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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提倡言论自由的当代，互联网是不可忽视的发言场所。如今网络上负面言论汹涌，本文通过分析问卷

星所收集到的数据——大学生对网络负面言论的看法，得知了大学生群体对网络负面言论的不同态度，

同时进一步分析了网络负面言论泛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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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of advocating freedom of speech, the Internet is a place of speech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Nowadays, negative speeches are rampant on the Internet. By analyzing the data col-
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tars—the opin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on negative speeches on the Internet, 
this paper has learned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negative speeches on the Inter-
net,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causes for the proliferation of negative speeches on the Internet,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rrec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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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言论自由是当今社会对于公民自身权利保障的共同追求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因此，在社会主义法

治的中国，言论自由是一项受到宪法明确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由国家强制力保障。 
作为广大群众的重要社交手段，互联网的言论自由在得到保障的同时，也要受到合理监管。 
观察言论自由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言论自由的定义也要放在具体的时空下理解。总的来说，言

论自由有着这些限制： 
第一，不能造谣，也不能传谣。 
第二，不能危害国家安全。 
第三，不能扭曲历史，侮辱先烈。 
第四，不能对他人恶意攻击。 
如果言论自由不能受到正确的约束，这项权利就会变成伤人害己的双刃剑。 
在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下，网络言论的监管主要依赖于完备的监管体系的建立。经过多年的发展，

如今的网络环境较之过去实际上改善很多，逐步形成了积极、正面的主流风气，但依旧有不少问题延续

下来。这些延续下来的问题以网络负面言论为主，正借助着网络匿名性的东风肆意生长，如果处理不当，

极其容易将已经转好的网络氛围再次变得恶劣，让之前的努力白费。 
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代表以及互联网人群主体，大学生面对网络负面言论的举措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总体走向，通过对大学生这个群体的研究，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到网络负面言论

产生的根源。 

2. 研究原因及方法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依托于互联网的言论发表渠道日益增多，网络言论呈现出诸如广泛传播性、

匿名性和开放性等新的特性，带来了自由的网络发言空间。而这种自由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民表达自己

的欲望，人们针对网络上的某些问题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与别人展开讨论。 
但是，由于网络发言的成本较低，针对网络负面言论的触发机制落后，这种自由开始过度化发展。

很多网络发言的内容已经触犯了言论自由的“红色底线”。“过度自由”导致了网络交流环境急剧恶化，

同时加速了网络负面言论的迅速传播，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度，损害了公信力，造成较为恶劣的社

会影响。 
本文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调查，以此大致了解他们对于网络负面言论的看法，然后寻

找网络负面言论的发生高频区，以此寻找这些负面言论发表的共同点，接着对这些负面言论本身进行分

析，分析发表者当时内心的心理、想法，以此来推测这些人发表这些言论的社会原因，最后结合以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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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寻找出解决这些问题并正确引导大学生对待负面言论的可行方法。 
本文设计了“网络负面言论研究”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共回收问卷 115 份，被调查对象为

各省大学生。 

3. 大学生面对网络负面言论的态度 

通过对问卷数据具体分析，目前大学生面对网络负面言论的态度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人属于“吃瓜群众”，他们对待这些网络负面言论持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只

要网络负面言论与自己无关，他们只会把这些言论当作一场“猴戏”，自己置身事外，绝不多管闲事。

有 11.3%的大学生在“面对网络暴力时”选择“当个旁观者，不理会”；有 20.87%的人在“部分网友利

用网络的匿名性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时选择“与我无关”。虽然他们没有帮助传播这些负面言论，但

他们这种不作为的态度却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该有的，这种不作为恰恰也是近年来网络负面

言论屡次泛滥不能止息的原因。 
第二类人属于“网络喷子”，他们面对网络负面言论保持不了冷静的心态，会被网络负面言论牵着

鼻子走，他们极容易在网络上与人毫无逻辑地“对线”，形成一场网络骂战。并且，这些“网络喷子”

借助着网络的匿名性肆意在网络上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败坏网络风气。他们是网络负面言论屡禁不止

的主要原因。当面对“观点不一致时”，有 47.83%的大学生会“抨击意见不一致的人，且不愿意与其好

好交流”；有 31.3%的大学生赞同“网络具有匿名的特点，可以随意宣泄自己的情绪，想说什么就说什

么”；有 24.35%的大学生会“借助网络的匿名性，将自己的不良情绪宣泄在网上”。 
第三类人在面对网络负面言论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言论本身影响自己的思考能力，会积极

