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学                                                                                2022 年第 4 卷第 4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https://ije.oajrc.org/ 

- 27 - 

大学生网络舆情干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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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个性张扬、善于表现自我，喜欢关注网络上国内外时事政治、社会热点话题、自身利益问题。

在新生代背景下，大学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权利意识，近几年大学生网络舆情事件频繁发生。本文首先阐述了大

学生网络舆情的内容，然后对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进一步的分析，最后总结了大学生网络舆情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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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self-evident and good at expressing themselves. They like to pay attention to current 
affairs, politics, social hot topics and their own interests on the Interne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high sense of rights. In recent years,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content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public opinion, then furth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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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生的思想相对来说较为活跃，对于时事热点

事件都比较关注，随着新生代的带来，大学生也增强

了权利意识，近几年大学生网络舆情事件频繁发生。

因此干预大学生网络舆情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者现阶段重点研究话题，要进一步了解和分析大学生

网络舆情的内容和传播特点，并对大学生网络舆情干

预策略深入的研究。 
1 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内容 
1.1 国内外时事政治 
在互联网技术普遍应用的背景下，大学生和社会

的距离逐渐缩小，大学生也开始关注国家大事和时事

政治。现阶段，大学生借助网络上的各种媒介平台获

取相关的信息，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特别是在

全球化网络时代的趋势下，世界格局在不断的改变，

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也开始互相借鉴和交流；各种矛盾、

力量相互比较；同时全球还面临着很多安全方面的问

题，而各国人民也在不断的关注这些问题的存在。大

学生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对国内外的时事政治也比较

关注，随着大学生眼界不断的开阔、知识不断的积累，

对国际舆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学生的爱国情怀促

使他们在面对某些国家的挑衅和威胁时，能够在第一

时间内将自己的意见发布到网络平台上，并对舆论的

走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大学生立志报国的决心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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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面对推进国家反腐工作和法制社会时受到一定

的感触；关于国内外热点事件，大学生的关注和评论

能够迅速的在网上汇集，并引起广泛的关注[1]。 
1.2 社会热点话题 
当今社会的大学生个性活泼，敢于表达，虽然在

比较封闭的校园内，大学生对于社会发展的问题关注

度也在逐渐的提高。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大学

生广泛关注打假事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危害性以及人

们生活健康安全等舆论；大学生希望政府能够针对这

样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于黑心企业要严惩；大学

生对于民生问题也比较关注，尤其是出生在山区的大

学生，他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山区生活，对于相关方

面的政策予以肯定，对于做的不好的地方会在网络上

积极评论。 
1.3 自身利益问题 
在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内容中大学生自身利益是最

重要的。当大学生群体的权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借

助网络的传播特点发表言论，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高校的领导和教师要了解学生们的实际生活情况，对

于大学生关注的问题也要关注，对其意见和建议进行

采纳，并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回应来平复其不满的情绪。

大学生网络舆情对于高校的突发事件比较关注，尤其

是对学生正常生活、学习有影响的事件。 
2 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特点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相关报告显

