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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网络的便捷性使舆论的发酵传播更加快速，同时也产生了

大量网络暴力事件。大学生作为网络场域中的重要群体，因三观和认知水平等不够完全成熟，又具有较

强的表达意愿，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网络暴力或参与其中。本文以传播学中弱传播理论和“第三人效应”

理论为切入视角分析网络暴力的产生与传播，并为高校进行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提出建议，既要引导学

生理性看待网络舆论，不做盲从“第三人”，又要利用新媒体和跨学科研究展开心理健康教育，并提升

大学生媒介素养水平，助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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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The convenience of the network 
has made the fermentation of public opinion spread faster, and has also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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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nline violence. As an important group in the online field, college students, due to their imma-
ture values and cognitive level, as well as strong willingness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evitably face 
online violence or participate in i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spread of online vi-
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eak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the “third party effect” theor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t should not only guide students to rationally view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not 
blindly follow “third parties”, but also use new media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to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mprove the media literacy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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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的便捷性、实时性和隐蔽性为舆论的

发酵提供了温床。网络舆论的极端化体现即为网络暴力事件，“网络暴力”真正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

始于 2006 年“虐猫女”、“铜须门”等网络事件的发生，大规模的网络声讨和人肉搜索现象初见端倪。

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一方面“网红经济”的兴起，使得“网络噱头”成为普通人的流

量密码，大规模的话题制造成为一种经济手段；另一方面生活压力的加大导致网络舆论的情绪性特征更

加突出。当今大学生群体成为网络“冲浪”的主流群体之一，网络暴力事件也在高校中不断出现，造成

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高校进行反网络暴力的心理健康教育也迫在眉睫。网络暴力作为一种现代社

会现象，对其思考不应该脱离其信息传播的本质，而传播学在研究传播效果、舆论引导和言论规范等层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涉及到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如何从传播学视域下加深对于网络暴力作

用机制的理解，也成为本次研究的重点内容。网络暴力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在网络的隐蔽下肆无忌惮地

刺向受害者，这样的恶性事件也引发我们的思考：网络暴力是什么？何以产生这样的威力？而高校又该

如何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大学生远离网络暴力的深渊，学会保护自己、尊重他人呢？ 

2. 网络暴力的相关研究 

2.1. 网络暴力的概念分析 

当前针对网络暴力的概念，不同学者从多个学科视角进行定义。从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网

络暴力行为被认为是技术社会风险与网络行为主体交互发生重叠而产生的网络失范行为(许艳爽，李纯

真，2019)。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来说，网络暴力行为是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与现实社会通过网络主体的

交互所发生的重叠，从而形成的网络空间的个体偏差行为。从法律角度来看，网络暴力行为被定义为不

确定的行为主体在两个行为地(“网上社会”和“网下社会”)以强迫性、极端性和攻击性的形式带来的非

虚拟的行为结果。国外学者对网络暴力的解释为 Cyberbullying，即网络欺凌，其研究对象主要为青少年。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我们发现对于网络暴力的认识角度包括法学、犯罪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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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质上为网络场域中的群体失范现象。因此，本研究定义网络暴力行为为相对多数的个体、群体或组

织基于未确认或已确认的网络事件，对涉事者进行违反法律或道德的非理性攻击，包含未授权公开他人

隐私信息，从而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等。 

2.2. 网络暴力研究的理论分析 

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涉及了施暴者、受害者和发生机会三个关键因素的相互作用。施暴者通常会采

取合理化策略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受害者和机会的存在则为暴力事件提供了温床。从其产生和发展

