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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暴力是现实暴力在网络空间中的映射与延伸。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网络

暴力现象日益普遍，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从个体、群体、网络

三个层面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全面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建立健全网络监管体系、

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提高网民网络素养，以期构建一个更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网络暴力行为，应对策略 
 

 

Analysi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Online  
Vi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Yu W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ug. 23rd, 2024; accepted: Sep. 30th, 2024; published: Oct. 15th, 2024 

 
 

 
Abstract 
Online violence is the mapping and extension of real-life violence in cyberspace. With the rapid de-
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ty of social media, online viole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and a social problem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online vi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 including individuals, groups, 
and the internet. Based on thi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a sound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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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online moral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netizens’ online literacy, 
in order to build a healthier and more civilized onl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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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所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48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与人们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深刻地重塑了社交互动与公众参

与的方式。然而，网络这片广阔天地并非全然纯净，其中潜藏的网络暴力问题正逐渐凸显，成为社会各

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刘学州因寻亲之路屡遭恶意攻击，到郑灵华因染粉色头发被无端贴上负面标签，

再到近期“胖猫”事件引发的广泛争议，这些“幕后黑手”通过简单按键造成的伤害，无不让人深感痛心

与忧虑。因此，面对网络暴力这一严峻挑战，必须立即行动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以维护网络空间的健

康与和谐。 

2. 网络暴力概述 

网络暴力通常指的是网络虚拟空间的暴力行为。李礼认为“网络暴力”是具有一定数量的网民向特

定对象或社会事件，发起非理性的言论攻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被攻击对象造成权利损害的网络行为(李
礼，2020)，殷子媛认为发生在网络空间，针对人的名誉、荣誉、人格、隐私权实施的侵害行为，因该行

为对人身权益具有攻击性，故称作网络暴力(殷子媛，2022)。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一致认为网络暴力

是一种对个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行为，甚至可能演变成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不良行为。网络暴力的表

现形式纷繁复杂，涵盖了从言语层面的恶意侮辱、诽谤与恐吓威胁，到行动层面的非法人肉搜索与个人

隐私泄露，乃至以道德之名行绑架之实的道德施压。这种暴力现象不仅局限于网络空间的虚拟边界内肆

意扩散，更渗透至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个体和社会构成了深远且恶劣的影响，侵犯了个人的尊严底

线、损毁名誉，还暴露了个人隐私，更污染了社会的健康风气。因此，对于网络暴力的遏制与治理，显得

尤为重要且迫切。 

3.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网络暴力行为的社会重要性及理论基础 

3.1.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网络暴力行为的社会重要性 

首先，揭示网络暴力行为的根源。借助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我们能够深入剖析网络暴力现象背

后的复杂心理动机，对于包括网民、网络平台以及政府部门在内的所有相关方而言，均有着显著的积极

意义，有利于为各方应对网络暴力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更加具体细致地治理网络暴力问题(滕婧祎，2024)，
进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网络暴力形成的本质原因。 

其次，提升社会意识与教育。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能够提高公众对网络暴力的认识和理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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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社会组织和媒体可以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开展公众教育活动，增强网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

识，有助于推动社会各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解决网络暴力问题中。 
最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网络暴力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侵蚀了其原有的良好氛

围，对现实社会的工作与生活秩序构成了重大冲击，煽动网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不仅加深了社会阶层之

间的隔阂，还直接制造并激化了社会矛盾(张巨才，2024)。对此，需要借助社会心理学进行深入研究，进

而有效维护网络空间的和谐稳定，推动社会秩序健康发展。 

3.2.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网络暴力行为的理论基础 

3.2.1. 从众效应 
从众效应，又称羊群效应，是指个体在群体的影响或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或违背自己的观点，

使自己的言论、行为保持与群体一致的现象。在群体中为了争取他人的支持，人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夸大

自己的倾向和态度，或者用更为夸张的语言和内容来描述事情，这往往导致行为变得极端甚至失去理智。

而群体成员通常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反而会被这种过度的激情所感染，从而变得更加极端。在网络暴力

事件中，个体可能因为害怕被孤立或排斥，而选择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攻击，从而加剧网络暴力的

