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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网络暴力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了扰乱社会道德基础的不稳定因素。本文重点从心理学角度对网

络暴力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探究，阐明了群体极化，网络去抑制效应以及心理宣泄这三种机制对网络暴力

行为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并针对当下情况对网络暴力的解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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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etwork violenc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and has become an unsta-
ble factor that disturbs the social moral found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cyber violence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clarifying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three mechan-
isms: group polarization, network disinhibition effect and psychological catharsis on cyber violence, 
and providing psychological solutions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yber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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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世界的大门开始向我们敞开，越来越多人涌入网络世界，带动了自媒体、网

络直播等多个行业的诞生与发展，也由此推动了诸多行业开始转变商业模式以适应当前的新时代。不可

否认，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新鲜事物在带来诸多利好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问题，

网络暴力就是网络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之一[1]。“网络暴力”是网络技术风险与网下社会风险经

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而发生交叠，继而可能致使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受损的一系

列网络失范行为。早在 2016 年，中国内地男演员乔任梁因抑郁自杀一事便已将大众对“网络暴力”的口

诛笔伐推至风口浪尖。但是时至今日，网络暴力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2]。2022 年 1 月，

“寻亲男孩”刘学州遭网暴自杀[3]；2022 年 4 月，上海女子给跑腿打赏 200 元被网暴跳楼；95 后女孩因

染粉色头发被网暴，其与爷爷分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照片被诸多营销号盗用并传播，也引发重重流言，

2023 年 2 月，该女生因抑郁自杀离世……这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因网络暴力而被迫按下结束键，但是网络

暴力绝不会因此而结束，如果不加以控制，下一个被网暴者可能就是你我。 
在学术界，关于网络暴力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从传播学的角度讲，网络平台作为一种新的社交平

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看见世界，接触不一样的生活。但是网络传播过程中，

不同的思想、真假难辨的报道、畅所欲言的网络环境氛围以及网络传播的特点，为网络暴力的发生埋下

了种子，使网络暴力的出现成为可能[4]。从法律学角度讲，目前针对网络暴力的立法还不够全面、取证

存在困难、执法较难开展，网民无法按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言行，网络施暴者也很难得到应有的惩戒。长

此以往下去，网络世界会变成一片法外之地，网络暴力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5]。 
除了网络传播以及法律监管对网络暴力的推动作用之外，我们不可忽视施暴者的心理因素对网络暴

力的影响。本文将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网络暴力的成因进行分析，深入施暴者的内心世界来探求网络暴力

出现的原因，以期有针对性的为网络暴力问题的解决出谋献策。 

2. 网络暴力产生的心理学原因 

网络暴力的主体是施暴者，只有弄清楚施暴群体的心理，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

暴力问题。我们通过群体极化、网络去抑制效应、心理宣泄三个角度入手，尝试对网络暴力产生的原因

进行分析。 

2.1. 群体极化与“乌合之众” 

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最早由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1976
年，拉姆和迈尔斯首次对群体极化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即群体讨论后形成的群体态度相较于讨论前的态

度均值更趋向于极端化[6]。近年来，网络世界中的群体极化现象愈演愈烈。对某一观点持有不同意见的

群体在网络平台获得了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机会，但是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却让讨论失去了意义。不同群

体争相论证己方的观点，甚至采用编造论据的形式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样的讨论让群体间对不

同观念的误解更深，而这往往为网络暴力的出现埋下伏笔。 
无独有偶，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书中指出，当

一群人聚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心理群体”时，此时他们不再是原来的自我，也不是个体的简单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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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表现出迥异于个体的特征，这样的群体被称为“乌合之众”[7]。如果说群体极化还未脱离理性讨

论的范围，那“乌合之众”的出现就意味着讨论已经失去理性，向着失控的局面发展，讨论即将演变为

攻击。当下网络暴力的主力军显然就是这样失去理性的“乌合之众”。 
群体的力量与特性在“乌合之众”中得到体现。当个体孤立时，他往往没有能力做出某些违背社会

道德和规则的事情，即使受到诱惑也会自觉抵制这种诱惑。当在某件重要事情的影响下，原本孤立的个

体开始构成一个整体，一旦个体意识到自己处于群体之中成为群体的一份子时，他就能体会到群体到给

他的力量并倾向于表相处孤立时无法表现出的行为。当群体形成后，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

意识行为，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开始变质，隐藏在心中的暗示的观念开始出

现转化为行动的倾向，个体不再是他自己而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识支配的玩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

么网络暴力常常以群体暴力的形式出现[8]。 

2.2. 网络去抑制效应 

在心理学领域，“抑制”是指个体行为会受到自我意识和他人评价的约束和影响，而“去抑制”则

表现为社会规范和内心准则的减弱和消失[9]。Joinson 最先对网络中的去抑制行为(disinhibition behavior)
展开研究。他认为，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个体对自我表现和他人评价的关注有所减少，容易做出那些不

受约束或控制的行为。这种现象被定义为“网络去抑制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10]。网络去抑

