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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干部在网络舆情引导中的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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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高校网络舆情事件频繁发生，高校学生干部作为校方授权下的舆情管控主体，是高

校网络舆情管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章从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入手，分析高校学生干部在高校网

络舆情管控过程中的重要性，从开展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发挥高校学生干部朋辈育人功能、建立高校

学生干部公共发声平台三个方面着手，探讨高校学生干部在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管控中引导作用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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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event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universities occur frequently. As the subject 
of controlling public opinion , university student cadres who are authorized by the university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ontrol system.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 cadres in the process of controlling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universities and starts from three aspects: develo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 cadr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eer education fun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 cadres, and establishing a public 
voice platform for university student cadr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method to enhance the guiding role 
of university student cadres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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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自杀、失联、性骚扰、校园欺

凌等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在我国频频发生。越来越多

的高校将对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管控放在了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的核心位置。借助“共词”分析法，通

过查询相关文献可知，目前对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机

制的研究大都与“政府”“公安机关”“校方管理

层”“高校辅导员”“自媒体”等有关，鲜少关注

到“高校学生干部”这一群体[1]。而高校学生干部

作为联系校方与学生群体的重要枢纽，却是高校网

络舆情管控必须把握的重要阵地。因此，研究高校

网络舆情的特征、分析探讨高校学生干部在高校网

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是高校开展思政工作

必须研究的新课题。 
1 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 
高校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指高校学生以网络平台为传播媒介，以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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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问题为传播内容，进行倾向性的发声所形成的