发生。 

3.2.2. 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通过将自己归类到某一社会群体中来获得自我认同。在网络环境的背景下，

网民倾向于加入网络社区并表达共享的观点，以此强化他们与所在群体的联系感和归属感。然而，当该

群体内部围绕某个事件或个体形成负面共识时，为了保持与群体的一致性并巩固这份归属感，个体可能

会不自觉地顺从群体意见，进而卷入到网络暴力行为之中。 

3.2.3. 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强调当个体持有两个或多个相互矛盾的认知时，所体验到的心理不适感即认知失调，

以及个体如何通过改变认知或行为来减少这种不适感。在网络暴力行为中，个体可能因为对某个事件或

人物持有强烈的负面看法，而与其他人产生认知失调，而为了缓解这种不适感，个体可能会选择通过攻

击或谩骂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从而加剧网络暴力的发生。 

4.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网络暴力行为的探析 

4.1. 个体层面 

4.1.1. 猎奇娱乐心理 
众多网民参与网络暴力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娱乐化的心理(王黎楠，2024)，这种心理驱使他们将

网络暴力视为一种娱乐活动，比如“人肉搜索”等行为因其带有戏剧性和刺激性，便成为了他们满足个

人好奇心的工具。这些网民享受于对他人隐私的窥探，乐于参与那些看似充满趣味和戏剧性的网络事件，

而忽视了其对受害者造成的实际伤害。与此同时，一些网络媒体也积极利用这种娱乐化的心理作为营销

策略，他们通过制造和传播耸人听闻的标题和内容来吸引眼球，这包括编造不实信息、夸大事件的真实

性或发布所谓的“独家真相”。这种做法不仅迎合了部分网民对刺激和惊奇的需求，也有效地增加了媒

体平台的用户粘性和流量，短期内虽然能够提升网站访问量和广告收益，但却助长了网络暴力的蔓延，

加剧了公众对虚假信息的依赖，从而对社会整体的道德和心理健康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4.1.2. 情绪宣泄 
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与压力的人们，有时会选择网络暴力作为释放其负面情感的途径。当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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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中难以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缓解累积的种种压力时，涵盖了紧张、焦虑、迷茫、不满、失望及愤

怒等多种消极情绪。这些情绪在群体中不断积聚，但往往缺乏直接的现实出口以供排遣，网络空间在此

时扮演了情绪释放与宣泄的关键角色，为广泛存在的社会焦虑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宣泄平台。当网民遭遇

或目睹令他们不满的事件时，网络成为了他们表达不满与愤怒情绪的渠道。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特定的

社会情绪能够迅速吸引网民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当这些情绪与具有特殊身份或群体的负面事件相关联时，

网民的批判与指责往往更为激烈，不仅针对事件本身，还可能波及到相关人员的亲友圈，展现出一种超

越常规界限的攻击性。 

4.2. 群体层面 

4.2.1. 从众心理 
网民的从众心理是网络暴力的根源，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受到外界群体行为的影响而产生的模仿、顺

从的行为，当个体感到自我与群体的行为与态度不相符的时候，来自于社会的压力或者是个体自身的压

力都会促使个人从众。意见领袖在大众传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其他受众了解到该问题的内容以

及自己的态度，而信任他们的受众则会将经过加工的言论传播出去(薛冰心，2024)，左右舆论导向。在网

络暴力事件中，如果多数的评论、发帖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对被害人实施语言攻击，那么在网上浏览的网

民们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极易受到个别群体中极端言论的诱导，从而引发从众心理。尤其是对

于公共话题的讨论，许多现象被片面化，他们只看到现象而非本质，开始了“键盘侠”式正义，认为只有

跟大家一起发帖谩骂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网络水军”会对社会现象进行网络加

工，以至于能够达到使这一平台上的大多数群体出于同情或者厌恶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进行群体网

