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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and Enlightenment of College Network 
Publicity Events
Lixue You   Lin Che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hai, Zhuhai, Guangdong, 51908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more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ing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unselor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judge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ents 
and to deal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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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应对对策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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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针对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做了比较全面的阐释，分析了网络舆情事件的特点，并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对策，旨在切
实提高辅导员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研判能力和应对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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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舆情事件的特点
1.1 燃点低

网络舆情事件往往燃点低，每一个敏感词语都有可能成

为舆情事件的引爆点，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舆论的散播者。

在眼球经济的驱使下，网络媒体通过渲染炒作，以博人眼球

的字眼，标签化的解读，激发公众的情感，引发公众的围观、

热议和传播，形成社会关注。此外，大学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盲目从众的心理，且大学生自身大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尚不

成熟，面对信息时分辨性和自控性上存在着不足，遇到跟大

学生息息相关的事件，一些学生缺乏相应的辨别是非能力，

容易冲动，未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理性思考就将信息通过微

信等网络平台传播，这使得舆情事件的爆发变得简单。

1.2 传播广

据 CNNIC 第 45 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中国

网民数量达 9.0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4.5%，这意味着互联

网已经深入渗入到社会生活中。新媒体的加速力无处不在，

新媒体的随身便捷性和开放性使得信息飞速传播，拓展了信

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从大哥大到触屏手机，设备

越来越轻薄便捷，空间不再成为交流的桎梏。5G 时代，信息

不再依赖于原子构成的物态实体，比特取代原子，信息实时

更新，线上交流更加直接，公众可以及时上传和共享，随时

随地完成信息的传播，这给了使用者极大的自由，极大程度

消除了时空上的距离，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深度和维度，整个

地球被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地球村”。另一方面，随着网络

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勃兴，社交媒体成为传播的利器。社交媒

体的迅猛发展使学生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高涨，社交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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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低门槛使得人人拥有麦克风，大学生拥有主动的发言

权，会通过微信朋友圈、贴吧、抖音、微博等多种平台进行

信息散播，多元的传播渠道和公众广泛的参与使得事件扩大

化，造成舆论持续发酵、蔓延 [1]。

1.3 非理性表达

非理性表达是网络舆情事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由

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造成的，相对于现实环境，网络环境

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匿名的环境、平等的对话身份，网民没有

必要提供个人的真实信息，网民被赋予“ID 面具”下的保护，

其本身的政治、经济地位被掩盖，用户身份的匿名性降低了

言论主体的责任感，部分学生在参与网络舆情中时，将自己

隐匿于广大网友中，忽视了学生身份与基本的道德规范，使

现实道德对网络环境中的个体约束力降低，责任感降低。匿

名性导致网络信息内容常常伴随着情绪化、偏见甚至是谣言，

部分学生习惯使用网络表达偏激言论、发泄现实情绪、表达

个人情感，带有情绪化的内容又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和情

感共鸣，这使网络舆情愈演愈烈，也造成群体中的舆论意见

常常走向“极化”，演变为“群体迷失”，甚至在“朴素正

义感”与“扭曲的价值观”等多重因素作用下走向网络暴力。

2 网络舆情事件应对对策与启示
2.1 危机无处不在，辅导员要提高敏锐度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网络平

台成为大学生们信息交流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大学生习惯通

过微博、QQ、微信、百度贴吧、BBS 论坛等网络媒介表达自

己的见解。舆论燃点低，速度快，突发性强。辅导员走在学

生工作的第一线，应当做好“把关人”，高度关注学生的网

络动态，加强对敏感信息、突发事件的监测力度，提高舆情

敏锐度，快速发现潜在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掌握识别网络

舆情危机的方法。通过培养舆情监测核心团队，建立以辅导员、

班主任、学生干部、班级信息员为主体的网络舆情监测核心

团队，及时了解学生的最新动态，帮助辅导员第一时间知晓

相关信息。

2.2 辅导员应及时引导，第一时间回应

面对突发网络舆情事件，最糟糕的处理方式就是回避，

危机事件宜疏不宜堵，辅导员应当主动应对舆情事件，面对

事件，遵循早发现、早处置、早上报的原则，第一时间对事

件进行调查，细致询问了解真实情况，稳定学生情绪，掌握

学生的真实想法和根本诉求，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真诚、

公开、及时的沟通，对学生的行为给予高度重视，防止矛盾

进一步激化。同时将学生的反映反馈、了解到的问题、基本

情况上报给领导和学生工作办公室，联动多方共同化解危机。

及时正面处理回应，将事件真相第一时间告知公众，还原事

件真相，化解学生因真相缺失产生的不满情绪。谣言止于真相，

早发现和早处置可以将潜在的舆情事件遏制住，及时回应，

澄清谣言，还原事情真相，有利于克服沉默的螺旋，破除学

生的从众行为，避免不明真相的同学盲目跟风，造成事件的

大范围传播。

2.3 辅导员应科学引导，善用意见领袖

习近平主席在“4.19”讲话中指出：“网络要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

民意的作用，需要重视网络生态影响社会的力量。”传播学

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意见领袖，意

见领袖是在团队中构成信息和影响的重要来源，具有影响他

人态度的能力，是能左右多数人态度倾向的少数人。每个人

在接收各种信息时，他们有选择地关注与自身既有立场一致

的内容。因此，辅导员应善用意见领袖，借助权威媒体、权

威专家、学生中的意见领袖主动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借助

意见领袖的个人影响力吸引关注，引导意见走向，从而强化

关注者的既有态度。例如，在微博中就存在着拥有许多粉丝

的大 V，他们在舆论的生成过程中一呼百应，最终形成大多

数的人的意见。

2.4 辅导员应主动引导，进行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

1972 年提出，他们认为，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通

过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

于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辅导员应积极设

置有利议程，有利议程为能引导学生理性思考的议程 [2]。利

用班群、朋友圈、微博等新媒体渠道进行议程设置，发挥媒

体的引领作用，通过议程设置，设置能引导学生理性思考的

议程，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话语为青年学生答疑解惑，

引领学生，宣传正能量，站稳主阵地。

2.5 辅导员应引导学生正确发声

辅导员在日常教育过程中应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引导学

生正确发声，传达高校学生的合理合法维权路径，让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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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路径畅通，引导学生通过正当的程序进行表达合理诉求，

引导学生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求助辅导员，避免学生出现问

题第一时间就通过网络维权，肆意宣泄不良情绪，而不是先

向学校辅导员老师或者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2.6 辅导员应加强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培养公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

评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

力的过程 [3]。辅导员应当加强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要把网

络素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学

生的网络认知水平，增强学生辨别信息的能力和客观看待信

息的能力，培养学生面对虚假信息、片面信息、垃圾信息、

过时信息的识别力、抵抗力，提高学生在网络中的理性表达

意识和合理运用新媒体的能力，从而正确运用网络资源，养

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

3 结语

习近平主席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

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

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

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互联网

作为舆情事件的高发地，是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的时代命题。

在新形势下，辅导员通过第一时间掌握舆情动态，第一时间

研究对策，第一时间开展工作，快速减少事件的负面影响和

大范围传播，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切实提高网络舆情事件

应对处置能力，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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