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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媒体这一依托于先进科技支撑体系的媒体形态正逐

渐渗透至公众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工作中。大众通过多种多样的网络媒介表达自身想法与诉求从

而得到反馈，这为网络舆情创造了机会。高校网络舆情正在影响学生的思想认识、处事态度与

价值观念，基于新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面临的应对制度、学生判断能力、舆情队伍专业性

等方面带来的挑战，采取疏通问题反馈渠道、提升学生网络素养、提升队伍专业水平等策略，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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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new media, a media form supported by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infiltrating into the daily life and study of the public. The
public expresses their thoughts and demands through various online media, thus getting feedback, which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ffect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ttitude and values. Based on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oping system, students' judgment ability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public opinion te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we should adopt strategies such as unblocking the
feedback channels, improving students' network literacy and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the team,
strengthen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dhere to the basic task of colle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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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社会文明的迅速发展。移动互联

网、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打破了传

统时代信息传播的时空壁垒。通过互联网实现教育的普及、

文化的交流、社会话题的参与，社会各产业的协作效率得到

了有效的提升。与此同时，网络舆情也随之衍生，既为高校

建设提供了便利，也为高校负面影响疏导带来了挑战，高校

更需要加强对如何开展网络文化育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2 新媒体与网络舆情概述

2.1 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

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对社会问题不同看法

的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互联网传

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

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网络舆论则是将互联网作为载

体，以事件作为核心，各种思想认知、价值判断、情绪表达

等多元化的集合。

高校网络舆情是指大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对于社会热点

事件、校内突发事件、学生自身权益相关事件等话题，通过

朋友圈、小红书、抖音等网络媒介，表达具有倾向性的观点、

态度、情绪的总和。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

习惯于通过网络开展社交、话题讨论。伴随着新媒体社交“零

成本”的特点，网络成为快速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的主要渠

道之一，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通过网络表达或发泄自身情绪。

2.2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特点

新媒体是依托新的技术支撑体系出现的媒体形态。新媒

体诞生后，媒介传播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也随之表现出以下特点。

2.2.1 传播速度快

梁源在《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研究》中

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每日上网时间超过 4小时的大学生

中，有一半以上时长会在网上浏览一些短视频[1]。这表明，

大学生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互联网上，该类方式拓宽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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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同时信息通过此类媒介迅速传播，可以

迅速、大量地覆盖学生群体的受众，甚至传播超出校园范围，

引发社会的关注。舆情能够在短时间内呈裂变式扩散，这也

体现了高校网络舆情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特点。

2.2.2 情绪化表达

正向积极的网络参与及互动可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推

动舆论的健康发展。反之，负面消极的网络参与及互动，将

会对高校产生负面、深远影响，也会影响校园网络舆情环境

的良性发展。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一部分是关于社会

热点事件的讨论；另一部分是关于学校教学管理、后勤服务

等问题的反映。这些事件的反映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容易引发共鸣或对立。部分言论可能趋于极端，导致舆情升

级，对高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2.2.3 控制难度大

大学生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思想

观念还没有完全成熟。高校网络舆情一旦发生，学生伴随着

一定的从众心理，关于话题的表达及情绪的输出将在网络上

迅速、广泛地传播。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将形成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舆情，强化“一边倒”的观点。舆情发酵的速度及覆

盖面将加大高校网络舆情监控与处置的难度。

3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面临的挑战

3.1 高校舆情应对制度有待完善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大学生发表言论提供了更加

便利的条件，也为高校的网络舆情应对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目前，很多高校在做舆情预警时是通过辅导员或学生干部搜

集热门信息，大部分都依靠自身的敏感度对信息进行研判。

与此同时，在网络舆情发生时，往往秉持“堵大于疏”态度，

第一时间通过辅导员或者有学生工作经验的领导与学生面

对面沟通，以使事件得到平息。缺乏系统性地应对处理机制，

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动也仅停留在将处理结果同步的阶段。以

此导致相关问题的反馈不够透明公开，造成舆情数量不降反

增、成效不理想的局面。

此外，大学生追赶时代发展的步伐，熟练使用各种智能

app，注册账号，发布动态。这也为高校舆情监管加大了难

度，很难追踪信息来源以高效解决处理。迫使高校也要紧追

互联网发展的速度，改良技术，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以及人

工智能的使用，将高校舆情应对机制向智能化、系统化发展，

适应时代要求。

3.2 大学生判断能力有待提升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水平。大学生作为各类软件的主要使用群体，每天都面临

着大量的信息冲击。大学生虽然接触信息的渠道广泛，但缺

乏足够的信息筛选和鉴别能力，容易受到虚假信息、谣言和

片面观点的误导，在不了解事件全貌时，断章取义。伴随着

从众心理的影响，并在网络上传播所见所闻所感[2]。

大学生在新媒体时代更容易受到情绪化表达的影响。许

多网络内容为了吸引眼球，往往采用夸张、煽动性的语言，

容易引发情绪共鸣。大学生在情感驱动下，可能会忽略理性

思考，做出不理智的判断或行为。例如，一些社会热点事件

在网络上发酵时，大学生往往容易受到情绪化言论的裹挟，

盲目站队或发表过激言论，而缺乏独立思考和冷静分析的能

力。因此，避免使学生陷入“信息茧房”，在日常学习生活

中，大学生辨别是非、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应提高。增强理性

思考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媒体时代中

使大学生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保持客

观准确的看法。

3.3 舆情队伍专业性有待提高

当下，大部分高校的网络舆情队伍专业性不强。网络舆

情管理涉及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

领域，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综合分析能力。

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舆情工作人员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