地去帮助阻碍负面言论的传播，主动净化网络环境，具备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素质。这种人

在面对自身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时，会选择“向有关部门反映，合理解决问题”(43.48%)；在面对网络暴

力时，能“在现实中为受暴者发声”(6.09%)，会截图向平台举报(32.17%)，在网络上被别人恶意攻击时

也不会随意反击(34.78%)。 

4. 网络负面言论泛滥的原因 

4.1. 责任感的缺失 

在上文所述的三类人中，第三类人是我们倡导的，属于是“有责任感”的一类人，而一、二两类人

都缺乏当代大学生所应该有的道德责任感、法律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网络言论责任感”的缺失会对

每一位网络用户都产生影响。 
14.78%的大学生容易被网络上能量较大、话语权重的人们的发言影响，这是责任感缺失的表现。责

任感的缺失导致自身缺乏自主判断的能力，从而产生盲目从众的行为[1]，对事实真相不加鉴别，随意传播

不实信息，从而恶化网络的舆论环境，激发不必要的矛盾，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其次，“网络言论责

任感”的缺失会使大学生更容易做出激进的网络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语言暴力、人肉搜索、传播谣言等。 
当他人“遭受网络暴力”时，20%的大学生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理会”，面对网络事件，

大多数大学生会选择旁观者行为，没有做到大学生应有的担当，没有积极承担自己的义务及社会责任。

并且，丢失言论责任感的大学生难免会将网络当作放纵自己发泄自身情绪的渠道，某些言论甚至触及法

律底线。 

4.2. 网络的匿名性以及情绪化发言 

网络的匿名性是网络负面言论生长的土壤，匿名性的存在导致审查困难[2]，使人们可以随意发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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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言论，而不必担心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匿名性让一些人在网上散布谣言、肆意攻击他人或者

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不需要担心自己因为被发现而承担责任[3]。19.13%的大学生认为“部分网民利用网络

的匿名性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是可取的，认为这样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仅有 51.3%的大学生不会“借

助网络的匿名性，将自己的不良情绪随意在网上发泄”。 
同时，网络的匿名性带来网民的非理性。在进行网络讨论时，由于网络匿名性，网络讨论总会向着

情绪化、不理智的方向发展。由于隔着一个屏幕，网络匿名性使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和思想的时候相比于

面对面交流更加缺乏考虑[4]，这导致一些网络暴言的产生，进而导致讨论双方进行不理智的争论，产生负

面情绪，最终演变为网络骂战[5]。当“当网络有些观点很不一致时”，有 47.83%的大学生“抨击意见不

一致的人，且不愿意与其好好交流”；当“在社交平台上被人恶意攻击时”，38.26%的大学生会选择回击。 

4.3. 现行网络言论监管机制落后 

现行的网络言论监管机制主要从法律法规方面、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网络舆论引导和网络安全保

障方面入手，能够较为有效地控制网络负面言论的发表频率，但是随着网络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尽管有

监管机制存在，但监管力度不足，监管者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技术手段，难以有效地监管网络负面言论。 
就拿网络监管机制的代表——敏感词来说，在初期，敏感词机制确实将很多网络负面言论扼杀在了

摇篮里，大大净化了网络环境。但是随着网友们“创造力”的提升，各种敏感词的谐音替代如雨后春笋

般冒出，一些本不能出现的恶劣言语又一次回归了大众的视线，网络环境又开始恶化。 
另外，人工审核的效率低下也导致网络负面言论肆虐。一开始，由于网民数量不多，网络负面言论

的产生频率也较低，人工审核完全有能力对某些被举报的言论进行审核以及删除。但是随着网络成员数

量激增，网络负面言论相较于以前成倍增长，人工审核极容易漏审或者误审，无法满足大规模的网络监管。 

5. 矫治举措 

为了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同时也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祖国的

下一代免受网络负面言论的荼毒，必须对网络负面言论进行矫治，营造纯净的网络环境，消除恶意舆论

的生长空间，从而培育文明的风尚，净化社会风气。 
大学生作为网络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整个网络环境的走向，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让大学生了解到其在网络上的主体作用，让其背负好社会主人翁和社会主义接班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以此来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公

德和个人品格。 

5.1. 大学生要提高自己的责任感 

大学生要提高自己在网络上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在网络上正面发声。大学生要能够正确行使自身

