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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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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机应对中大学生信息选择偏好实证研究——基于大
学生微信朋友圈分享信息的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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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期间，社会各界的封锁管控和危机发展的不确定性都给大学生带来了一定影响。研究以微信朋友圈中大学生用户作
为调查对象，通过线上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危机期间四个时段大学生群体的信息选择偏好进行讨论，以便更客观
地了解危机应对中大学生信息选择偏好对心理产生的影响，为大学生出现的不良情绪提供心理干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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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

大”）的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

证，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1]。在治理深度上，十九大提出

了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强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

的社会心态 [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于 2019年

12月下旬在中国被首次报道，其爆发流行对中国产生了巨

大影响，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自危机爆

发以来，其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已成为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给中国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引发较多复

杂的社会心理问题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益增多，对高校

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学生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危害，导

致学生心理疾病增多，出现了一系列的焦虑和抑郁等障碍性

疾病 [5,6]。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化

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并发展。目前，微信作为中国应用最

为广泛的互联网社交平台，其信息传播已超越基于熟人社交

网络的人际传播，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使其媒体传播特性

日益凸显。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复合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得微

信成为突发事件舆情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载体 [7]。大学生群体

在重大危机应对中朋友圈体现出来的信息选择偏好，反映出

其微妙、复杂的社会心理。立足于此，研究以大学生朋友圈

分享信息的内容为切入点，旨在反映大学生在危机肺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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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信息选择偏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大学生的心理变化并

提出心理干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资料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为 104位大学生在重大突发危机期间朋

友圈发布的信息内容。

2.2 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 Bicomb2.0共词分析软件、SPSS23.0统计分

