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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rediction Technology”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iming	to	explore	a	practical	course	mode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urriculum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a	singl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nd	insufficient	teaching	staff.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losed-loop	
teaching system of “learning practice feedback improvement”, which adopts a differentiated group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nd 
introdu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achieve	personalized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se	
innovative measures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predict and handle public opinion, and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opinion prediction technology courses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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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公安院校《网络舆情预测技术》课程建设问题展开研究，旨在探索面向实战的课程模式。研究发现，当前课程存在教
学资源不足、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学习-实践-反馈-提升"的闭环教学系统，采用差异
化小组协作机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个性化配置。这些创新性举措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舆情预测和处置能
力，对推进公安院校舆情预测技术课程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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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舆论安全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和多元化，这些挑

战来源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国际

形势的变化以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互联网成为各国舆论争

夺的主要战场，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迫切需要对《网络舆情预测技术》课程体系进行全面梳理，

探索对新兴媒体发展理解和应对策略。通过对课程体系的优

化和完善，旨在培养出能够准确把握舆论动向、具有敏锐的

舆情意识、有效应对舆论风险、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专业人

才，从而更好地适应时局变化，为建设和谐稳定的网络社会

提供有力支撑。

2 《网络舆情预测技术》课程开设的现实需求

随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舆情的发生地由线下转为线上，

2024 年 8 月 29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

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 2024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突破 11 亿，网络生活已经深入融入

人们生活。在当前背景下，舆论引导权经历了显著转变，广

大的网络用户群体声音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互联网为个体

提供了充分的表达空间，赋予了更强的声量和传播影响力。

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舆论生态的构建，打破了信息传播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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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壁垒，推动舆论在形成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网络舆论空间呈现出高度的多

元化特征。从 "Z 世代 " 到 " 银发一族 "，从城市白领到乡村

创业者，不同年龄层次、多样化的文化背景、各异的社会

经历的网民在此汇聚。这种多元化不仅丰富了网络舆论的

内容，也增加了舆论形成和演变的复杂性。通过社交媒体、

短视频平台、在线论坛等多样化的渠道，普通用户能够迅速

传播自己的观点，甚至能够在某些议题上形成足以影响决

策的舆论力量。在互联网传播生态中，网民认知行为呈现出

显著的易导性特征。碎片化的信息呈现方式打破了传统认知

框架，海量且离散的传播内容使受众难以构建完整的事实图

景。与此同时，算法推荐机制与社交传播链条形成的信息茧

房效应，进一步加剧了群体认知偏差 [1]。

3 《网络舆情预测技术》课程作用

3.1 培养应用型警务人才
公安教育的对象有明确指向为人民警察，直接服务于

人民警察队伍建设，核心目标是向公安队伍输送人才需要注

意培养实战型公安专业人才，注重执法能力和专业技能，强

化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确保人才质量符合实战需求，故公

安教育不能离开公安工作实际。

在《网络舆情预测技术》中存在丰富的实战案例为教

学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支撑，这些源于真实情境的典型案

例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通过具体可感的

事实呈现，帮助学生深化理论认知，培养问题分析能力。实

战案例基于事例修订调整教学内容，确保教学内容复合学术

规范，同时贴合实际。通过模拟来还原真相，以此将案例总

结进课堂，强化教学内容和公安实战的联系。

3.2 课程具有学科融合与前瞻性特点
《网络舆情预测技术》课程体现了高度的多学科融合

性和前瞻性，这一特点对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和实践应

用能力至关重要。通过跨学科整合与前瞻性训练，构建起适

应数字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深度融合信息

技术、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情报学等多学科知识体系。例如，

在分析群体性事件时，学生需同步运用社交网络分析技术追

踪信息扩散节点，结合社会心理学模型评估情绪传染风险，

最终形成多维预警方案。

《网络舆情预测技术》课程希望能够培养出具有广阔

知识面、敏锐预判能力、强实践能力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专

业人才。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为公安系统输送兼具数据敏感度、法治思维与国家安全意识