的维度来看，有学者从个体的行为获得角度，分析了群体互动和学习模仿对网络暴力产生的巨大推动作

用，如社会学习理论和人际互动理论认为网络暴力的施暴者见证或了解到网络暴力行为被他人实施且未

受到惩罚时，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从而模仿这些行为，加之网络的匿名性提供了更

多控制他人印象的机会，使得网络空间成为欺骗和攻击的肥沃土壤。还有学者从施暴者对其自身暴力行

径的理解角度分析其心理状态，如道德推脱理论认为人们会通过合理化、道德辩护或责任转移，来使自

己的不道德行为显得可接受，而在网络环境中，由于缺乏直接的人际接触和反馈，个体可能更容易产生

道德推脱行为，进而实施网络暴力(黄旭辰，2018)。同时，还有从技术媒介角度分析互联网及其特性是何

以成为言语暴力温床的，如信息系统滥用理论和机会–诱因理论等。最后，网络治理理论伴随着本世纪

互联网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该理论认为互联网具有自我组织的特征，表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协商互动决

策、分权导向和多中心治理规则(柴玲玲，2022)。除此之外，学者姜方炳从风险社会的视角分析，认为网

络暴力行为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网络技术的风险特性是潜在根源，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无

序释放是现实动因，三是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结构特点和泛道德化的文化心理是重要因素(姜方炳，2011)。
还有学者从群体极化角度出发，认为网络暴力由群体压力及社会从众心理催生出的群体极化现象引起的，

同时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责任的不对称性也在制造着观点的二元对立(周曼，郭露，2021)。 
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网络暴力带来了不同的视角，网络暴力的产生是社会与个人在当代互联网时代

下结构性互动产生的群体异化现象，对其分析和应对不应只停留在对网民的心理分析和互联网的技术监

管，更应该还原其信息传播现象的本质，以传播学为视域分析不同群体角色及其在舆论传播的作用过程。

不同于以往高校应对网络暴力的研究思路，本研究试图通过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网络暴力中不

同角色的作用机制，从而为高校反网络暴力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3. 传播学视域的网络暴力分析 

传播学视域指的是从传播学的理论和观点来审视和分析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它提供了一种独特

的分析透镜探究舆论产生和传播过程的本身，及其中不同社会角色和群体在信息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一视域将网络暴力行为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强调信息和意义的建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

角色互动关系等，通过审视网络空间中的符号、言辞和表征方式以及它们如何滋生和助长网络暴力的发

生，加深对于网络暴力事件的深层次认识。同时，传播学视域还关注受害者的经历、需求和应对策略，

以及媒体报导和公众舆论对事件的影响。基于对网络暴力概念本身的理解及其产生的传播学和心理学机

制，为高校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心理健康水平，加强网络媒介教育提供了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视角。以往研

究较多停留在将大学生假设为网络暴力参与者的身份，分析其心理状态并加以教育，但缺少在网络暴力

中的自我保护教育，且网络舆论产生与发酵的本质是一种信息传播的过程，要想深入理解网络舆论是如

何从话题的讨论变成一种群体暴力，就必须从舆论发酵过程的本身探究网络暴力的“施暴者”、“受害

者”和“旁观者”的不同的理解机制。本研究将以传播学理论为视角，通过弱传播理论分析“施暴者”

的“利器”何以刺向陌生他人，并从“第三人效应”理论分析，作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和“旁观者”，

为何要冷静看待“网暴”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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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弱传播理论——网络场域中“角色翻转”的闹剧 

由邹振东教授首次提出的弱传播是一种公理系统假说，它指的是舆论世界弱者优势传播现象，有时

也指运用弱传播理论进行传播的策略。舆论的弱原理认为，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与舆论世界这两个世界，

前者是强世界，后者是弱世界。弱传播理论体系包含四大规律——舆论的弱定理、舆论的情感律、舆论

的轻规则、舆论的次理论，概括来说就是弱者优势、情感强势、轻者为重、次者为主(邹振东，2018)。在

弱传播体系中，虽然网络技术赋予人“数字赤裸生命”，但现实世界的强者恰恰是舆论世界的弱者，且

这种强弱关系可以随着事态的发展发生变化，即在舆论世界中，权力主体和“数字赤裸生命”两种身份

也会发生置换(董梦霞，2020)。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主观上强弱者的划分，有学者分析是因为中国正处于