示，到 2021 年截止我国已有 10 亿多的网民。大学生

在网民中属于较为资深群体，接触网络的时间较早、

上网时间较长，大学生在网络上的表现与其他年龄网

民相比有不同的特点。本文以某大学生使用媒体真实

情况问卷调查为例，在学校大学生中选择 2000名学生，

将问卷发放给他们，最终收回的有效问卷是 1564 份，

通过研究和分析媒体使用、网络表达、舆情参与等调

查出以下结果：一是大学生在网络媒体使用中属于“非

功能性”活跃性用户；二是人际传播为大学生网络舆

情起到了推动作用；三是在大学生群体中社交媒体“大

V”已是学生意见代表人；四是在大学生群体中比较认

同“知乎治校”“微博上诉”的方式。大学生群体与

其他群体网络行为表现不同的是，大学生作为舆情主

体，受身份、环境、诉求等诸多因素影响，网络舆情

会呈现出突出的特点[2]。 
2.1 线上与线下同时传播 
通过调研相关数据和观察日常生活，大多数学生

在面对网络舆情时，通常都是以“围观”“观望”的

态度对待网络舆情，虽然在网络上看似风平浪静，但

在社群中相关言论和内容已经开始传播。一方面，在

线上有各种网络聊天平台，比如微信、QQ、班级群等，

其传播速度非常快，而且在传播期间会出现“添枝加

叶”“推波助澜”的情况，致使事件原本意思有了变

化；另一方面，在线下，大学生在校园内的人际关系

网较广，社交活动相对频繁，相关话题很快就成为了

热点聊天话题，由事件引发的舆情在线下扩散速度很

快。由此可见，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信息负

载力强，为高校舆情干预造成了很大困扰。 
2.2 传播主体诉求不相同 
通过分析相关案例，在大学生群体中网络舆情主

要分为两种：关键少数和大众多数，虽然两种都是大

学生群体，但是主体诉求却各不相同[3]。通过调查相关

数据发现，在网络舆情中积极参与到事件谈论中的学

生只是占据了小部分的比例，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中

立观望，而仅有少数学生比较热衷于参与事件谈论中。

在这部分大学生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表达能力和表

达意愿不成正比，如果对事件的真相缺乏了解、个人

缺乏表达能力或是缺乏分析水平，那么他们表达的思

想就会给网络上其他的声音带来影响。而这少数学生

要不成为事件的爆料者，要不成为意见发言人，这部

分学生的诉求较为具体，因此高校要重点关注并及时

解决。另外部分学生就是大众多数，多数是普通受众

或是利益相关者，通常来说大学生群体的诉求都代表

其要表达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学校内部学习生活等问

题，大部分学生都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使舆情发展以

“滚雪球”方式传播，使舆情事件的传播范围快速扩

大。 
3 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干预策略 
要根据新时代网络媒体环境和大学生舆情传播的

特点对大学生网络舆情进行干预，同时还要对媒体环

境形势深入分析、对舆情传播规律有所掌握，为大学

生做好引导工作，使其能健康理性的运用媒体网络平

台。 
3.1 提升大学师生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就是人们解读和批判媒介信息的能力以

及将媒介信息作为个人生活和自身发展服务的能力，

还能理解成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

力质疑和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

能力[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之前就对教育和传播间

的关系做过研究，并且一直在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在

新时代传播环境背景下，特别是当前网络媒体发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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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时期，更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不断提升。在

2021 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针对数字素养

和技能行动发布了相关规定，对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

提升做出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要从整体出发将全民

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提升。在数字素养中媒介素养是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

重点关注，在提高自我素养的同时还应结合新时代和

新要求，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提升给予正确的指

导。一方面要从教师角度出发，对教师的媒介素养重

点提高，特别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要对媒体

传播的规律有所了解，把网络媒体和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的融合到一起，避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两极化

现象。教师要在提升媒介素养的基础上，变声成为“媒

体达人”，作为大学生群体的“意见发言人”，比如

建立个人媒体社交账号，将自己的评价和信息发表到

社交媒体账号上，要做到敢于发布、善于发布，将舆

论趋势朝正确的方向引领，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潜移

默化的实践，这样才能对学生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

特别是在大学生舆情传播疯狂时期能够将偏离的局面

进行扭转。另一方面，大学生也应该提升媒介素养，

以开设媒介素养有关的课程和培训讲座的形式提升媒

介素养，使学生对媒介素养的属性有所了解，将“沉

默的螺旋”效应尽最大努力消除、降低“信息茧房”

所带来的影响，将大学生网络暴力行为加以规避。 
3.2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效率 
在网络媒体中，大学生多是以“求助帖”“诉苦

