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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舆论非理性表达的危害

网络暴力事件中，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容易引发群体

极化、恶意攻击和谣言传播等行为，进一步加剧事

件的负面影响。

引导舆论的重要性

通过引导舆论，可以促进理性思考和公正评

价，减少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

定和公平正义。

互联网普及与社交媒体兴
起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

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对受害者和社会造成了

严重影响。

研究背景与意义



文献综述与领域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暴力事件舆论的非

理性表达及引导进行了广泛研究，涉

及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

科领域。

研究成果与不足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舆论形成机制、

非理性表达的心理动因和引导策略等

方面，但缺乏对舆论引导效果的实证

研究和系统性理论构建。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网络暴力事件舆论的非理性表达及其影响因素，探讨有效的舆论引导策略，为减

少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网络暴力事件舆论中非理性表达的表现形式及其心理动因是什

么？如何评估舆论引导策略的有效性？如何构建系统性的舆论引导机制以减少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

研究目的与问题



02 舆论场中的网络暴力事件



网络暴力事件是指在网络空间中，针对个人或群体进行恶意攻击、侮辱、诽谤等行为，造成名誉损害或心理伤害

的事件。

定义

根据行为方式和影响范围，网络暴力事件可分为网络言语暴力、网络谣言暴力、网络人肉搜索暴力、网络群体极

化暴力等。

分类

网络暴力事件的定义与分类



事件起因多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或冲突，当
事人在网络上发泄情绪或寻求支持。

潜伏期

随着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事件迅速扩散，形
成舆论热点。

爆发期

各种观点激烈交锋，情绪化表达和非理性行
为增多。

高潮期

随着事件真相的揭示和相关部门的介入，舆
论逐渐平息。

平息期

网络暴力事件的发展过程



网络暴力事件会给受害者
带来名誉损害、心理创伤
等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导
致自杀等极端行为。

对受害者的伤害 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对网络生态的破坏

网络暴力事件会破坏社会
信任，加剧社会分化，影
响社会稳定。

网络暴力事件会污染网络
空间，破坏网络生态，影
响网络健康发展。

030201

网络暴力事件的社会影响



03 非理性表达的表现与特征



网民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愤怒

等情绪，常常使用夸张、激烈的言辞。

情绪化的表达容易引发其他网民的共

鸣，形成情绪感染的效应，使舆论场

充满负面情绪。

情绪化的表达

情绪感染

情绪宣泄



对事件当事人或相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使用侮辱性、贬低

性的言辞。

人身攻击

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对他人进行恶意举报，损害他人声誉

和利益。

恶意举报

攻击性的言辞



谣言制造

故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制造社会恐慌。

要点一 要点二

虚假信息传播

对未经证实的信息进行传播，误导公众判断，干扰事件处

理。

谣言与虚假信息的传播



04 非理性表达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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