制的形式有两种，分别为良性去抑制与恶性去抑制。良性去抑制表现为，人们倾向于在网络中表现出不

同寻常的善良和慷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别人。恶性去抑制表现为，人们倾向于表现出隐藏着的

恶劣个性特征，将邪恶念头在网络上付诸实现。这种恶性的网络去抑制为网络暴力的发生埋下了隐患[11]。 
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那就是匿名性[12]。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一系列的身份认证，指引了我们的身份、职业、阶层等等一系列信息，如果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做出了

与社会规范相违背的行为，我们的各类信息可以帮助执法机关轻松的找到我们并做出相关处罚。但是网

络世界是相对宽容的，身份对于网民来讲是模糊的，网民很少有办法自主确定另外一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样子。这样的匿名性与包容度促成了极大的网络去抑制效应，现实中不敢讲的东西可以在网络上讲，现

实中不敢做的事情可以在网络上做[13]。正如上文所说，揭开内心的善对网络世界来说自然是一股清流，

但是若是内心的恶开始肆意流淌，网络暴力的发生也就近在眼前了。 

2.3. 心理宣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承受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在现实生活中，个体难以找到合适的出口时释

放自己的压力，网络的出现很好的填补了心理宣泄需求的空白。心理宣泄指的是一种通过一定的行为或

语言等方式，来减缓或释放心理压力，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正面的心理宣泄在释放压力的同时不会造成

负面影响，比如运动、倾诉等。而负面的宣泄往往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打骂、破坏等。网络社交

媒体的发展给予了普通人更多进行心理宣泄的途径，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大量负面信息涌入网络[14]。 
网络匿名性打破了身份、等级的差别，普通民众获得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拥有的话语权、表达权，

他们把对现状的不满和生活的压力在网络虚拟的世界中尽情地宣泄排解，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心理狂欢以

及压力释放所带来的心理快感中，不但不会考虑这种宣泄是否符合道德要求甚至不考虑这种宣泄是否符

合现实法律要求。这种心理宣泄往往会脱离个体本身的控制肆意发展，衍生出极端言论，最终演变为网

络暴力。 

3. 网络暴力的对策 

网络暴力是网络世界的毒瘤，严重破坏了网络世界的和谐与美好。对网络暴力放任自流，一方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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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长施暴者的嚣张气焰，让他们继续胡作非为下去；另一方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网络暴力的受

害者，过往的悲剧将不断重演。不仅如此，网络暴力的愈演愈烈已经影响到了现实世界的和谐美好。不

论是当事人因所遭受网络暴力而引发的恶果和不良舆论氛围还是施暴者因不断被强化错误的正义感导致

网络暴力事件一次又一次重演，抑或是网络暴力所引发的一系列道德危机都将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对

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3.1.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网民道德素质 

网络暴力由人而起，从长远看，保持个体的心理健康、提升网民的网络道德素质是遏制网络暴力的

根本手段。政府有关部门应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引导广大网民树

立网络伦理道德意识；学校应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培养积极健康的

内心世界、树立良好的网络伦理道德意识；网民应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通过阅读经典等多种方式提高

自己的道德素质和网络道德责任，面对生活压力时要能够学会找到积极的宣泄方式排解情绪，维持自己

的身心健康，将维护绿色网络环境作为自己的责任[15]。 

3.2. 严格网络传播管控，抑制网络暴力扩散 

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监管者需要在网络传播这一层面发挥管控作用。“乌合之众”的出现和群体化的

加剧很多时候是因为监管不严导致，这就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监管机构能够时刻洞察网络中出现

的不良趋势，能够在网络言论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的苗头时及时进行干涉，通过封号、禁言等多种操作有

效阻断网络暴力的酝酿。 

3.3. 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保障网络安全规范 

网络暴力现象的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应通过立法推动网络实名化进

程，以削弱网络去抑制效应，使网民能够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能够在网络世界中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

其次，应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的判定标准，加速网络暴力取证规范化、流程化，畅通网络暴力的投诉通

道，以铁腕手段对网络暴力行为给予严厉打击。此外，还应建立健全的网络暴力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

络空间内的行为规范，使相关部门能够依法惩处网络暴力犯罪分子[16]。 

4. 结语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让以往难以交流的思想有了便捷的沟通渠道；

但另一方面，不断碰撞的思想在网络上愈演愈烈，网络暴力的出现很大程度反映了当前国民的新思想与

旧思想的不和谐碰撞。网络环境的治理不可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其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不

断地从心理学角度对施暴群体进行剖析，并从法律的角度对网络行为进行监管，对施暴者进行严惩，肃

清网络环境。当下，网民素质问题、网络暴力取证问题以及网络暴力的认定标准问题已经成为了网络暴

力难以合理合法解决的重大难题。 
2023 年 9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

罪的指导意见》[17]。《意见》是国家治理网络暴力制度化、机制化的一项成果，标志着我国网络立法进

程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实现网络世界法治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相信在国家

的正确干预下，在群众的严格监督下，网络世界必将在不久的未来绽放出新时代网络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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