络暴力、人肉搜索，使得网民们无法进行深度思考。在从众心理的影响和控制下，使得网民们盲从于这

些负面情绪，使热点事件变得错综复杂，严重影响受害人心理，对其工作生活也造成了严重危害，让网

络暴力持续升级并最终酿成恶果。 

4.2.2. 人多势众、法不责众心理 
网民的聚集，并非仅仅是数量的简单累积，而是产生了独特的“群体效应”，勒庞指出，形成群体的

个人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

望加以限制的(勒庞，2005)。他们之间相互激励、彼此支持，共同跨越了个体单独行动时的心理障碍，勇

于实施那些单独时可能犹豫不决或不敢尝试的行为。这种群体动态催生了一种“法不责众”的普遍心理

认知，即认为在众人共同行动的背景下，个人的行为责任被稀释，从而敢于挑战法律与道德的界限，采

取可能被视为过激的举措。网络暴力的参与者人数众多，人员分布较广，难以追究所有人的责任，许多

网络暴力参与者正是抓住了“法不责众”的这一空子(孙伊柔，唐昌维，2019)。当个人认为责任主体是全

体网民时，自我意识就会逐渐降低，从而缺乏社会责任感。部分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展现出社会责任感缺

失的问题，他们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虽非网络暴力的直接发起者，却在无形中助长了暴力氛围的蔓延。

这些网民倾向于将网络世界视为与现实社会截然分开的领域，认为在网络中的言语攻击或恶意行为无需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以“消遣时光”的心态加入到网络暴力的行列中。这种心态不仅忽视了对他

人可能造成的伤害，也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与责任担当的原则。 

4.3. 网络层面 

在网络构建的匿名环境中，用户享受着一个相对隐蔽的领域，这让他们能够无惧身份暴露，自由地

抒发情绪。在这种情境下，网民们往往不再苛求逻辑的严密与表达的规范，而是放任情绪性、煽动性和

攻击性的言语与行为泛滥。他们化身为“隐形的群体”，敢于在网络上直言不讳，尝试那些在现实生活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700


王玉 
 

 

DOI: 10.12677/ap.2024.1410700 81 心理学进展 
 

中未曾或不敢尝试的言行，展现出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社交软件具有的虚拟性和匿名性，让公众

能够充分宣泄情绪、展示观点和展露人性(殷慧莎，2024)，无疑助长了网络上的野蛮行为，因为它让施暴

者无需畏惧责任与后果，更加肆无忌惮，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约束力在这一过程中显著削弱。同时，

它也容易导致个体在群体压力的影响下失去自我判断与自我约束，盲目跟从群体行为，进而加剧了网络

暴力的蔓延与恶化。面对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他们可能因缺乏直接的个人联系而减少共情与愧疚感，因

为虚拟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一层保护壳，使他们能够规避社会的直接审视与道德评判。此外，网络的匿

名性为那些企图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提供了规避法律、道德及社会规范制裁的温床，使得对他人的伤害

行为变得相对容易实施。然而，网络治理的措施并未能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并驾齐驱。相反，一些既

存的问题非但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与新出现的问题相互交织，共同凸显了网络作为公共

交流平台的缺陷与网络治理体系不健全之间的深刻矛盾。 

5. 网络暴力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 

5.1. 损害个人身心健康 

网络暴力中，非理性的群体行为不再仅限于线上文字、图像的攻击，而是演化为对个体全方位、高

强度的排斥与谴责，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名誉与隐私。随着人肉搜索现象的兴起，网民的行为模式逐渐

跨越了单纯的网络空间界限，通过这一手段直接将网络舆论的洪流导向现实，对目标人物实施现实生活

中的侵扰与骚扰。长时间置身于网络暴力的风暴中心，个体往往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精神重负，言语、图

像乃至视频的恶意攻击与现实困境交织，极大地增加了其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对于网络暴力

的受害者而言，心理困扰往往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长期累积之下，可能引发应激反应综合征等严重心

理疾病，具体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极度的悲观主义以及对未来的深切恐惧。此外，网络暴力本质上

是对个人尊严与人格权利的粗暴践踏，这种过度的负面关注不仅让受害者深感羞耻与耻辱，更导致其尊

严受损，对自我价值产生深刻质疑。这种心理状态不仅严重侵蚀受害者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将他们推向

绝望的深渊，诱发自杀念头乃至行为。更为严重的是，网络暴力还可能诱发现实生活中的暴力事件，一

些网民在受到网络暴力的刺激和煽动后，可能会采取过激行动来报复或发泄不满。 

5.2. 弱化道德与法治意识 

网络暴力事件频发，其根源之一在于法律体系的滞后与惩罚力度的不足，为不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