具有较高关注度的内容集合。高校网络舆情除具备

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互动能力强等网络舆情

共性外，还具备传播主体特殊、传播内容复杂、传

播载体导致传播主体隐匿性强等特点，提升了高校

网络舆情管控的难度。 
1.1 高校网络舆情传播主体特殊 
高校网络舆情传播的主体特殊，一般为在校大

学生。他们的思维活跃、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具有

较强的权利意识、观点输出意识，表达意愿强烈。

他们不仅参与身边热点话题的探讨，更是利用各种

网络渠道表达对社会重大公共事件的观点和立场。

但由于其心智不够成熟，普遍缺乏社会实践经验，

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不足，风险认知能力较弱，

极易在没有了解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对社会事

件作出随意性的评价，且该评价大多数具有情绪化

倾向，极易引发负面网络评论的聚集，进而产生负

面集群效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苏娜研究指出，人

们所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世

界，而是由众多媒介加工、重构后的“拟态环境”
[2]。在该环境下，大学生极易被大量碎片化的负面

信息影响，产生不平衡、沮丧、甚至绝望的心理情

绪，反映在高校网络舆情上，则是大学生群体对某

些社会化事件片面理解、消极评论及冲动传播。 
1.2 高校网络舆情传播内容复杂 
高校网络舆情在传播的内容上呈现出复杂多样

的特征。高校网络舆情一般会紧随社会热点事件以

及校园内发生的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热点话题的变

动而变动，主要涉及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文

化、社会突发事件、国家教育政策、学校制度安排

等内容。一方面，传播内容的复杂性体现在“三微

一端”（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的迅速发展，

人们获知信息、发布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致使其

对同一事件的观点、看法和建议极有可能被重复发

表在不同渠道上，造成舆情传播内容上的重复，从

而提高了大学生对舆论的辨识和筛选难度，提升了

高校网络舆情管控的复杂程度。另一方面，传播内

容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内容来源的模糊性，主要分为

三种情形：有内容而无来源的内容；有内容有来源

但来源不明确的内容以及无内容无来源被虚构出来

得以传播的内容。因此极易使得风险认知能力较弱

的大学生群体在猎奇心理的作用下成为高校网络舆

情广泛蔓延的有力推动者。 
1.3 高校网络舆情传播载体导致传播主体隐匿

性强 
新媒体平台、新技术应用的迭代更新，使得媒

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加速分化重塑，网络传播呈现出

瞬时性和隐匿性的特征[3]，而这种瞬时性与隐匿性

直接满足了大学生希望充分表达自身诉求的心理需

求。通过在网络平台匿名发声的方式谋求自己话语

权，已经成为了在校大学生主要的诉求表达方式之

一。但值得关注的是，网络平台隐匿程度高的特征

恰好是网络舆论世界去权威化、弱中心化的体现[4]。

一旦大学生群体自控能力不强，借助网络平台匿名

程度高这一特点，毫无顾忌地发布危害国家、威胁

社会的言论，转载与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背离的相

关信息，将会导致整个校园甚至是整个社会负面情

绪的蔓延。 
2 高校学生干部在高校舆情管控过程中的重要

性 
“校部-院部-班级”三方联动是目前高校网络舆

情管控的主要途径，而高校学生干部作为三方联动

作用的主体（代表学校管理层发声）和客体（高校

网络舆情管控的对象），既是高校进行网络舆情管

控必须把握的重要阵地，也是高校网络舆情管控工

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枢纽，在高校网络舆情管控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职能。 
2.1 组织成员思想端正、素质过硬，具有榜样

示范的作用 
高校学生干部作为高校管理与建设的基层实施

者，由高校优秀学生代表组成。一名优秀的学生代

表，往往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思想层面，积极进

取、奋发向上，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

习层面，善于思考、不耻下问、勤奋刻苦；实践层

面，能力突出、执行能力与管理能力扎实过硬、具

备创新思维与协作意识；社会层面，擅于沟通与表

达，能够妥善应对校方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各种突发事件。学生干部作为学生群体中的“领

头羊”和“排头兵”，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

活方面，都能够发挥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影响和

激励普通学生群体不断成长、不断进步。因此，面

对高校网络舆情，学生干部可以及时发挥“领头羊”

和“排头兵”的作用，以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学生群

体，防止学生因受到舆情的负面影响而偏离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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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为联结学生与高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

信息传达的功能 
在导致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众多原因当中，“信

息不对称”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导火索”[5]。目前，

我国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体系庞大且繁杂，呈现出矩

阵式管理模式的特点。当舆情发生时，校方管理层

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内对其舆论走势进行准确的预

判，难以在源头处遏制高校网络舆情的蔓延。而学

生干部作为沟通学生群体和学校的重要枢纽，却可

以在第一时间内发挥信息传达的作用，帮助校方管

理层及时了解学生群体舆论动态，进行舆情前期研

判，找寻出高校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及

隐患。同时，高校学生干部可以利用其本质仍是学

生的特点将学校的舆情管控措施落实到位，真正起

到“润滑剂”的作用。 
2.3 学生干部类型多样，具有组合发声的优势 
目前，高校学生干部组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

是正式组织，主要包括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

班委等；二是非正式组织，主要包括学生社团、学

习兴趣小组等[6]。无论是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

织，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管控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舆情管控的过程中，正式组织可以通过开展