社会的转型期，因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不同而出现主观阶层分化的现象，且这种主观阶层认定影响了网

民对不同类别冲突事件的转发和点赞行为(侯玉波，王婷，2019)。 
以 2022 年“粉发女孩”郑灵华被网暴事件为例，现实世界中她作为一名即将进入高等学府的研究生，

积极阳光地分享生活的喜悦，只因有着与传统“好学生”外貌刻板印象不同粉色的头发，而被编造各种谣

言，“粉色头发”就成为她由现实世界“强者”翻转为舆论世界“弱者”的关键。因不符合部分网民对“好

学生”的定义，所以郑灵华由个人努力所取得的成绩，也均被扣上以不正当手段谋得的帽子，而这样反对

蔑视社会公平来谋取私利的情绪一旦被激发，就会有大批不明真相的网民加入声讨大军，在负面新闻信息

环境的刺激煽动下，网民的情绪记忆被唤起，个体人格和个体意识逐渐削弱(段超凡等，2022)，而保持理

智态度的网民却因“沉默螺旋”效应，声音难以发出并影响他人。由此可见，在“粉发少女”事件中，一

旦出现有可能形成舆论噱头的猎奇性或共鸣性因素，现实世界与舆论世界中的强弱“角色翻转”便有可能

发生，某一极端言论的传播范围即可扩大化，舆论的受害者陷入“清者难自证”的困境中，而企图发声的

理性网民则被“大多数”压制，一场网络场域中遵循弱传播规则的“角色翻转”闹剧由此产生。 

3.2. “第三人效应”理论——旁观者“一哄而散”的狂欢 

在传播学中，“第三人效应”是一种经典理论，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W. P. Davison 于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提出。它指的是在人际传播中，非参与者(第三方)受传播影响程度往往超过参与者，他们习惯性

地按照信息提示行动，并能迅速形成大规模传播。这个效应源自人们倾向相信第三方评价的公正性，并

依赖于个人的年龄、教育水平、社会经验、信息来源、对非主流信息的信任度以及对“第三人效应机制”

的理解。而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采集和筛选过程中起着“把关人”作用，因此不易产生谣言。但

当互联网信息传播成为主流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发布者，在匿名或虚拟状态下，基于各种动机产生的

虚假信息在网络上得以大量传播。特定的信息对理性的判断者是少有效果的，但不排除会深深影响普通

受众，特别是人生阅历和知识广度有限的人，受到谣言影响的人会不自觉地按谣言传播者的意图进入认

知、态度和行动上的程式(商超余，康格慕雪，2017)。人们在接触威胁性信息时，会产生强烈的第三人效

应认知，并形成一定的心理趋向，进而采取一系列的行为模式，在突发事件所引发的谣言传播中，不少

公众会低估谣言对于自身的影响，但事实上，在网络谣言的高度暗示下，个人极易失去辨别能力，从而

将情绪转变为暴力行为，且其他舆论传播者激烈的讨论和行动也会深深影响同一话题场域下的个体，即

便对信息真实性不感兴趣，个体仍会模仿网络上无端发泄负面情绪、谩骂嘲讽等暴力行为，对受害者造

成巨大精神创伤，甚至仅凭文字就可能引发更严重后果。 
在网络暴力的语境下，舆论“受害者”也就成为了网络谣言者用以满足内心扭曲需求的“献祭品”，

而面对谣言的“旁观者”在“第三人效应”下，弱化对舆论的判断力和控制力，并极易受群体言论的情

绪煽动而产生语言暴力行为，而当舆论风向发生变化时，矛头又可以立刻转向，事件的“热度”转瞬即

逝，舆论的闹剧就像一场“一哄而散”后的狂欢，只留下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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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校反网络暴力的心理健康教育分析 

