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语言创新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但对目前网络语言泛滥"乱用"改造

成语的现象我抱谨慎乐观的态度!

过去语言传播渠道有限# 基本以传

统媒体为主# 现在语言有了新的土

壤"新的平台#网络环境为语言发展

提供了活力" 让原本受到束缚的语

言拥有了空间#得到了释放!

改变成语# 若能让别人理解也

未尝不可! 我记得中央电视台播过

一个山西省的旅游广告# 广告语是

$晋善晋美%#用山西的简称$晋%取

代成语原来的$尽%!这样改用#大家

都看得明白&到山西旅游#带给你尽

善尽美的感受!

语言本质是传达" 交流信息的

符号体系# 只要符号编码能让对方

接受没有异议#不产生障碍#就成功

完成了沟通! 但现在很多孩子和年

轻人热衷使用他们自认为合适的表

达方式! 许多生造的成语莫名其妙

诞生了#像什么$人艰不拆%$不明觉

厉%$喜大普奔% ''这些所谓的成

语本身并不符合词语的规律# 对语

言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 首先是影

响学校的语言教育# 对处于学习阶

段的中小学生来说# 会让他们以为

这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语言! 其次是

不利于语言的传承# 破坏汉语的规

范!经典的成语有包含文化信息#给

人的感觉温文尔雅# 而现在的很多

生造成语" 网络用语纯粹是无聊的

文字游戏#像什么$然并卵%$屌丝%

毫无审美趣味!

高雅"高贵的风度首先体现在

你的语言表达上! 现在的年轻人

用微信聊天# 潜移默化地受到这

些低俗语言的影响# 降低审美情

趣! 这些是语言中消极的部分#受

这类语言影响# 人的语言教养缺

失#语言表达变得粗鄙#可以说是

没文化的表现!

哲学家尼采就曾对德国青少年

母语的学习表现出担忧# 埋怨他们

不学习经典作家的表达方式#反而

学习当时德国媒体乐衷使用的新

潮但粗粝的风格! 尼采反对$对青

少年尚未成型的心灵印上(新闻审

美趣味)的野蛮标记!%他认为内容

浅薄" 缺乏酝酿的即兴发挥式的粗

率语言容易滋生青少年对待母语的

马虎态度!

这类语言其实不被主流媒体接

受#它们有特定的生存平台#在主流

生活中没有市场! 一个人随着阅历

增长"阅读量扩大#在正式场合会逐

渐摒弃这类粗俗的表达方式! 主流

媒体"出版物"语文教育对这类语言

的乱用现象要保持警惕#不要提倡!

上海远东出版社副编审、审校
室主任（原《咬文嚼字》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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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理解之后，是表达。唐本强提到了口头表
达训练的欠缺。现在的语文教学不强调学生口
头表达的培养，因为考试没有要求，造成很多
学生患上“失语症”，处于“失语”状态，缺乏思
想，缺乏语言底蕴。邓岩欣说，大部分学生上课
回答都是一两个字的答案，缺乏完整组织句子
的能力。唐本强说，如果要求学生回答一段完

整的话，基本没法做到。香港大学宣布不再招
收内地的高考状元，因为通过几年的招生，他
们发现，这些状元是考出来的状元，不是文理
兼备、有思想、有文化的状元。

唐本强在青浦区朱家角中学担任语文教
研顾问，提倡上课模式要注重培育学生的高阶
思维，让学生自主地学习，自己读文章，发表看
法，不要有标准答案。所谓“多元有界，守正出
新。”学生的思想有深浅，读了课文的想法会有不
同，鼓励多元解读，挖掘他们思想的立体性。

成语大会成“网红”成语运用遭“冷遇”
专家指出语文教育是慢活，需要积累沉淀和熏陶

《中国成语大会》春节期间的网络视频点击量超过3800万，在《汉
字听写大会》后再度创造语言类综艺节目的神话，参赛的“白话灵犀”组
合也成为网络红人。一个成语竞赛节目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令人有
些意外，因为现实生活中，善用成语、会用成语的年轻人不多。

本报记者 金雷 教育好声音

摒弃乱用成语
提升语言教养

上班族成语掌握度不及学生

! ! ! !记者请上外黄浦外国语小学五年级的褚宇
瀚根据词义写出合适的成语。他认真看了题目，
慢慢作答。除了“无奈”和“崇拜”，其他词义都答
出相关成语。“春天”和“色彩丰富”两个词义，他
各写出三个以上的相关成语。
语文教育从小学开始教授成语。小学生的