各类积极、正能量的集体学习交流活动、民主评议

活动来引领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

大学生群体的网络道德素质，从而营造出良好的、

积极的网络舆情氛围。非正式组织则可以通过建立

与舆情管控有关的学生社团、学生兴趣小组来常态

化提高非学生组织成员的舆情研判能力，提高他们

信息筛选、分辨是非的能力。同时，高校网络舆情

在传播的内容上具有复杂性，因此，正式组织和非

正式组织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维护高校安

全、洁净的网络环境。 
3 舆情管控过程中高校学生干部发挥作用的实

践路径 
高校学生干部作为高校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

先天性拥有与普通大学生一样的特性，有着无可比

拟的群众基础。因此，高校要想在网络舆情管控过

程中抢占先机、应对有方，就必须牢牢把握住高校

学生干部这一阵地，将学生干部建设与网络舆情管

控结合起来，全面部署、统筹安排。 
3.1 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干部遴选机

制，开展常态化舆情引导专题培训 

高校学生干部作为学生群体的优秀代表，在舆

情引导中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但近年来，学

生干部微腐败现象的激增（即利用岗位职权谋取私

利）[7]，受到社会各行各业的广泛批评，致使学生

干部的良好形象在学生群体心中大打折扣。因此，

高校在网络舆情管控过程中，必须重视高校学生干

部的队伍建设。首先，从源头入手，完善学生干部

科学遴选制度，杜绝官僚主义作风，努力造就一批

思想政治坚定、素质作风过硬学生干部队伍。通过

将学生干部遴选标准具体化、详细化，并辅之以“民

主推荐、任前公示、任前宣誓”等一系列配套制度，

全面扩大学生干部选任的民主性、合理性，使其成

为大学生群体信任的、可靠的信息来源。其次，开

展学生干部队伍常态化舆情引导专题培训，增强学

生干部这一群体对网络舆情的认识，全面提升高校

学生干部面对舆情的应对能力。且在此过程中，运

用激励措施鼓励学生干部成员成为网络意见领袖，

成为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者。再次，建立健全学生

干部考核机制以及追责问责体系，对滥用学生组织

权力，恶意引导舆论走向的学生干部予以相应的组

织处理，从而避免职权滥用、恶意引导舆论现象的

发生，保障学生干部这一群体的公信力，更好地引

导舆论走势。 
3.2 发挥学生干部朋辈育人功能，帮助构建舆

情引导话语体系，跟踪舆情变动 
所谓朋辈教育，是指年龄相仿，具有共同背景、

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进行分享、交流，以期改变

教育对象思想和行为的教育方法[5]。该方法在高校

网络舆情管控的应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

校学生干部作为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与普通大学

生有着较为相似的教育背景、价值判断、共同语言

等，是在网络舆情引导方面发挥朋辈育人功能的最

佳选择。为此，高校需注重发挥学生干部的引导与

互动作用，帮助构建学生干部舆情引导话语体系，

跟踪舆情变动。舆情预警阶段，学生干部应尽可能

忘记自己“学生干部”身份，多用贴近生活、中性、

体现真诚的话语来与学生群体进行沟通，以自身影

响力来带动周围学生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并及时

发现舆情蔓延势头；舆情引导阶段，学生干部的主

要工作是将校方管理层对舆情事件的情况说明等权

威信息传递至学生群体，并协助管理层完成一系列

舆情管控措施。因此，学生干部在此阶段要注意言



陈萍，刘志芳，唐甜甜，孙国璐                                       高校学生干部在网络舆情引导中的实践路径研究 

- 116 - 

语表达的精准性，在真正理解校方舆情管控文件的

基础上，使用没有歧义的话语，作为“官方”的代

表进行发声，减少因语言的模糊性致使高校网络舆

情向不可控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舆情反馈阶段，学

生干部应学会客观思维的话语体系[8]，从实际出发，

一方面利用舆情引导的主体优势继续对学生群体进

行积极引导，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生”和“干部”

两个视角出发，理性看待所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

总结相关经验，向校方管理层提出网络舆情治理的

优化建议。 
3.3 建立学生干部公共发声平台，延伸反馈机

制，形成组织合力 
学生干部的类型根据是否有学校的明文规定可

以分为正式组织（党支部、团支部、班委等）和非

正式组织（学生社团、学习兴趣小组等）。学生干

部的数量众多，种类多样。如果其内部各自为政、

各自发表观点，难免会出现组织内部的冲突与矛盾，

从而难以保持高校舆情管控的内在统一性，给网络

舆情管控带来负面影响。高校应为学生干部群体提

供一个公共发声平台，对学生干部群体内部进行正

向引导。通过在该平台开展“坦白说”“吐槽大会”

“匿名说”等形式多样的发声活动，加深学生干部

群体对舆论真相的了解、对校方决策的理解，使不

同种类的学生干部队伍统一思想，统一战线，进而

形成组织合力进行公共发声，正确地引导舆论走向。

同时，该平台的搭建可以及时将线下传统的“院长

信箱”“校长信箱”“零距离面对面”等问题反馈

机制延伸于线上，更有利于校方深入了解学生想法，

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整个

舆情走势处于可管控的状态。此外，各高校还应以

该公共发声平台为基础，搭建起以学生干部为中心

的舆情危机上报机制，通过“1＋X”网格化管理方

式（即 1 个学生干部负责 X 个班级），打通信息收

集、反馈渠道，从而减少上报中间环节，切实发挥

出高校学生干部在高校网络舆情管控过程中的引导

作用。 
4 结语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下，高校网络舆情

除具备网络舆情的共性外，还呈现出传播主体特殊、

传播内容复杂、传播载体导致传播主体隐匿性强等

特征，这对高校网络舆情管控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

拥有双重身份的高校学生干部在高校网络舆情管控

中具备先天优势，可以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履

行信息传达职能、展现组合发声优势。因此，高校

应重视学生干部群体在网络舆情引导中的重要作

用，积极开展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学生干部的

朋辈育人功能，建立学生干部公共发声平台，为高

校学生打造整洁明朗、舒适健康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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