能取代方言,方言有其独有的语言特色与情感,74%

的大学生以后会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方言,并有 80%以上的大学生觉得方言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消失很可惜或对方言的衰落

表示无奈。可见,非常大一部分大学生对于方言情感深重,认为普通话不能取代方言。 

然而,普通话是我国指定的通用交流语言,为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增进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必须熟练使用普通话,随着

社会的进步发展,普通话逐渐取代方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的调查同样设计问题“你在普通话校园中,使用的普通话多还

是方言多”,82.6%的同学表示使用普通话多,设置单选题“你何时进入全普通话语境”,一直都是、小学以后、中学以后和大学

之后的占比分别是 23.8%、13%、13.3%和 49.9%。这些数据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话推及的效果良好,方言正随着时间的流逝

走向没落。大学生遗憾于方言的逐渐没落,却对此无能为力,缺乏方言保护的行动力。普通话取代方言的理性事实与不能取代方

言的感性情愫出现矛盾,如何既保持普通话在语言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保护好方言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语言研究者不得不

重视的问题。 

二、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现状的规范对策 

语言生活既是一切关于语言文字应用的个人、社会活动,也是一切事关语言文字的传播活动。著名的传播学大师拉斯韦尔认

为完整的传播活动应当包括 5个要素,即传播者、信息、媒介、接受者和效果。香农·韦弗在拉斯韦尔 5W的基础上,增加了噪音

这一传播元素[4],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改变最终的传播效果。基于传播学理论和前文对大学校园语言生

活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对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的规范应当从传受者、内容、渠道及环境四个部分进行,前三者属于内部规范,后

者属于外部规范。只有内部规范和外部规范相结合,才能最终实现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的规范化、健康化、科学化。 

(一)传受者规范:大学生自我调节,规范使用语言文字 

传者和受众是传播活动最基础的两个部分,传受者规范是规范传播活动的第一步,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的传受者即当代大学

生。当代大学生基本为 90 后和 00 后,一方面他们拥有求新尚异、追求个性的特点,在语言生活方面容易接受社会和网络等各类

流行语,另一方面他们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期,缺乏道德判断,心理素质脆弱,思维不成熟,在语言生活中所接

受的新鲜词汇也不乏一些不文明语言,这些不文明语言既拓宽了他们的语言表达,也使得他们在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就业

压力等众多压力面前找到了一条宣泄的路径。语言是思维的体现,大学生群体中流行的语言恰恰体现了他们无助、压抑的心理,

这些语言对学生的心态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积极作用。大学生应当主动学会自我调节,有意识地提高情绪处理能力,不受消极

人生态度和错误人生观、价值观语言的影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 

(二)内容规范:提高推普工作质量,促进外语教学改革 

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用语形式丰富,内容时尚,但单语种的应用能力并不高,这就要求必须从内

容上进行把关。具体体现在提高推普工作质量和促进外语教学改革。普通话是我国指定的通用语言形式,规范地使用普通话是规

范大学校园语言生活的关键。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73%的大学生认为普通话不标准会对人际交流造成影响,但 84.3%的同学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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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参加过专门的普通话培训,可见,推广并普及普通话工作开展至今,本应有质的飞越,却在高校这一重要环节并没有落到实

处。笔者认为,高校不能放松警惕,应当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大力推进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工作。一方面,定期开展普通话培训甚至增

设专门的《普通话训练》课程,通过专业老师的教授、辅导,大力提高大学生的普通话口语水平及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应当积极

组织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以测试的方式促进和提高普通话教学质量。 

除此之外,外语教学改革也是传播内容规范的另一重大内容。针对当前并未减轻的“哑巴英语”现象,高校仍须引起重视,外

语教学改革成为必要。当前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大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通过让学生背诵单词、阅读文章来提高学生的读、

写能力,通过听原音对话、文章、新闻等来提高听写能力,通过教授简单的英语常用语来提高口语能力,而口语能力的培养在现实

中往往排在最末。笔者认为,高校外语口语教学应当以“说”为第一目的,应当先教会学生如何“说外语”,再教会如何“写外

语”,观念上的改变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第一步;其次应当实现全外语化和情景化,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创造一个全英

文的环境,并模拟不同的情境,使学生能置身其中,在提高口语能力的前提下再对相关理论进行理解。 

(三)渠道规范:丰富校园语言活动,成立方言保护社团 

传播渠道是传播活动中的关键,没有渠道传播活动无法进行,所以除了传受者规范和内容规范之外,渠道规范也是传播活动

规范的重要一环。当前高校应当拓宽语言渠道,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一方面,高校应广泛鼓励和开展课外语言活动,借助演讲

比赛、诗歌朗诵比赛、话剧表演、双语影视翻译配音大赛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来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营造良好的校园

语言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高校应当重视教师的语言文字能力,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教师的规范用语,对学生会

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这也属于语言生活环境建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基于大学生语言生活现状的问卷调查报告,大部分大学生

对方言的没落表示无奈甚至担忧,认为方言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很可惜,但随着市场的进步与发展,方言阻碍人际

交流、社会进步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成为语言研究者的难题。笔者认为,方言作为地区语言,有着一定的区域特

色、民族特色、历史特色、文化特色,作为交流工具可以被取代,但作为历史遗产是不能消失的。高校是社会文化的集聚地,在大

学校园中,高校可以在普及普通话用语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成立方言社团,积极开展方言调研、方言传承和方言保护活动,保存方言

这一重要的人类文明宝藏。 

(四)环境规范: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净化校园语言环境 

环境规范不同于前三者,是传播规范的外部规范,在大学校园语言生活上表现为对校园语言环境的控制,这要求高校积极调

整人才培养模式,重视校园语言环境创建,营造规范、健康、科学的校园语言环境。高校作为大学生的管理者和培养者,在校园语

言生活的监测与引导上必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首先,高校必须认识到,健康语言环境的创建并非一时之功,需要建立语

言文字工作长效机制,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学校文化内涵建设之中,使得语言文字工作成为学校管理和教学的日常工作,只有从

根本上认识到语言生活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有效地对校园语言生活进行监测与引导;其次,高校不应一味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应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这一基础上,适当提高语言课程和其他人文素质课程的占比,语言课程可以直接提高

学生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使其语言文字使用更规范、更文明,而人文素质课程能够训练师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能间接提高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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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0所代表高校分别为: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警察学院、湖南中

医药大学、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