的专业力量，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4 当前课程存在的问题

4.1 教学资源不足
①数据获取受到限制。舆情预测同样需要依赖实时多

维度的网络数据，但公安院校学员因数据权限，隐私保护等

限制，在教学中多使用静态案例或者过时数据，导致学生无

法掌握动态舆情追踪技术，同时难以培养舆情信息敏感度，

导致教学质量不高。且各个公安院校独立建设舆情课程，未

形成全国性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导致资源重复投入且利用

率低。②软件使用存在技术代差。现阶段公安院校与公安实

战中使用的舆情监测软件与系统存在较大的技术代差，公安

实战中使用的舆情监测软件未向院校开放教学接口，而学生

接触的软件多为通用开源工具（如 python 等），且主流舆

情监测工具大多需要付费订阅，院校因预算有限难以普及，

学生仅能通过简化版或者演习版学习，无法体验完整功能。

4.2 人才培养模式单一
①教学内容维度较少。教学内容偏重舆情工具操作与

案例分析，缺乏从数据爬取到风险预警的端到端衔接，缺少

对工具在全流程处理链条中的整合练习，考核过度依赖笔试

和静态案例分析，缺乏对于动态突发舆情预测能力的量化评

估，课程设置方面缺少与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

的深度融合，导致学生缺少“技术 + 社会情绪”的复合舆

情思维能力。②教学方式固化。日常教学多为讲授式教学，

缺少差异化培养方案与对抗演练，未设计舆情攻防实验，导

致学生难以适应实战中的跨职能协作与缺少面对复杂舆情

时系统性应对思维，缺乏主动预判和危机化解的逆向思维

能力。

4.3 师资力量不足
①复合型师资培养缺位。地方院校缺乏公安舆情交叉

学科的专业培养体系，导致师资来源局限于传统单一学科背

景。教师普遍存在知识结构断层，例如部分网络安全专业教

师缺乏社会风险研判能力，学科壁垒使得教学内容呈现拼凑

化。②教学与实践能力失衡。教师评价体系过度倾向科研论

文等理论成果，导致多数教师缺乏一线实战经验。教学内容

更新滞后于新型舆情技术发展，且培训机制不完善，教师难

以系统掌握前沿工具与跨学科方法论。重理论轻实践的导向

下，课堂案例多源于文献而非真实处置场景，学生无法感知

舆情应对中的动态博弈与跨部门协作压力。

5 《网络舆情预测技术》课程建设质量提升
路径

应对实践教学的举措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脱节

的状况，需要多个方面的努力，公安院校因其行业办学特性，

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又要满足公安部门不同时期

对于警务人才的需求，因此需要采取多方合作模式 [2]。新型

警务人才培养一般需要 4 年的时间，通过实践教育体系的不

断完善，可以促使教学内容以及师资等向一线靠拢，缩短人

才培养周期，同时对于合作的公安局来说，新质人才涌入可

使新技术及时赋能公安工作 [3]。与企业合作，能为学生提供

更多项目机会，增加学生实践机会，同时帮助企业节约成本。

开创共享实验室，为缺少硬件的学校培养实战人才打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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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从宏观角度出发，解析形势和需求才能完善实践教学的

应用 [4]。

5.1 优化课程体系
不断收集新舆情、新案例，更新舆论战新模式，积极

探索学习。应对舆论战，掌握舆情监测新方法，强化项目平

台搭建，利用教学平台搭建线上线下双教学模式。学生通过

科创项目自主探索新平台，通过教学评价改革，分类开展教

师在职培训与研修，拓展教师学习领域，学习利用数智化设

备与技术，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的思维定

式，做到课程内容与实战教学与时俱进。

5.2 创新教学模式
构建学习 - 实践闭环系统，通过划分学习小组，以模块

形式学习并进行课后实践，通过成果展示再次学习不足。这

种差异化小组协作机制相较传统教学，能更准确把握学生特

长精确分工能更好的培养成专项人才，同时利于探索学生各

个方向的天赋。通过反转课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学习

以 PPT 汇报形式展示。通过学生讲课程内容，老师进行补

充模式，这种老师与学生互换视角多维度互动式学习模式，

可以帮助打开授课老师的新思路，减少舆情监测死角，也促

进学生之间的经验互鉴。同时小组内学生各司其职，可以激

发学生各方面的专项天赋，以培养出多元化，多精尖的公安

人才。

5.3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将数字智能技术的应用于教学，标志着教育方法从量

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价值在于将

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教育服务的提供转向更加精准、科学的个

性化配置。数字智能技术的关键优势在于其强大的数据处理

能力。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该技术不仅能够精确描绘

教育对象的学习行为和认知模式，还能深入洞察他们的心理

状态、情感倾向和价值观念。这种深度分析为教育工作者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使得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设计能够更

加贴合受众的实际需求和特点 [5]。

5.4 OBE 理念实战化导向的考核体系
OBE 教学理念，重视实践而轻理论，较传统的师徒制

教学，更利于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探索自我风格，增强创

造力，较传统教学方式下，OBE 教学理念的学生，对于现

实问题更有自己的理解，且理解视角更全面，符合培养公安

新质人才的需要 [6]。采取基于 OBE 理念的公安院校实践教

学 OBE 理念重点关注以下四个问题：学生需要取得什么样

的学习成果在 OBE 教学中，老师不是传统教学中的唯一权

威，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探索创新的引导者，指路人；怎

样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成果较传统教学方法，OBE 理念

更为强调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课程的进行更加灵活多

变，根据学生情况做出应对；为何学生需要取得这些学习成

果较传统教学方法，OBE 教学集中于实际问题，培养学生

综合素质；学生是否取得了相应的学习成果 [7]。基于此可以

将 OBE 理念对应公安工作实际，同时可以采用逆向思维，

从公安人才需求角度出发反向构建教学体系。以学生成果导

向评价为主来培养做成事的人才，同时评价内容多维化如监

测报告，信息研判报告，舆情异常视频监测等成果，不同产

品服务多种类型实战部门。

6 结论

在网络空间成为舆论治理主战场的背景下，《网络舆

情预测技术》课程的建设对维护和谐舆论生态具有重要意

义。在教学中构建 " 学习 - 实践 - 反馈 - 提升 " 的闭环教学

系统，采用差异化小组协作机制，根据学生特长进行精准分

工，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个性化配置。课程

基于 OBE 理念，注重学习成果导向，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课程建设要持续更新课程内容及时纳入新技术和新方法。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学水平。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确保

培养目标的实现通过这些创新性的课程建设举措，《网络舆

情预测技术》课程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舆论治理需求，为维

护和谐网络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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