机。网络空间的快速性与匿名性，加之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得监管难度骤增，监管部门往往难以迅速

捕捉并有效应对暴力事件，责任追溯过程亦错综复杂。网络暴力虽然能够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但是

其具有群体性的特征，对个体网络暴力追究刑事责任存在困难(周铁震，蒋顺冬，2024)，这一现状被部分

网民视为“灰色地带”，他们利用群体匿名的掩护，肆意发表攻击性言论，即便触及法律红线，也抱着侥

幸心理认为能逃脱制裁。这种心态背后，是对网络暴力危害性的低估与法治观念的淡薄。网络暴力不仅

扭曲了舆论监督的初衷，更催生了一批“网络暴民”，他们以恶意中伤为乐，不断升级对当事人的攻击。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被卷入其中，从旁观者逐渐转变为冷漠的看客，对受害者的遭遇无

动于衷，甚至以观赏“闹剧”为乐，同情心与爱心逐渐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麻木不仁与冷漠无情。这

种社会心理的演变，无疑是对社会道德与人文关怀的深刻挑战。 

5.3. 破坏社会秩序 

网络暴力行为的肆虐，不仅侵蚀了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秩序，还威胁到现实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其存

在让网络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当今社会，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庞大的用户群体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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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规模庞大的网络环境。网络暴力不仅限于个人层面的恶意攻击和诽谤，更在于其

能够迅速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公共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片面、极端甚至虚假的解读和传播。

这种“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空间中尤为明显，使得理性声音往往被淹没在情绪的洪流之中。当网络暴

力触及敏感议题或社会痛点时，其破坏力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尤为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别有用心者可

能利用这一平台，发布煽动性言论，涉及敏感议题，试图挑起网络舆论的风暴，极端与不理智的言论在

网络中横行，无形中渗透进普通网民的心理，逐渐塑造出一种情绪化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更容

易失去冷静与理性，导致网络空间情绪高涨，进而可能采取极端行动，对正常的公共网络秩序造成严重

冲击，给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害。 

7.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网络暴力行为的应对策略 

7.1. 建立健全网络监管体系 

首先，法律的权威性使其成为控制网络暴力的有效工具。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政府应当在网络暴

力事件出现的前期、发酵的中期和后期进行预防、遏制和制裁，各个环节加强立法工作，使网络暴力事

件的处置有法可依，增强对网络犯罪的惩罚力度，提高犯罪成本。此外，还要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

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依法规范网络行为。通过建立完善的网络暴力法律

框架，旨在构建一个清晰、明确且强有力的法律环境，以有效应对和遏制网络暴力行为，不仅能够保障

受害者权益，也能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其次，落实网络实名制。网络语言暴力的根源在于虚拟匿

名保护，而实名制有助于揭开这一保护层。网络实名制遵循“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原则，即用户注册

时需提供真实信息，但在网页上仅显示昵称。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人们在社交环境中倾向于展示符合

自己身份和期望的形象。网络实名制使得这种自我呈现不再局限于匿名或虚构的身份，从而增强了用户

的身份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更加谨慎地发表言论，积极遵守网络规范与道德准则，

有效减少不良言行及网络暴力的发生。最后，优化网络信息发布与反馈机制。面对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

必须确保信息的时效性与准确性，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迅速澄清网络谣言，并有效阻断其传播路径。

同时，建立持续跟进机制，实时向公众通报事件进展，辅以权威的解释与说明来获取网民的理解与信任。

这样不仅能够提升政府网站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还能拓宽民众表达意见与态度的渠道，有效减少了信息

盲区，从而最大限度地压缩网络暴力滋生的空间，避免公众因信息不全而做出片面或误导性的判断。 

7.2. 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首先，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众媒体务必要坚守新闻真实性与价值的底线，积极发挥

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提升网民的网络道德水准，倡导文明上网

与文明表达。这样能够引导公众在网络信息洪流中保持理性思考，真正服务于广大民众的需求，从而在

网络空间营造出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生态。其次，针对学校与家庭这两个关键领域，需充分发

挥其教育引导功能。家长要帮助孩子理解网络环境的特点，明确网络交流的规则，并强调网络文明的重

要性；学校则应致力于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开展网络安全和网络伦理的教育，让学生了解网络暴

