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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谐音梗可别念“邪”了

一、热点概述

谐音梗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碎碎平安”“886”等，但近年来其

被乱用的现象愈发普遍，引发担忧。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整治此问题。谐音梗兴起于宋朝等

时期，古人的诗词、对联等文学形式中就有出现，其魅力在于能表达含蓄情感、增添生活乐趣、成为社

交货币。然而，谐音梗的随意使用也存在诸多问题，如造成交流壁垒、削弱语言表达力、影响青少年价

值观等。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在当今的网络社交平台与日常交流中，谐音梗的过度使用随处可见。例如在一些电商广告文案里，

将“品质优良”写成“品制尤粮”，故意使用谐音梗来吸引眼球，却让消费者在理解产品真实特性时产

生困惑。在学生的作文中，也常出现为了标新立异而滥用谐音梗的情况，如把“努力学习”写成“奴力

学夕”，破坏了文字的规范性与表达的准确性。

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某些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成语被肆意谐音改编。像“依依不舍”被改成

“衣衣不舍”用于服装店广告，这种对传统成语的谐音篡改，使得青少年在学习成语的初始阶段就可能

接收到错误信息，影响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与传承。据调查，在对中小学生进行成语理解测试时，

接触过大量错误谐音梗成语的学生，其对正确成语含义的理解准确率比未接触的学生低约 30%。

2.道理论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有着自身的规范体系。谐音梗的过度使用违背了语言的规范性原则。当大量

不规范的谐音梗充斥在交流环境中时，会使语言的表意功能逐渐模糊。例如在正式的商务谈判或学术

交流中，如果频繁使用谐音梗，会让交流双方难以准确把握关键信息，降低沟通效率，阻碍信息的有

效传递。

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与精神内涵，谐音梗的随意使用可能会对其造成侵蚀。文化的传承需要

在尊重和维护其原有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一些低俗、恶搞的谐音梗，如将“英雄豪杰”谐音为

“阴熊好劫”，完全扭曲了词语的正面意义，破坏了文化的庄重性与严肃性，长此以往，会导致优秀传

统文化在人们心中的价值感降低，影响文化传承的根基。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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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当今社会，谐音梗被广泛应用于网络交流、广告宣传、日常表达等各个方面。一方面，谐

音梗能带来幽默风趣、简洁易记的效果，创造轻松的交流氛围；但另一方面，谐音梗的泛滥也导致

了语言规范被破坏、文化内涵被曲解等问题。例如一些广告为博眼球，将成语随意谐音篡改，对青

少年的语文学习和文化认知产生误导。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危害-过渡-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谐音梗在当下社会的广泛流行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应该全面分析，理性看待。

第二步——意义：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谐音梗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趣味性。

一方面，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它能够以简洁、诙谐的方式表达情感或传达信息，有效地缓解人

们的压力，营造轻松愉快的交流氛围。例如在朋友之间的调侃、社交媒体的互动中，巧妙的谐音梗可以

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拉近社交距离。

另一方面，一些谐音梗在商业广告中的运用，如果运用得当，能够使品牌名称或产品特点更具记忆

点，助力营销推广，像“滴滴出行”的广告语“滴滴一下，马上出发”，“滴滴”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

便捷、快速之意，通过简单的谐音梗强化了品牌形象，让消费者更容易记住。

第三步——危害：

然而，谐音梗的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首先，对语言规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语言作为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有着自身严谨的语法

结构和语义体系。当谐音梗被随意滥用，尤其是在一些正式场合或书面表达中，如学生的作文、新闻报

道、商务文件等，会导致语言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受到破坏，使得信息传达出现偏差或误解。例如，将

“一往无前”谐音为“一网无前”，虽然在网络语境中可能被视为一种创意，但在正式的文学创作或教

育场景中，这种用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会误导青少年对正确词汇的学习和运用，影响他们语言素养的培

养。

其次，谐音梗的泛滥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许多成语、诗词等传统文化瑰宝都有着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特定的文化内涵，而一些商家或个人为了追求一时的新奇或商业利益，对这些经典进行恶意谐

音篡改，如“咳不容缓”、“随心所浴”等。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的严肃性和完整性，也使得

青少年在接受文化熏陶的过程中产生混淆，难以真正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削弱了传统文化在人们心中

的地位和价值，长此以往，将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第四步——过渡：

为了使谐音梗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避免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做好以下几点。

第五步——对策：

第一，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语言素养和文化意识，在使用谐音梗时把握好度，区分

场合，避免在正式的书面语和重要的交流情境中随意使用谐音梗，尤其是要避免对传统文化的恶搞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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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第二，在教育领域，学校和教师应加强对学生语言规范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和使用谐音梗，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和热爱之情。例如，可以通过开展语文课堂讨论、文化

讲座等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语言和文化的魅力，增强他们辨别和抵制不良谐音梗的能力。

第三，在社会层面，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广告、媒体等行业的监管力度，制定明确的语言使用规范和

标准，严厉打击恶意篡改成语、滥用谐音梗等破坏语言文化环境的行为，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同时，媒

体也应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传播正面、健康、富有创意的谐音梗案例，倡导文明、规范的语言文化风

尚。

第六步——总结结尾：

总之，谐音梗本身并无原罪，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它。我们要在享受谐音梗带来的乐

趣和创意的同时，更应该坚守语言规范和文化底线，让谐音梗成为丰富我们语言文化生活的有益补充，

而不是破坏语言和文化的“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既保持创新活

力，又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一个和谐、健康、富有文化内涵的语言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