发言权，在网络舆论中积极传播正能量，培养明辨是非、严于律己、敢于担当的言论责任感，针对某些

社会问题以及现象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洞悉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能够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发表实事求

是的言论，做到所言即实，同时勇于伸张正义，维护他人及国家利益[6]。 
强烈的责任感需要以坚实的文化知识为基础，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和美好的品质为支柱，还必须以高

尚的思想作为对照。因此，大学生除了扎实自己的专业知识，还需要重视道德与哲学思想方面的提升，

方能有效地培养自身责任感。 
大学生要端正对网络负面言论的态度。在面对网络负面言论时，不做“吃瓜群众”，面对错误言论

不做“逃兵”，勇于担当纠正不良风气的责任；不做“网络喷子”，面对谣言懂得沉默是金，保持冷静

的态度，避免跟风，为阻止网络环境恶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做一个负责的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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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学生要拒绝情绪化发言 

情绪化是不够成熟的表现。情绪化的人往往思想独立性、稳定性较差，很多时候不能客观公正地思

考问题。这是很多大学生的问题，导致他们在看待问题时容易偏激、极端、片面化。 
情绪化是知识和阅历的局限造成的。大学生还未真正步入社会，大多人的原生家庭也缺少对情绪的

认知，在缺少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很难有自我反思、让自己走向成熟的机会。 
但这一点能够通过主动行为得到缓解。大学生可以更加主动地参加团体活动，在团体中一个人可以

更清晰地找到自己的定位，明白世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理，在这个过程中情绪的稳定性会得

到提高。 
大学生在网络发言之前，要先停下来思考自己的情绪状态和言辞是否合适。培养自我反省的习惯，

意识到情绪化发言的负面影响，提醒自己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 
大学生要认识到情绪化发言会对个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应当积极评估和解读信息，培养批判性思

维能力，基于事实和证据发表观点，而不是受情绪裹挟“激情”发言。 
另外，大学生要培养自己的沟通技巧，包括善于倾听、尊重他人观点以及以更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

理解差异，尊重他人的观点，并且接纳多样性，避免情绪化的攻击和争吵。 

5.3. 优化现行的监管机制 

目前的网络监管机制主要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类型，前者的典型是人为举报和机器检测。人为举报

极度依赖网民的个人素质，但目前举报却往往缺少反馈，打击了网民的积极性；机器检测短期有效却会

波及无辜者，长期则会被有心者钻空子绕过检测机制，往往只能进一步扩大检测范围导致效能低下，而

这又会导致很多人的发言被误伤，正常的言论也无法发表，造成真正的言论不自由，网络发言环境也就

逐渐被扭曲。 
隐性监管是比较新兴的监管类型。近期我国绝大多数互联网平台都加入了显示用户 IP 的功能。每个

人的发言不再完全无根可循，增加了互联网发言的透明性和发言成本，无形中抑制了部分恶性言论的出现。 
因此，当前应加强对网民举报负面言论的反馈，加快处理速度，让举报者有足够的参与感，形成正

反馈。同时，应对互联网各平台的检测机制设立统一标准，消除网民面对纷乱繁杂的标准时的无所适从。 
针对 IP 显示的功能，也应保证 IP 的真实性，打击利用网络工具随意更改 IP 的行为，以免 IP 显示成

为某些有心人的工具。 

6. 小结 

总的来说，目前作为网络主力军的重要组成的大学生在面对网络负面言论时意见分化较为严重，这

折射出了教育上的不足，大学生不具备足够的同理心和主人翁意识，从而无法减少负面言论的产生和负

面言论的传播。而大学生缺乏同理心和主人翁意识的原因则是大学生承担的压力与受到的社会关切不一

致。当代大学生承受的压力愈加增加，而即将迈入社会的他们在学生和社会工作者两种身份上都相当边

缘化。因此，网络负面言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消除还需要从社会现实角度入手。 
与此同时，作为网络承载主体的各个网络平台也没有实用措施能有效遏制网络负面言论，所采取的

措施往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行为某种意义上进一步恶化了网络环境，激化了负面言论的传

播。 
目前尚还缺少足够具体有力的规定去指导平台进行有效且正面的负面言论约束，这是法律体系不完

善的体现。未来在网络负面言论处理方面，除了大学生发挥其主体作用外，还要加强法律法规对各平台

的规范，让平台担负起净化网络环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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