作业对成语有明确规定。在长宁实验小学读四
年级的谢子润告诉记者，每篇作文老师要求至
少用到三个成语。问她做得到么，她回答做得
到，有时脑子里会想到不止一个成语，然后选择
合适的。记者递给谢子润同样的测试题，她很快
交卷，除了“崇拜”，其他都写出了相关成语。

在比乐中学读高二的蒋文鑫平时喜欢看
《史记》，欣赏司马迁笔下对历史人物的描写，
“他写得很客观，很公正，”蒋文鑫告诉记者，书
中一些词句自己写作文时可以借用。记者也给
蒋文鑫做了测试，每个词义他都写了两到三个
成语。不过问到成语现在用得多不多，他回答平
时与同学通过微信、!! 交流成语时不是主要
表达和书写手段。
记者找了几名工作几年的年轻人。丁一斐

从事设计工作，同样的测试题，她的答卷上，“好
高骛远”的“骛”只写了拼音，“欢呼雀跃”的“雀”
也写了拼音，在“英雄”这个词义旁边，她写了
“" # $% &'()”的英语。另一位从事广告销售
的郑琦在“风驰电掣”的“掣”上想了很久。这个
“掣”，几名接受测试的学生都写对了。

对成语的理解，褚宇瀚说是四字短语，还能
从成语中学到小道理。谢子润也说有些成语是
可以用在讲道理上的。蒋文鑫理解成语是将某
个事件或者某些复杂的语言用简洁精炼的方式
表达出来，学习成语能让自己的语言更加形象、
更具文采。

成语学习源自阅读质量提升
! ! ! !记者问蒋文鑫表达心情时习惯用哪些方
法，他马上在不开心的词义边写下“受到 *++++

点伤害”，他说有时也喜欢用表情符号，甚至
,-.动图。网络用语成为年轻人平时书写表达
主要手段。成语更是被“解构”“生造”，生成了类
似“十动然拒”“人艰不拆”“不明觉厉”“喜大普
奔”等热门短语。
对这种现象的泛滥，体制内的教育者有所

警惕。语文特级教师唐本强希望从语文教育根源
上找原因。/+**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解读》中要求：学生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和格言
警句。成语教育在小学阶段有数量的具体要求。唐
本强说，到了初中，语文教学要求中，不含成语，这
跟考试的指挥棒有关系，考试题型中舍去了成语
填空、填写修辞手法，教学就不作要求。
成语都有出典，要掌握并乐于使用成语进

行书写和表达，阅读是最重要的手段。记者问褚
宇瀚喜欢什么课，他回答语文课，理由是通过读
书可以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问他平时看什么
书，回答有钱文忠的书。谢子润说比起数学课、
英语课，自己更喜欢语文课。除了《哈利波特》
《查理九世》，她还爱看《守墓人的女儿》，为主人
公的身世深深吸引。记者采访的学生中不少提
到阅读不多，因为作业占据了很多时间。唐本强
说，要思考在有限的阅读中如何提高学生的阅
读质量。现在的学生处在碎片阅读的困惑中，课
文不够成系统，接受的知识碎片化。受到快餐文
化的影响，都希望学生今天把知识吃下去明天
就长肉。语文教育其实是慢活，需要积累，需要
沉淀，需要熏陶，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不少老师中文传统积累欠缺

! ! ! !对阅读和思维素质的培养，也被很多体制
外的教育机构看重。新语英华博雅教育的创办
人夏正权就在摸索一种合适的方法补充现有
的中文传统知识教育。负责少儿国学课程设计
的周萍老师介绍，比如教一首诗，会给孩子一
堆字卡，让他们自己去组成诗句。
在学校里，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讲授成语的

出典。新语英华博雅教育要补上这一课。周萍
说，但也不是光靠老师讲授，通过角色扮演的
形式，让学生来理解成语典故，这样，以后遇到
正确的语境能融汇使用。

语言可以靠短期的刺激效应让学生记住，
但长期效应是帮助学生最终学会应用，如果孩
子的语言知识来源模糊，就没法真正掌握并使
用语言。周萍提到了这其中的思维能力。语言
的使用是思维能力的外在表现，没有想清楚，
表达方式可能就会用得不合适。夏正权说，他
们的目的就是要锻炼学生的思维品质，有了优
秀的思维品质就具备了表达能力，就可以在如
今地球村的环境中进行跨文化的沟通。
负责成人国学课程设计的邓岩欣老师说，

现在不少老师本身的中文传统积累就欠缺。记
得听应聘的授课老师试讲，有时连学生的名字
念错音，有时连一个简单的板书里的词比如
“鹌鹑”也会读错、写错。

学生口头表达缺乏语言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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