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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由于经济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狂热追求物质利

益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责任意识逐渐变得淡薄，不同的三

观也在不断碰撞中产生分歧。“道德绑架”近年在网络平台

较为火热的词语，部分新闻媒体借着“道德”的名义，冠冕

堂皇地遮盖其企图利用网络舆论进行“绑架”的真实意图，

利用“道德善恶”这一标准来评判新闻事件中当事人的所作

所为，并且制造舆论声势，从而约束其发声。

在利益熏心导致道德感逐渐减弱的社会中，新闻媒体通

过宣扬正能量的报道，有助于加强道德规范，树立时代先锋，

从而调节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矛盾。然而过犹不及，过于注重

社会的公众利益，容易造成假以“道德”的名义，对个人进

行过高道德要求，倘若加之广泛的舆论声势将会造成难以弥

补的伤害。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王誉俊教授发表的《网络新闻生产中的道德绑架现象与

规避》阐发了新闻生产者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准则，一味迎合

受众需求，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将新闻生产

模式，转变为强迫受众接受具有清晰的意识形态的相关新闻。

陈功和陈慧敏教授在《微博舆论绑架现象分析及其规避

路径》一文中具体阐述了在特定的微博平台中发生的舆论绑

架现象，点名微博平台上的网络舆论失范实际上是新闻传播

后产生的“道德绑架”的表现。

程艳芳教授发表的相关文章《新媒体时代网络道德绑架

的问题及应对》强调在新媒体时代的深入发展下，有关道德

话题的新闻在经过网络平台的快速传播后，快速转变为公众

舆论的焦点，迅速成为网络公众关注的热点舆论议题。

因而总结得出，现有的文献资料均提及了新闻“道德绑架”

现象涉及定位不清晰的媒体、盲目跟风的受众、监督力低下

的社会这三个主体，并根据这三个方面分析原因，提出了相

应建议。本文将以此方向进行深入分析，挖掘更加深
层的原因，并阐述更加具体的建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媒体侧重于强调新闻媒体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

阐述通过新闻报道所发挥的功能，着重倾向于对其失职行为

加以批判。

在《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中，菲利普·帕特森分

析了和媒介伦理相关的一系列事例，从而将焦点集中于新闻

媒体从业者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所遇到的伦理难题以及应对措

施，将问题的解决与实际理论相结合。

传播学者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具体阐明了媒

介与社会的规范理论，点明了大众传媒的重要性，从而强调了

新闻报道者所应该坚守的道德准则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表达了大众媒介所

提供的信息是经过选择与二次加工的，因此人们的言论是针

对媒介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所提出的。

因而总结得出西方各学者并未就新闻“道德绑架”这一

现象进行具体的研究，但是存在伦理学、大众传播性、舆论

学等多方面的相关理论予以支撑。本文将结合上述学术理论

来总结新闻“道德绑架”现象的鲜明特征，以及复杂的产生

原因。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上看，研究新闻的“道德绑架”有利于网络媒体

在报道的过程中，更加精准且慎重地定夺道德标准，并发挥

新闻传播对于道德建设的帮助作用。从而推进媒体更好地承

担推进社会稳定的责任，尽可能避免实践过程中的失误。把

握好诸多新闻媒体的发展方向，尽可能在报道新闻事实的过

程中加强人文情怀，维持好新闻伦理。通过把控新闻的传播，

从而最大程度稳定后期舆论的走向。

（二）实际意义

新媒体时代下社会的文明发展，更加需要注重保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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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闻素材源于现实生活，新闻报道及后期评论也由多方参与。“道德绑架”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新闻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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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长期影响与原因，寻求有效的改善方式。新闻“道德绑架”是指在经过传播主体的媒体进行新闻报道后，部分网民被大

众媒体的言论所干扰，形成了有关善恶的评判致使网络舆论，个人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被迫履行或停止某一行为。这一现象产

生的原因涉及多个主体，媒体对于社会行为的道德评判标准一成不变，且报道的形式较为单一、死板，阅读新闻的受众的社会

价值观较为多样化且文化背景十分复杂，因而导致了新闻“道德绑架”现象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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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并且保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网络媒体应当坚守规范

