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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网络戾气何时休

一、热点概述

你有没有这样一种体验：在网上看到某条新闻觉得有感触，或是刷到某个视频觉得有意思，点进评

论区正想谈谈看法，却发现总有一些“杠精”在进行言语攻击。他们总能找到莫名其妙的角度来发表不

友好言论，并且一旦有人反驳解释，更会像吃了火药一般开启“骂战”模式。

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网络戾气开始逐渐蔓延。“标题党”冲击眼球，“泄愤帖”挑起对立，从情绪

输出到攻击谩骂，从线上发轫到线下宣泄，从“人肉搜索”到“开盒挂人”......这也引发我们思考：

网络戾气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拨开这层“迷雾”？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层次的人相遇在网络中，每个成员都能自由表

达自己的观点，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立场。当不同立场出现时，个别人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

表现出狭隘的思维和极端的偏见，一些荒腔走板的言论随之涌现。

（2）一组数据反映了专项行动初步成效。据媒体报道，微博严肃处置煽动群体对立等极端言论，

共清理违规内容 9 万余条；快手处置违规账号 361 个；B站累计处理违规行为 16731 起，处置违规账号

347 个。再如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

犯罪的指导意见》，以法律准绳来约束网络行为。

2.道理论证：

（1）《诸病源候论》中提到，“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讲的是中

医所说的戾气，多源于内心不安和，且受到外界环境等因素感染。类比至网络戾气，其产生的原因相仿，

也有内外两个方面。

(2)网络戾气不该是伤人“利器”。在信息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网络戾气不是一天两天突然出现的，

而是各种复杂因素的累积，对其治理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也只有当“乌烟

瘴气”被吹散，网络空间这个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才能惠风和畅、天朗气清。

3.开头/结尾：

（1）戾气，本是中医用语，指的是一种有别于正常风寒暑湿，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后被引申

到网络上，形容有的人因为某种心理亚健康状态引发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偏激、暴怒等……

（2）社会需要秩序，公民需要良知，网络需要清朗……

（3）让恶意攻击的人付出代价，让放纵戾气的平台承担责任，才能形成有效震慑、树立鲜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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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些年来，网络戾气越来越重，网暴行为时常发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 1个

月的“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专门整治打击网络戾气，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啊。种种网络戾气频发，

既给人们带来身心伤害，也污染网络空间、破坏公序良俗。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

此次清朗行动、重拳出击、大快人心，必须点赞……

第二步——意义：

其一，净化网络环境。通过专项整顿治理，清除网络空间的杂质，净化了传播环境，还广大网民一

个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生态……

其二，维护社会稳定。可以有效整治网络不良信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和道德风尚，有效防范和打

击网络乱象，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第三步——原因分析：

就外部来说，现实被“投影”到网络，在网民猎奇心理追逐下，少数负面情绪被放大。加之互联网

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加速了戾气的形成……

就个体来说，网民素养参差不齐，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看待同一事件。同时，一些人凭借互联网的

匿名性，无所顾忌，对他人进行随意谩骂、侮辱等，把网络空间当成“法外之地”……

第四步——过渡：

治疗戾气，中医讲究上、中、下三焦辨证，意指在疾病的初期、中期、末期进行针对性治疗。网络

戾气也分萌发期、积累期、爆发期，需要针对不同阶段特点“对症下药”……

第五步——对策：

萌发之时，往往以网络语言对抗为标志。一方面，培养理性思维，在面对海量网络信息时，要评估

其真实性，摒除煽动性言论影响，避免盲目从众。另一方面，也应当规范言行，少一点无意义的情绪发

泄，多一点发现美好的正能量……

积累阶段，更应正面引导、合理疏导。网络平台作为“排气通道”，应当好“把关人”，引导网民

既能“陈情”，又能“说理”。比如，利用技术手段强化对不良信息的监管，筛选理性发言，让谣言、

极端言论在“戾气的螺旋”中消弭，疏导舆情危机，弥合大众情感……

爆发之际，常常伴随焦点事件发生，并逐渐演变为网络暴力，更多需要依靠有关部门从宏观层面来

把控。此次中信办“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及时出手，重拳出击……

第六步——总结结尾：

网络戾气不该是伤人“利器”。在信息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网络戾气不是一天两天突然出现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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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种复杂因素的累积，对其治理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也只有当“乌烟瘴

气”被吹散，网络空间这个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才能惠风和畅、天朗气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