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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社会已成为我们生活重要部分,近几年来爆发了大量的网络暴力事件,造成令扼腕的后果。

大学生是网络生活的主力军,较之其他群体,大学生网络暴力有独特的成因及表征。大学语文课程可以利

用课程特性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和审美多样化,从而引导大学生文明上网,从而消弭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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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体技术的普及我们进入网

络狂欢时代,网络用户再创新高,由此

导致网络环境更为复杂,因种种原因网

络暴力日趋严重。由此有人因此自杀,

有人已社会性死亡。这些引起了社会高

度关注,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制裁网

暴,各大网络平台开展了大规模净网行

动。这些对推进了网络环境的有序化有

一定的作用,然而要真正实现网络环境

的净化,就要把握住源头——网民,只

有提高了网民的素质,才能真正实现网

络环境的净化。 

据有关调查研究显示18—25岁的

年龄阶段占网民总数的67.8%,这个年

龄段正与大学生年龄相契合,这也意味

着作为承担人文素养培育的大学语文

课程在引导学生文明上网遏制网络暴

力责无旁贷。 

1 网络暴力表现形式 

所谓“网络暴力是在网络上发表具

有伤害性、侮辱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图

片、视频的行为,是为了骚扰、威胁或

攻击另一个人,通过各式各样的媒体和

社交平台(比如社交网络、聊天室、博

客、即时消息)发布或发送电子信息对

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网络暴力包括散

布谣言、发布虚假会对人造成伤害的信

息、令人尴尬的评论或照片或在网络社

交群体和其他沟通平台中孤立受害者

行为。” 

《半月谈》杂志今年7月份发表《更

新“武器库”,运作假舆情——新型网络

暴力,一门黑产生意》,文中介绍目前网

络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攻击性强、

无底线的弹幕刷屏,P遗照P丑照,恶意传

播抹黑的剪辑视频,内容夸张煽动性强

的锤人视频,制造带有侮辱性的词条,对

不同意见者进行私信轰炸。 

以上几种形式并不会单独出现,往

往是形成组合拳,如要网暴某位演员,只

要是他的作品,先打一星低分后恶意评

论,狂刷诋毁他的弹幕,在与他相关的社

交平台上肆意辱骂充斥着不堪入目的留

言,在B站、快手等视频平台轮番发布恶

意剪辑的鬼畜视频。 

网络施暴者如此肆无忌惮,与网络

的匿名性有较大的关系。我们观察到实

名制的网络平台,网络暴力较少,如QQ、

微信朋友圈等,原因是在这里网民的生

环境与现实社会相差不远,面对是职

场同事亲朋好友,社交伦理要求民众遵

守交际规则,故民众的言论相对得体,

自觉压制一些负面情绪,以实现人际关

系的和谐。而匿名的网络社交平台如微

博、贴吧等形似一个虚拟社会,网民躲

在网名之后,以虚假身份活跃在网络社

会,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言辞会对自己

造成害,反而能痛痛快快地发泄着内心

被压抑的负面情绪,当找到同道中人时

单纯地情绪宣泄极可能演变成网络暴

力。 

2 大学生网络暴力形成原因 

相较其他网民,大学生群体有自

己的特征,他们热情、好奇心强、好胜

心也强,同时他们单纯、涉世未深,容

易被误导。网暴大军中总能看到他们

的身影,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网暴,

其原因如下： 

2.1自诩维护正义 

当他们在键盘上敲下一串串字符

时,他们认为这是刺向敌人的匕首,他

们自诩为当代鲁迅,是在伸张正义锄强

扶弱。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在网

络社会中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依然与现实

社会相一致,他们有意识地对人群分层,

然后找到与自己相对应的阶层,并很快

与之融合。因经济、社会地位等原因使

大学生将自己归于社会底层,因此他们

对弱势群体有着天然的同情。“研究表明,

网络中的冲突体现出更多的‘打抱不平’

的趋势,自我公正信念高的个体倾向于

运用保护性和补偿性的策略来维护该信

念存在意义,因此他们通过转化/点赞的

方式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呼吁更多的人

揭露黑暗势力,并对弱势群体展开帮

助。”如当网络热点事件是师生矛盾、高

考黑幕等,大学生往往不问青红皂白第

一时间站在学生立场,对事件中涉及的

学校、老师、教育部门进行网暴,有时甚

至上升到整个群体。 

2.2守护挚爱 

这里所说的挚爱是指网民迷恋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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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在这里网民有一个特定称谓——粉

