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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走出“词穷”之困

一、热点概述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半数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

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

沟通交流是人际互动的重要方式。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背后是思维和认知。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依

靠流行语、表情包就能“直抒胸臆”，但这种浅白直接的输出方式，让一些复杂深邃的表达逐渐被遗忘。

在离开网络环境、需要进行规范化表达时，一些年轻人只剩下了干瘪的文字和磕绊的语言。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词穷”之困，被网友们戏称为“文字失语症”。“失语症”原本是医学专有名词，指的是患者大

脑语言功能区病变，导致患者出现言语功能障碍。将其引申到文化领域，就是常常表现为张口难言，词

不达意，语言组织能力衰退，无法运用语言清晰地表达情绪和观点。“文字失语症”主要表现为：一张

嘴就“语塞”。对某件事情发表观点时，明明有一大堆话就在嘴边，但一张口却只是“好”“厉害”等

几个短平快用词，要问“好在哪里”，便怎么也描述不出来。或者用网络用语代替自己想说的话；说话

逻辑“剪不断、理还乱”。每次需要发言时，恨不得一口气全部说完，但磕磕巴巴讲半天也讲不明白，

既啰嗦又混乱，说话没抓到点子上。长期的表达挫败感使得人们渐渐害怕去表达；错用字词，“已读乱

回”。有时一时没想好怎么回复，便开始用戏谑或者滑稽的方式，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来应对，

或倾向于使用模糊、笼统的词汇。

2.道理论证：

（1）媒介技术在不断挤压个人的生活空间，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个人的生活。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在惊喜于“手机无所不能”，欢呼“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同时，也要警惕媒介技术带来的“自我麻

醉”“自我沉迷”等负面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导致的后果是，媒介科技越发达，人的感官越退化，精

神越发空虚，思维越发枯竭。因此，要妥善处理好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倡导“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回归。对个人来说，要学会给生活留白，不要被手机完全占满。平时可以尝试与家人、

朋友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多参加运动锻炼，回归大自然。

（2）语言背后体现的是思维，过去的文字表达需要调动个人的知识积累进行遣词造句。但现在不

少年轻人迷恋短视频，习惯了用浅白的网络语言进行表达。网络语言的复制模仿、随意改编、混乱使用

可能会重塑青年群体的语言，进而影响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习惯。久而久之，“短平快”取代深度思考，

“感官刺激”取代“理性思维”。因此，短视频语言取代文字表达，不仅会带来“词穷”问题，还可能

导致个人逻辑思维的破坏和理性思考的缺失，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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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策建议：

（1）读万卷书，从经典中汲取营养……

（2）尊重表达，向低俗用语说“不”……

（3）引导网民合理恰当地使用语言文字……

4.原因分析：

（1）过度依赖媒介技术……

（2）过度依赖线上沟通削弱了线下交流……

（3）“视觉传播”带来人们思维模式的变化……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现如今，许多年轻人有这样的体验：一旦脱离网络环境、离开常用的网络流行词和表情包，

便觉着不会“好好说话”了；当被领导或老板点名发言时，脑子会突然卡顿，支支吾吾许久也说不

出个完整的句子；一写文章就像挤牙膏，铆足了劲，但半天也憋不出几个字。这种表达困难的现象

被网友戏称为“文字失语症”。对于这种现象，谈谈你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影响-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线上交流逐渐成为人们主要交流方式之一，人们在线上聊得“风生水起”

的同时，也发现自己在线下交流中渐渐患上了“文字失语症”。我认为这种现象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注

意和警惕……

第二步——影响：

首先，“文字失语症”首先带来的影响便是语言表达的障碍。当我们习惯了用简短的网络流行词来

表达复杂的情感和观点时，我们逐渐丧失了用丰富的语言来描述事物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在真实的交流

场景中，如职场发言或写作时，变得结巴、词不达意，无法清晰地传达自己的思想……

其次，“欲说却词穷”的文字失语问题会对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导致个体思维方式的简单化和粗糙

化，也会对集体性的民族文化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步——原因分析：

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碎片化特性也让我们的阅读和思考方式变得肤浅，探讨和表达不够深入……

另一方面，网络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变得快速而简洁，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简单明了的网络语言，而

忽略了对传统语言表达的训练……

此外，在“回音壁效应”作用之下，或耳濡目染，或跟风从众，一部分人更加容易依赖网络语言进

行表达，加速形成“文字失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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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过渡：

语言文字是沟通的基础，如今不少年轻人却时常感到“有话说不出”“说得不准确”，甚至慢慢变

得“无话可说”。为了转变这一现象，我们还可以这样做：

第五步——对策：

第一，用文化积累打好表达“底”。要想表达得流利顺畅，说出“漂亮话”，少不了语料的积累。

做好文化积累，我们可以不断从优秀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背诵优美的诗词，提升自己的语言素养，让

自己的表达能够言之有物……

第二，创新文化活动唤起表达欲望。近年来，主流媒体打造的一些文化类节目如《朗读者》《中国

诗词大会》等，激发了人们对表达和文化的向往。拯救“文字失语症”，我们不妨多推出一些类似的语

言文字节目，引导大众感受文字与表达的魅力……

第三，以理解引导画好规范“圈”。现在“网络用语”的使用很普遍。对于“玩梗”，我们一方面

要正视玩“梗”的需求，网络流行语是年轻人的放松方式之一；另一方面，年轻人也要试着跳出“网络

流行语”去表达自己对事情的见解，可以为自己设置“表达目标”，也可以多主动与身边人进行交流……

第六步——总结结尾：

中国语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富有独特的美感和魅力，几千年的文字瑰宝等着我们去挖掘。我相

信做好以上几点，我们能够走出“文字失语症”的困境，让中国语言这股“源头活水”常存长流、绵延

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