析软件。

3 研究结果

采用 SPSS23.0生成四个时段大学生朋友圈的热点信息

矩阵，根据矩阵绘制热点信息的战略坐标图，结果分别见图

1~图 4。

3.1 舆情酝酿期

图 1中，领域 1为危机科普与防疫知识类，显示封城

前一周这个时段大学生对危机肺炎的科普知识有一定关注

度，从朋友圈内容来看，大学生出现预防病毒的意识，分享

的信息包括如何正确选择与使用口罩、劝说父母戴口罩、日

常生活中要勤洗手、咳嗽或打喷嚏时捂住口鼻等。表明该时

期大学生自身对危机有一些认识，开始采取防护措施。除此

之外，对于危机其他相关消息也有一定的关注，包括如何防

控危机与全国共同抗疫的新闻等。领域 2主要为美食娱乐类，

有部分大学生进行音乐分享，还有少数人分享与朋友聚餐，

听音乐与聚餐都是能够放松身心的活动。领域 3为宠物与生

活信息分享研究，主要是分享宠物日常与个人生活。领域 4

为宅家娱乐活动与个人感悟类，由于危机越来越严重，大家

都过上了宅家生活，与家人共度的时间比较多，在家的娱乐

活动也增多了。宅家过程中由于经常上网会接触一些有关危

机的新闻，需要排解危机带来的不良情绪，所以文字或图片

形式的个人感悟分享频繁。

图 1 1 月 16 日—1月 22 日信息分享热点领域构成

3.2 舆情扩散期

图 2中，领域 1为科普知识与防控措施类，是封城一周

信息分享的焦点，信息主要集中在危机的科普知识与防控。

领域 2为捐赠、援助类，显示关注点还是集中在危机事件相

关信息上，对危机的过度关注会引发自身恐慌、紧张、焦虑

等不良情绪的出现。领域 3为新年祝福类，除了关注热点人

物钟南山之外，主要表达对新年的祝福和希望。领域 4为科

比精神，信息分享集中在科比坠机事件，从内容来看绝大多

数大学生表现出的情绪是为科比的去世而难过，该热点事件

的发生加上危机相关消息使得大学生心理受到更严重影响。

领域 5为紧急扩散类，表明大学生关注点在危机中一些需要

紧急扩散的消息，如急寻同乘人员，由于危机潜伏期长并且

极易传染，发现一例确诊病例之后就要追踪该病例的所有密

切接触人员，这样一来感染人数会上升，人们心理上觉得自

己身边可能就存在着潜在感染人员，产生害怕、恐慌等情绪。

图 2 1 月 23 日—1月 29 日信息分享热点领域构成

3.3 舆情平稳期

图 3中，领域 1为娱乐类，显示该时段主要分享娱乐

内容，如自拍、唱歌、打麻将等。表明大学生的信息分享并

不完全集中在危机相关消息上，反而对自身生活的关注有所

增加。领域 2为中国湖北武汉相关类，内容主要有为武汉加

油、湖北危机相关新闻、红十字会物资分发新闻、对危机的

感悟。领域 3为生活与美食类，如制作凉皮、擀面皮等宅家

活动。领域 4为紧急扩散类，内容主要是危机有关的信息。

领域 5是危机、危机捐赠类，表明部分大学生转发通报新闻，

比较热点的还有双黄连可抑制危机导致脱销的新闻，另外还

有信息是分享宅家生活。领域 6为钟南山与口罩，主要信息

分享内容为钟南山呼吁广大群众配合，出门戴口罩。

图 3 1 月 30 日—2月 05 日信息分享热点领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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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舆情消退期

图4中，领域1为致敬、祝福类，分享内容包括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向一线人员致敬以及祈祷他们平安归来。领域 2

中为危机与李文亮信息分享研究，大多数大学生关注到危机

的最新消息，如危机的感染情况，部分关注到李文亮事件，

有发表个人意见的，也有部分转发李文亮事件的相关文章，

该事件往往和仁义道德联系在一起。领域 3为娱乐、个人感

悟类，信息分享的主要内容有娱乐活动，分享一些生活碎片

以及个人感悟。领域 4为日常生活类，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个

人日常学习生活与美食制作。领域 5为防疫抗疫与宅家生活

类，关注点集中在危机期间的宅家生活、停课不停学、线上

教学，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关注到危机期间的物资捐赠、防疫

抗议、热点人物事迹等。

图 4 2 月 06 日—2月 12 日信息分享热点领域构成

4 分析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突发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会

经历舆情酝酿期、舆情扩散期、舆情平稳期、舆情消退期等

阶段 [8]。封城前一周属于舆情酝酿期，在该阶段大学生对危

机的关注度在逐渐累积，相关话题的热度不断增加。封城一

周此时段属于舆情扩散期，大学生朋友圈信息分布量远高于

其他三个时段，该阶段相关事件的信息急速膨胀，事件的关

注度急速上升，这是由于武汉危机越来越严重，为了阻断危

机的传播，宣布武汉封城这样的管制措施引起了大学生的高

度关注，心理上会产生恐慌、紧张、害怕等不良情绪，就会

在频繁分享一些相关消息。封城延续一周属于舆情平稳期，

大学生在信息分布量较上个时段有所减少，对相关事件的关

注度有所下降。延续两周属于舆情消退期，在该阶段，相关

事件的影响力逐步减弱，事件的关注度逐渐走低。

通过对 1月 16日—2月 12日期间的信息分布的分析可

以发现：武汉封城前一周大学生们就开始密切关注危机的有

关消息了，封城一周由于危机越发严重，大学生的发布量达

到最多，对危机的关注度达到最大，信息选择偏向危机相关

的方面，而较少发布一些生活类、娱乐类信息。在危机面前，

面对因信息过载带来的注意力分散与心理负担，个体会将自

我与他人的情绪过度连接以致过度卷入或情感麻木，注意力

完全被实时发布的相关信息牵扯。同时，还会影响个体的认

知功能，降低对有效真实信息的辨别能力 [9]。该时段大学生

群体对危机的过度关注很容易由于缺乏辨别能力而出现紧

张、恐慌、焦虑、害怕等不良心理。延续一周大学生们依然

对危机有所关注，但相比前一周关注度有所下降，也开始较

多得分享一些个人生活、娱乐类信息，这表明大学生的焦虑、

恐慌等不良情绪较前一周有所缓解。延续两周大学生们对危

机的关注度不及前几周，更多的是盼望危机尽快结束的心

理。除此之外，大学生更多地分享自己的日常娱乐生活与个

人感悟，表明该时段多数大学生的情绪趋于稳定。

5 建议

为了预防突发事件对于大学生心理的不良影响，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从国家层面来说，作为权威机构，要

有健全的突发灾难应急机制和反危机体系。一方面要发挥快

速反应机制的作用，稳定社会和安抚群众的情绪，树立负责

任的政府形象；另一方面，要政务公开，对危机的信息要公

开，关于危机信息的发布，应以主流媒体、各级政府、卫生

健康和疾控中心等官方平台权威发布为主；高校需建立大学

生心理干预机制，要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对大学生的心理进行

及时干预；通过不同方式加强大学生对网络不良信息的安全

防护意识教育；大学生要学会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要对危

机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估，避免过分夸大危机的风险，应

该采取科学的防护措施，将自己的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降

到最低，如果在尝试很多办法后仍然无法面对危机带来的影

响，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人员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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