对舆情传播规律、舆论引导技巧、危机公关策略等核心知识

的掌握不够深入，导致在实际工作中难以科学预判舆情发展

趋势，也无法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

此外，很多舆情处理以经验之谈作为参考，舆情管理是

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队伍成员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

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然而，舆情队伍缺乏应对复杂舆情事件

的实际经验，因经验不足而无法迅速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甚至可能因处理不当而引发次生舆情。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的舆情队伍，高校才能在新媒体时代有效应对复杂多

变的网络舆情，维护校园稳定和声誉。如何去搭建案例共享

平台，如何给予舆情队伍技术赋能则对高校提出了更高要求。

4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4.1 疏通问题反馈渠道，完善舆情处理机制

高校大学生将网络平台作为表达情绪、反馈问题的场地，

试图通过舆论发酵，扩大影响力，快速解决问题。同时，被

从众心理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通过该渠道可以高效满

足自身要求。基于此，高校应抢占新媒体主阵地，引导主流

意识形态。

4.1.1 建立舆情研判与预警机制。在大数据背景下，将

高校的信息中心、宣传部门、学生处、后勤处、保卫处等多

部门联动，合力制定预警机制。在舆情初见端倪时，全校各

部门协作，迅速对其严重性进行研判，确定舆情等级，针对

不同等级采用不同处理机制。

4.1.2 构建“学校-学院-班级-宿舍”四级反馈机制。在

日常学习生活中，摸排、掌握学生思想动向，引导学生正确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37

反馈问题。针对日常事务及校园问题，通过宿舍、班级、学

院、学校逐级反馈，同时加强各部门之间联动，高效解决问

题，加深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度，增强学生的归属感，从源头

上避免舆情的产生。

4.1.3 培养正向意见领袖。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学生党员、学生骨干在学生群体中具备一定的模范作用。应

当培养其朋辈引领作用，通过朋友圈、微博、小红书等平台

发现舆情、面对舆情时，应勇于发声、给予正面引导，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工作中的渗透能力。

4.2 提升学生网络素养，加强网络文化育人

高校网络舆情的发生，与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密切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年 5 月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

指出，网络已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空间，要提高

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

意识形态工作[3]。因此，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作为

应对网络舆的有效途径。

4.2.1 开设网络教育课程。在当下加强高校学风建设的

基础上，将网络素养课程与思政课程资源相结合。通过课程

系统讲解让学生明确网络道德、网络素养内容，引导学生具

备健康的道德观念，以此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4]。

4.2.2 第二课堂多形式宣传。辅导员队伍作为高校学生

工作与学生联系最为密切的群体，在日常更加了解学生所思

所想，思想引领效果更为直观。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团

日活动及讲座等形式为同学们分享案例，引导学生正确表达

观点、强化道德意识、规范自身言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要学会明是非，正确行使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

4.2.3 建立网络教育心理咨询室。基于目前高校网络舆

情发生的现状，部分网络舆情内容围绕学生对在校生活、教

学、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不满，但却胆怯于“面对面”解决的

情境，借助网络匿名使事件发酵以达到目的。通过专业老师

定期给予咨询与辅导，为这部分同学排忧解难，引导其正确

表达自身想法，选择更有效的途径解决问题；同时，依托网

络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将道德素养内化于心，巩固网

络文化育人建设。

4.3 加强舆情队伍培养，提升队伍专业水平

许多高校在出现舆情时，第一时间联系辅导员，由辅导

员同学生谈心谈话处理舆情事件。处理经验丰富的辅导员更

能迅速、灵活地应对，而缺乏经验的辅导员则需通过多次舆

情处理累积经验，以此加强应对能力。因此，培养专业化的

网络舆情处理队伍，能够有利于应对网络舆情事件，推进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地。

4.3.1 组建专业化队伍。面对高校舆情处理队伍规模较

小、缺乏思想政治素质高及具有丰富的舆情应对经验的专职

人员、处理事件时技巧薄弱等问题，应扩大队伍，将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宣传部门、保卫处、后

勤处等部门联合起来组建队伍，为其开展专业培训，提升谈

话技巧、培养舆情处理能力。

4.3.2 邀请专家组织座谈会。在处理网络舆情问题时，

很容易因为缺乏经验无法有效缓解舆情对高校的压力。通过

邀请具有丰富网络舆情处理经验的专家，组织舆情处理队伍

工作人员参与到座谈中，分享案例，给予指导，系统性学习

处理方法，加强舆情处理能力。

4.3.3 完善激励和保障机制。网络舆情处理工作应当定

期进行总结，对于能够准确分析研判、处理得当的个人或团

队给予相应奖励。激发教师群体在开展网络舆情摸排工作时

的敏感度，同时激发专业队伍在应对网络舆情时的能动性与

积极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目前所处的复杂网络环境，虽为网络

舆情应对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也为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环

境提供了机会。通过疏通问题反馈渠道、完善舆情处理机制，

打造透明、公开、高校的沟通环境；通过提升学生网络素养、

加强网络文化育人，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渠道；通过加

强舆情队伍培养、提升队伍专业水平，建设高质量教师团队。

大学生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年群体，贯

彻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

更好地发扬大学生的良好品质，为社会培养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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