丝。随着流行文化快速发展,粉丝和明星

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流星明星,他们

必须依靠粉丝地支持才能维持顶流地位,

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粉丝也希望爱豆

能一直保持热度,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打

投”“控评”“反黑”等活动中,大学生是

这些活动的主力军。 

当代的粉丝不再是散兵游勇,他们

因热爱同一个偶像聚合在一起,俗称为

“饭圈”,他们组织严密,行动迅速,投

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时间金钱投入得

越多,他们对偶像的情感越深,组织越

严密,圈层越固化,从而达到了一个极

端,用圈内语言讲即下场无路人,不是

粉即是黑,容不下一丝丝不同意见。但

凡有人对他们的偶像提出批评,不管是

善意还是恶意,他们立即组团抗议,遂

升级为网暴,网络暴力会延续到现实,

对被网暴者造成极大的伤害,然而参与

网暴的同学并无愧疚,反而认为是守护

挚爱的胜利。 

2.3个性标签 

大学生也正是自我意识 强烈的时

候,他们嘲笑平庸标榜个性,想吸引更多

的注目,因此发帖时,他们关注点赞数和

转发量,这是获得自我满足的一个方式。

应当说这本是无可厚非的,追求个性也

是保持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因。但片面过

度追求关注则可能将刻薄当幽默,将粗

鄙将个性。比如费尽心思取外号,制作发

布嘲讽侮辱他人的鬼畜视频,在点评热

点事件人物时,夸大其辞甚至虚构细节,

期望自己成为网络社会的意见领袖。这

些已形成了网络暴力攻击,对此,有些人

是没有意识到而有的人意识到了却不以

为然,反而以“创作自由”“言论自由”