4.1. 网络舆论场域中大学生的心理分析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45 期《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达 9.04 亿，其中大学生占比 19.5%。实证研究揭示，在校大学生中，46%曾见证网络暴力，

22%曾遭受网络暴力，近 9%曾参与其中。针对大学生群体，我们需要深入探析其参与网络暴力的心理状

态，及时介入指导，阻止负面行为扩散，并维护其心理健康，防止受到网络暴力的伤害。 

4.1.1. 理性思考与情绪宣泄并存 
首先，大学生处于三观趋向稳定成熟、知识水平迅速提升的阶段，具有较强的表达欲和社会责任感。

面对网络上的热点舆论，倾向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由于心智的不完全成熟，容易受意见领袖的影响，

出现极端情绪性表达(潘云梦等，2017)。同时，大学阶段正处于一个转折期，由基础教育阶段较为紧张的

管束环境，到大学相对宽松的氛围里，独立面对生活和人生选择，不免会出现沮丧、迷茫等情绪，网络

由于其匿名性和及时性等特点，便成为大学生进行情绪发泄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4.1.2. “沉默螺旋”与群体极化并存 
由前文弱传播理论和“第三人效应”理论的分析可知，网络暴力围绕的事件有时并非是被网暴者主

观上造成的错误，而往往是由“施暴者”出于情绪性目的的恶意揣测。当代大学生群体处于互联网高度

发展时期，不同的观点、兴趣和角色身份使得互联网的交流出现“圈层化”现象，加之大数据的精准算

法和个性化推送，导致个体处于信息茧房之中而难以突破信息圈层，从而加剧了群体极化。同时“沉默

螺旋”效应发现在一个群体中占大多数的声音往往使得与其意见不一致的其他声音难以发出，从而导致

异向声音的逐渐沉默或单一。一方面情绪煽动和圈层认同加剧大学生的群体极化，另一方面，部分存有

其他观点的大学生因担心遭受网络舆论的攻击选择不发声而造成的“沉默”，使得舆论场的两极分化严

重，即旁观者积极情感的缺位和施暴者积极行为的脱轨(林瑶，2023)。 

4.1.3. 独立性与依赖性并存 
大学生普遍具有作为成年人的独立人格意识，且在观点表达和实际行动中有较强的自我展示意愿，

因此在网络场域中往往有着鲜明的独立性和个性表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学生群体社会经验相对较

单薄，也容易陷入网络舆论中而进行自我攻击和伤害，部分大学生缺乏利用法律自我保护的意识(陈凌峰，

2024)，面对网络暴力的第一反应是进行自证，但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得知真相已不再是扩散者的目的，

情绪性的煽动和渲染才是网络暴力中的毒瘤。另外，大学生在以往教育中的“好孩子”思想根深蒂固，

一旦遭受他人的否定和攻击，可能难以在理智思考中保持对自我的认可，从而极大地挫伤个人生活的积

极性。 

4.2. 高校反网络暴力心理健康教育的传播学启示 

当“网暴”成为一种网络上随处可见的现象时，如何避免其负面影响，杜绝成为“施暴者”、避免

成为“受害者”、不做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必须成为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部分，防止“粉

发女孩”的悲剧重演。而在对网络的认知和应用方面，部分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时仍存在一

些显著的问题：第一，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形式仍局限于开设公选课、讲座报告、线下团辅

等传统形式，新媒体技术未能很好地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中(陈凌峰，2024)。第二，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

覆盖面有限，部分高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主要针对低年级学生开设，对多层面学生的关注不够(李泽

艳，2023)。第三，多将视角局限于心理学层面，缺乏对于网络现象的其他学理分析，较多关注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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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而缺乏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提升，忽视了媒介素养教育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吴静

芳，2022)，而这些需要回归到传播现象本身，在提升大学生面对网络世界心理健康水平的同时也有助于

提升其媒介素养。 

4.2.1. 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网络舆论，警惕陷入“角色翻转”的情绪陷阱 
网络舆论的产生与发酵往往都切中当下的社会发展痛点，而社会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大学生虽