自己的职业行为，坚持最低操守与底线。在现如今讯息繁杂

的时代，媒体更需要发挥恰当的引领作用，客观公正报道事

实，树立正确的价值走向，以稳定受众的情绪。重视道德建设，

但更要把握住力度，避免对个人的严重指责，严格控制好自

我立场，以防舆论的浪潮淹没了个人。

四、新闻“道德绑架”现象描述

“道德绑架”的含义：“道德绑架”是社会中早已产生

的现象，但却是一个较为新的组合名词。结合以社会伦理学

知识，从文字的表面含义加以阐述。用“绑架”一词修饰“道

德”，便意味着这种行为是约束他人。人们通过提高道德意

识的名义，利用道德善恶的评判，对他人形成舆论压力，从

而迫使其进行自我认知中与高尚道德所相匹配，但违背个人

意愿的事情。

五、新闻“道德绑架”的影响

（一）引发网络舆论破坏社会

新闻受众的评论复杂，但在庞大的社会群体中，舆论往

往会统一化。持有相同观点的网民群体会将情绪宣泄，逐渐

从私密的隐藏网络空间转移至公开的大众网络平台。经过再

一次的讨论与融合，最终较为相似的意见的影响范围将被不

断扩大化。非理智的舆论势力不断发酵，过多偏激的新闻评

价汇集于网络平台，却难以快速得到审核与筛选，因而部分

跟随评论愈发相似。

（二）破坏人文情怀

道德观下指导的个人行为的初衷是为追求成为更好的人，

而并非束缚人。因此在新闻传播后，假如“道德”成为绑架

他人的枷锁，道德对于人的心理调控作用也会失效。虽然个

人生存于社会中，但每个人都可在不触及法律底线的前提下，

自由把握自己的生活。但是由于网络媒体将部分被新闻报道

的个人生活公之于众，因此人的社会属性促使其为维系社会

关系，无法拒绝媒体附加的过高道德期望，从而对于自己的

言行举止更加谨慎，以避免造成他人对自己的批判。新闻报

道中的当事人假如意识到自己被网民所评判，便会不自觉接

受这样的“道德审判”，从而不得不违背自己做事的意愿，

按照道德规范下的逻辑行事，从而抑制住自己的真实想法。

（三）影响媒体的可信度

过度神圣化道德模范人物的报道，不足够贴近生活，具

有较浓的教育色彩，反而会使得大部分普通受众产生逆反心

理。媒体应该始终坚持客观地报道，保证内容属实，而不应

当具有主观偏向性。假如媒体利用自身便利侵入到被报道对

象的私人空间，并且加以道德指责，极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

情绪，从而难以承担调节社会的责任。媒体言论也需要接受

大众舆论的监督，因而需要时刻巩固受众的信任。

（四）干扰理性的法律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法律在应对社会的高

速发展，难以随时予以改变，一旦新闻报道的受众其道德认

知与法律知识相背离，便会形成激烈的讨论。由于部分网民

对于法律专业理论一知半解，法律在大部分网民生活中的参

与程度不高，道德的评价体系却在不断更新，受新闻报道影

响逐渐改变的道德观会与传统法律认知有所差异。因此新闻

中“道德绑架”借由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加

以辅助治理，利用形成的道德集体意识来满足“法不责众”

这一侥幸心理。由于网络平台上新闻快速传播的特质，新闻

评论也无强硬的实名要求，法律的权威性遭受到以道德为名

的新闻舆论的迫害。新闻传播过程中形成的“道德绑架”不

仅“绑架”了报道中的个人，部分网民根据个人的主观经验

与感性想法，试图迫使法律的审判更加道德化。

（五）激化阶级矛盾

在阶级不断固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愈

发严重，官宦、富豪阶级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其

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同。普通群体更倾向于伸张正义，从而

阐发心中的愤怒，媒体倘若为助长新闻受众的负面情绪，从

而对被报道者加以道德层面的批判，新闻受众也会更加坚定

自己捍卫道德的正确性，从而忽视清醒判断事情经过，丧失

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新闻舆论中大众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批

判并不有助于反思社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谴责会给予人短

暂的优越感，但这并不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会促使冲

突的恶化。

六、新闻“道德绑架”的成因

（一）媒体自身因素

极端的道德评判体系

媒体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了固定不变的报道形式。

由于人的主观认知难以避免刻板印象，因此固化的报道思维

往往会影响新闻的最终呈现。在经过记者的事件采访后加以

编辑，其中便包含有道德层面的审核，根据个人经验及三观

的主观臆断会将新闻事件进行分类，从而形成善恶两极分化

的固定分类。

（二）一成不变的报道模式

媒体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了固定不变的报道形式，

由于人的主观认知难以避免刻板印象，因此固化的报道思维

往往会影响新闻的最终呈现。在经过记者的事件采访后加以

编辑，其中便包含有道德层面的审核。在创造新闻的过程中，

过于在意新闻作品的产出效果，对于处在模糊界限边缘的人

物报道，便产生了些许遗漏。

（三）社会环境对媒体的影响

新闻媒体需要坚定积极的舆论导向，大力宣传高尚的品

德，从而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断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力赞扬以集体利益优先，因此主流媒

体以也侧重于褒奖超越自我，牺牲个人利益，追求大局稳定

的高尚人物。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经济基础的

不断坚实，伴随着上层建筑的不断更新。但由于社会阶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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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较为鲜明，社会结构不够稳定。因而社会媒体普遍倾向于

尽自己所能帮助弱势群体，以追求社会公平，加强新闻宣传

对于道德层面的倾向。

（四）受众因素

1. 盲目的从众心理

由于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因此个人意志往往会依附于

集体意志。之所以会产生网络舆论的“道德绑架”，是因为

部分人会选择不加以独立思考，为自己能求得较为安定的网

络环境，而顺从于大部分人都赞同的观点，从而形成个人难

以抵抗的舆论势力。然而“被绑架者”往往寡不敌众，因此

也会屈服于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受众往往容易在从众过程中

迷失自我，逐渐缺失了深度思考以及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

从而导致思维的僵化。受众试图与主流媒体所倡导的主要观

点达成统一，从而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效应。

2. 过高的道德预期引发失望的落差

依据第三人效果的理论来看，新闻的受众略微高估了舆

论对于道德行为的约束力。超过道德底线过高的期待往往会

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反差，从而产生失望的落差感。人们根据

主观情绪定夺的道德准则，通常会高于最低道德底线。因此

新闻受众会误以圣人的标准去要求被报道的对象，一旦没有

完美遵循道德规范，便会造成落差感，舆论中便会出现苛刻

的指责。在网络平台利用新闻报道进行“道德绑架”的主体

将严于律己的道德，变成强加于他人的枷锁。 

结论 

本文说明在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中“道德绑架”的现象

较为严重。然而根据新闻传播学理论，并结合以社会当下的

心理和伦理现状，分析了新闻“道德绑架”在形成及不断延

伸这一过程所呈现的特点。列举了涉及到“道德绑架”不同

主体的新闻报道，将其进行细致的分类。由于现如今的社会

道德要求远超过道德底线，因而产生了新闻报道的媒体以及

新闻受众对于被报道对象，定制了难以达到且束缚自我的道

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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