自辩。 

3 大学语文教学中纾解网络暴

力方法 

从大学生的网络暴力成因来看,我

们不难发现绝大数大学生并不是主观暴

力实施者,甚至有时参与了网络暴力而

不自知,因此要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导

他们对网络暴力有正确的认知,提高他

们的个人素养明辩是非的能力。 

3.1理性精神的培养 

感性和理性是人类看待世界的两个

方式,感性是从自我感知出发对人物事

件做出的主观评价,多表面为情感情绪

的外化；理性则是运用逻辑思考的方式

对事物做透彻地分析, 后能摒弃个人

情感偏见得出符合事物本质的结论。 

感性给人以温度,理性给人以深度,

两者缺一不可,但从获得途径来看,感性

思维似乎与生俱来,而理性思维则需要

后天的训练。 

从上述可知,大学生卷入网络暴力,

很多时候是易受外界蛊惑,不加思索地

站队,因此培养理性精神有很必要了,当

他们遇到网络热点,不轻易表 ,不会被

别有用心的人带偏节奏。比如“苟晶事

件”,当时媒体爆出苟晶自述两次被冒名

顶替上学视频,在视频中苟晶讲述了一

个学霸被班主任利用职权让女儿顶替上

大学从而人生被毁的故事,此事迅速上

了热搜,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严惩班

主任及其背后的恶势力,从微博评论可

知很多大学生也参与其中,对班主任及

其家属进行人肉搜索,百般辱骂。其中有

一些人指出事件疑点,这些人也被网民

攻击。然而事情很快查清楚了,苟晶不是

学霸,她的成绩没有被篡改,复读是自愿

的,她的班主任女儿是冒名上学而不是

顶替,苟晶复读后成绩是真实有效的,读

的是正规公立中专,而非她所说的是野

鸡学校,并且顺利毕业并没有中途辍学,

总体来说,她的班主班的确是犯法了,但

她的人生并没有被改变轨迹。事情反转

之后,攻击她班主任的人调转枪口,她成

了网暴对象,并有了一个侮辱性的谐音

绰号。其实苟晶自述之中漏洞颇多,但由

于大学生欠缺理性思维又急于表达自己

的正义,从而出现这种局面。 

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学习是大学语

文教学重要部分,也是培养学生理性精

神 佳途径。理性精神一词来自西方,

但其精髓一直贯穿中国传统哲学中,中

国传统哲学作品文字优美,语言简练,说

理形象,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因此阅读

这些作品并不觉枯燥艰涩,同时中国传

统哲学中表现的理性精神与西方工具理

性还不太一样,它兼具了情理两个方面。

如儒家推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孔子一再强调学思结

合的重要性,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

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思”是理

性精神的基石,也是提升道德修养的途

径, 终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的君子境界。 

要真正领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们的提出演变都

有着时代背景,脱离时代背景,放在当

下,它的意义和价值又有体现在哪里,

这些都需要学习者静下心来,细细思考,

详加分析,这本身就是一次次理性思维

训练。 

因此在研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过程

中,学生在知识储备、道德提升及思维锻

炼三个方面都得到了提高,久而久之,理

性精神就会内化于心,再遇到人和事时,

理性精神会提醒他多看看多想想多分析

分析,同时道德的提升也会约束行为,实

施网络暴力的机率当然就会随之下降。 

3.2审美多样化 

大学语文是一门通识课程,当下中

国高校所选用的教材,编制体例略有不

同,各有侧重,但教材中所选文本标准

相似,即在内容上涵盖了文史哲,在体

裁是遍及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电

影、流行音乐等,空间跨越古今中外,

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培养学生审美多

样化。 

基础语文教材选文当然也注重多样

性,审美教育也是其教学目标之一,但与

大学语文教学不同,基础语文教育更注

重知识训练,目的在于获得较好的考试

成绩。大学语文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

审美能力,希望学生有独立创见,在这种

思维下,学生对待任何一个作品都是平

等的。 

网络暴力事件很多是因“饭圈”纷

争引发的,大学生喜欢偶像是天性所致,

很多学生受偶像激励学习积极,热心公

益。然而过于痴迷一个人从而看不到其

他美好的事物,甚至将自己的审美强加

他人,一言不合则开骂,显然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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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引导学生欣赏不同类型的美,不同

作品的美、不同作者的美,眼界开阔了,

世界也就阔大了,不再独美一家,沉迷

其中。 

不同学生对作品的解读可能不同,

对作家的评判也会不同,对此老师要鼓

励,这也是引导学生理解人人都有自己

的审美观,正如庄子所说“毛嫱丽姬,人

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

鹿见这决骤”,对于美的定义没有一定之

规,正因为如此,世界才是缤纷多彩的。

对于这些不同意见,我们可能不赞同,但

要尊重,正所谓“和而不同”,世界和谐,

暴力才会消弭。 

3.3正向批评示范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不需要批

评,并非如此。批评永远存在,这也是促

进社会健康发展重要途径。我们需要分

辨的是什么是正向批评什么是网络暴

力。从过程来说正向批评是温和理性有

节制的,批评的依据是全部事实细节；

网络暴力是尖刻粗鲁无底线的,批评的

依据是添枝加叶凭空虚构的。从结果来

说,善意的批评能促社会良性发展构造

更好的生 环境；网络暴力则是两败俱

伤,恶化网络生 环境。比如延续几个

月的“227事件”,起因肖战粉丝举报一

个网文作者污名化肖战,从而点爆了网

络暴力大战,结果导致同人圈的作家及

平台被整顿,其创作空间更为逼仄。另

一方面肖战从顶级流量一跌到底,肖战

粉丝整体污名化,如一个粉丝团体捐献

的一批校服给小学生,因校服印有“赞”

字被举报,这批校服被追回。很明显这

场网络暴力大战中没有赢家,同时也殃

及其他一些无辜之人。 

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讨论活动、翻转

课堂都是正向批评示范,比如《红楼梦》

讨论课,引导学生就作品本身进行探讨,

与同学们达成共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

形成是基于作品中提供的情节、人物行

动及细节描写。并与学生一起分析当下

网络上对《红楼梦》的戏说,讨论其荒谬

之处。翻转课堂中,往往会有评价环节,

此环节也引导学生就观点讨论,赞成与

否都需有理有据,评价好坏的依据是课

堂效果,尤其是批评时只能涉及观点及

论据,不能攻击进行课堂活动同学的外

貌、口音及体 ,更不能揭人隐私。 

一个个的课堂活动就是一个个的批

评示范,在现实生活动中学生领略到批

评的方法并且从中获得精神满足,网络

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延续,正向批评的精

神满足会促使他们在网络上用同样的方

式进行人物事件评价,这样网络上的过

激言论才会减少,网络暴力也会随之得

到遏制。 

总之,利用大学语文的教学,提高学

生的人文素质道德素养,使他们能推己

及人,保持独立思考能力,不被大众裹挟,

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果在网络社

会中,大学生也能保持现实生活中的善

良和涵养,必然会因人格、才能、善良获

得网民的认同和尊重。如此网络生 环

境终会形成良性循环,网络暴力也将大

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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