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但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容易极端化、片面化，缺少对于社会系统的整体认知，容易被

有心之人“带节奏”，从而陷入“角色翻转”的情绪陷阱。舆论的发展导向有其背后的传播学原理，应

该开设相关的通识课程，在加强网络媒介素养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提高大学生对于舆论传播的理

论认识水平，把握舆论发展的背后规律和导向，并降低期待削弱大学生集群的“相对剥离感”，避免网

络集群行为的发生(曲双悦，2023)。社会、学校和家庭应根据青年的思想发展情况进行合力引导，使其能

够正确理解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摒弃情绪化输出，保持追寻真相的理智(梁思思，曹东勃，2022)。 

4.2.2. 树立积极的自我判断和自我认同，不做沉默盲从的“第三人” 
大学生处于三观趋向成熟，但也易受外界环境影响的阶段，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认可，在网络上

的观点分享，是进行表达与寻求关注的重要途径。心理健康教育不仅需要教会大学生如何面对网络舆论

和网络暴力现象，更需要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判断的意识，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辨

别能力不仅局限于真假对错的判断，他人观点是否需要被采纳也是重要辨别能力的表现。互联网上人人

都有麦克风，教育无法达到代替学生做出判断的作用，但可以为学生树立辨别的意识，从而在舆论的传

播与发酵过程中保持理性思考，合理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盲从他人观点。理性的自我判断是坚定自我认

同的前提，而只有明确的自我认同感，才能进行积极的心理和生理的自我保护。“粉发少女”郑灵华的

悲剧让我们痛心，也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今大学生缺乏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面对网暴时自我调适和自

我保护的能力还较为薄弱，大学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教会学生抵抗网络世界的“软暴力”。 

4.2.3. 利用新媒体多渠道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及时调适避免消极情绪发酵 
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有着一致的育人目的，通过多主体、多渠道和多维度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

有助于整体促进高校的心理咨询水平。高校可以依托现有的网络资源系统，统一打造新媒体心理健康教

育平台，实现全校师生“一站式”的访问和使用，并在此基础上整合校内外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开通网

络预约心理师服务，提供便捷的在线心理咨询，满足大学生获取心理支持的需求，要在保持线下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种类丰富的同时，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实现“线上 + 线下”优势互补，利用新媒体实现

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的全方位共享(薛红霞，2023)。同时可以利用大学生社群或班级、寝室等团体组织，对

大学生网络舆论的参与状况进行调研和分享，在面对网络舆论的恶性事件时对大学生进行实现积极的心

理关注和引导，避免消极情绪的严重发酵。 

4.2.4. 进行跨学科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整合，全方位提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网络媒介素养的核心是强调对网络媒介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

产生能力以及思辨的、能动的反应能力，涉及媒介受众的意识与态度、知识、能力、道德、社会适应等

多个层面(张俊杰，刘婷，2008)。考虑到网络已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应鼓励大学生积极

参与网络公共事务，同时要全方位提升其网络媒介素养，培养公共精神。对此，需要高校进行不同学科

教育资源的整合，如新闻传播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法学等，在科学分析教育客体的心理健康

需求及媒介素养水平后，通过多种学科教育资源的整合，拓宽教育主体的知识结构，发挥心理健康教育

的引导作用，并利用教育环境的影响，推动社会各界主体群策群力对网络舆论环境进行积极建设(乐华斌，

杨雅云，2022)，从而更好地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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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高校对于网络场域中反暴力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应仅停留在口号层面，更需要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

面将措施落在实处，加强理论教育，以理论反思舆论表象，并在实践层面上多渠道、多主体的提高心理

健康教育水平，提升大学生网络表达的情绪自控力和辨别力，并加强自身的网络媒介素养，从而实现互

联网时代下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完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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