力的危害及其严重后果，培养他们的网络素养和文明行为习惯。家庭与学校的共同努力，可以为学生构

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将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有效预防和减少

网络暴力的发生，同时也能提高他们在面对网络暴力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每位网民都应积极提升自身

的道德修养。可以通过广泛阅读经典书籍和参与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来增强道德素养，建立扎实的道德

基础和网络责任感。同时，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时，应该学习并采用健康、积极的方法来释放情绪，以

维护自身的身心健康。通过这些努力，不仅能有效帮助我们释放压力，保持身心健康，更能在网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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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持理性思考，在网络空间中做出更加负责任的行为，从而避免冲动与偏见，为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

贡献力量。 

7.3. 提高网民网络素养 

首先，积极培养网民批判性思维能力，以辨别信息的真实性。认知偏差是指个体在获取、处理和评

价信息时产生的一种系统性的偏离事实或理性的倾向，在网络暴力中，这种偏差可能导致个体对事件或

他人的误解和偏见。因此面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个体需要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仔细分析信息的来源、

背景和逻辑，以确保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是准确和可靠的，避免被情绪驱动的煽动性内容所影响。正确理

解信息的内容，有助于避免被误导或引发不必要的情绪反应，从而更好地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其次，

提升网民的法律意识。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明确自己言论的界限，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每个

网民都应了解和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网络伦理标准，避免因不当言行侵犯他人的权益或违法。提升法

律意识有助于促进网络环境的规范化，保护个体和集体的合法权利，确保网络空间的健康和安全。最后，

面对网络暴力，公众应采取积极的抵制态度，避免成为网络暴力的推手。归因理论关注个体如何解释他

人或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在网络暴力中，个体往往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却忽视自身因素。因此在遇到网

络谣言时，引导个体从多角度审视问题，认识到网络暴力行为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立刻

停止传播谣言，减少对他人的无端指责和攻击。通过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帮助减少虚假信息的扩散，

避免不实言论进一步损害他人权益，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理性的网络环境，促进网络社区的和谐发展。 

8. 结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新的网络暴力形式和挑战可能会不断涌现，网络

暴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锐的洞察力，不断调

整和完善应对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和需求，携手努力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共生的网络世界。 

参考文献 
古斯塔夫∙勒庞(2005). 乌合之众(冯克利 译, p. 16). 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礼(2020). 网络暴力的道德批判与规制. 晋阳学刊, (6), 98-104. 

孙伊柔, 唐昌维(2019). 当前网络暴力的心理成因及对策研究.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39(8), 196-197. 

滕婧祎(2024). 媒介素养视角下网络暴力的形成与应对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工业大学.  

王黎楠(2024). 新媒体时代网络暴力的成因与防治策略. 公关世界, (7), 20-22.  

薛冰心(2024). 网络暴力成因之思及策略研究. 国际公关, (6), 125-127.  

殷慧莎(2024). 网络暴力的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1), 132-135.  

殷子媛(2022).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困境及对策研究.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8), 155-156.  

张巨才(2024). 网络暴力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纾困之道. 传媒论坛, 7(9), 3.  

周铁震, 蒋顺冬(2024).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37(2), 79-8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700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网络暴力行为的探析及应对策略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Online Vio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网络暴力概述
	3.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网络暴力行为的社会重要性及理论基础
	3.1.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网络暴力行为的社会重要性
	3.2.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网络暴力行为的理论基础
	3.2.1. 从众效应
	3.2.2. 社会认同理论
	3.2.3. 认知失调理论


	4.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网络暴力行为的探析
	4.1. 个体层面
	4.1.1. 猎奇娱乐心理
	4.1.2. 情绪宣泄

	4.2. 群体层面
	4.2.1. 从众心理
	4.2.2. 人多势众、法不责众心理

	4.3. 网络层面

	5. 网络暴力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
	5.1. 损害个人身心健康
	5.2. 弱化道德与法治意识
	5.3. 破坏社会秩序

	7.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网络暴力行为的应对策略
	7.1. 建立健全网络监管体系
	7.2. 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7.3. 提高网民网络素养

	8.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