帖”的方式引发网络舆情，也就是说大学生在线下的

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便将其转为线上问题，致使

网络舆情发生。据相关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觉得一

旦遇到问题，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将问题反映给相关部

门，并得到及时的反馈，但是有少数学生觉得，通过

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相关部门往往都是以敷衍的态度

对待，问题无法得以解决；除此之外，大部分学生还

觉得出现问题可以向导师、辅导员求助，他们会想办

法解决调解，而小部分学生觉得向导师或辅导员求助

也不是最好的选择，问题也不会解决。在面对日常生

活中的问题时，大多数学生都能自行解决，也有少数

学生缺乏对导师和辅导员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两方面

原因形成：一方面是反馈信息不通畅、解决问题不及

时等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大学生群体中对日常

生活的经验感受和主观认知方面的问题，大部分都是

“听说解决不了”“听说找了也没效果”。通过调查

相关数据发现，大部分学生觉得将相关问题发布到网

络上，可以得到官方的注意并及时的解决，这也将大

学生“凡事上网”的习惯性体现出来，而且在网上的

确有成功的案例，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部分学生的思

想行为；与此同时，大学生的问题虽然能够在线下解

决，但依旧觉得线上发表言论是最直接的解决方式。

目前，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基本没有成本，只需要将言

论和问题发表到网络上就会博得关注，大学生在发表

言论时通常都是以“如何看待某某高校某某现象”为

范本，这也充分的说明了线下信息交流反馈缺乏人性

化，在引导和解决学生诉求时缺乏合理性，“一刀切”

的现象普遍存在[5]。高校要进步的梳理和完善现有信息

的反馈渠道，特别是对待首发案件要做好妥善处理，

在解决不同学生的诉求和问题时，要将解决思想问题

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效融合，大学生群体具有“共情性”

特点，因此要给予相应的人文情怀，使大学生与高校

辅导员以及一线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建立良好的信

任。确保信息反馈渠道畅通无阻、解决问题的效率有

所提升，同时还应该将高校的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这样就可以避免网络舆情的事件发生，引导大学生作

为高校正能量的传播者，将舆情风险降到最低。 
3.3 建好高校社交媒体阵地 
大学生网络舆情发生以后，高校通常都会利用官

方的社交媒体账号做出相应的回答，在媒体环境不断

变化的背景下，高校建立官方媒体账号的重要作用日

趋突显，同时还要做好维护和建设工作，比如官方微

信、微博、抖音等账号，在舆情事件中这些账号起到

重要的传播作用。高校官方媒体要做好定位工作，对

于社会媒体的运营模式可以效仿，高校在传播和互动

日常信息时，不但要将高校的风貌和特色体现出来，

还要在引导大众中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对于相关发

布内容要做好审核工作，在发布内容中禁止融入个人

情绪和错误信息，防止对官方账号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高校媒体账号很受广大人们的关注，同时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学生和社会都将很高的期望寄予在官方媒体

账号上，因此高校需要反复斟酌官方媒体账号中要发

布的反馈内容和文本形式。比如有这样的真实案例，

在 2021 年 1 月对于“学生吐槽虞书欣被人肉”的事件，

某高校在第一时间内以合适内容和方式对此事件做出

了回应，一方面将高校及时处理舆情的效率充分的体

现出来，在一定的时间内挽回了高校的名声，同时也

将高校的担当和温度体现的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对舆

论风向起到了正面引导的作用。对于学生而言，是一

堂较为生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娱乐化时



胡忠震，温璇，张军良                                                               大学生网络舆情干预策略研究 

- 30 - 

代的背景下，引导大学生要理性的追星，同时通过此

事件大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度也有所提高，对干预大学

生网络舆情的成功率有重要的作用[6]。官方媒体账号对

于收集重要意见而言是最佳的渠道，在日常生活中要

对学生的思想动态重点关注和掌握，将学生的思想价

值朝正确的方向引导，并且受众群体可以在评论专区

提出意见和反馈信息，因此很受高校师生和社会受众

的普遍关注和认可，同时对高校树立良好形象有促进

作用。当舆情事件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回应，

针对事件做出解释，将其他“异见发言人”的虚假评

论阻断，避免错误信息不断的扩散，将高校敢于面对

舆情、勇于承担责任的形象展现给社会。 
结语 
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逐渐转变的

外部环境和学生主体基础上，对理论库和资料盘要不

断的更新和改变，对于大学生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要

积极学习和掌握，为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正确的方向，

同时还应加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力度，使其成为

全面发展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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