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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00后”登上历史的舞台上,校园网络舆论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网络心理是网络舆论

的直接生产者,大学生的网络心理是校园网络舆论的基础。因此,了解“00后大学生”的网络心理有利

于把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文章分析网络舆论具有虚拟性和隐蔽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突发性和偏

差性等特点。“自我需要的满足”、“认知偏差的支配”、“印象管理的构建”是个人网络舆论行为的原

因,通过“以快为第一原则”、“发挥公信力的作用”、“开通意见表达渠道”等方针,为引导校园网络舆

论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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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国家领导人在网络安全宣

传周强调,举办网络安全宣传周、提升全

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是国家网络安

全工作的重要内。这为把握校园网络舆

论引导指明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仍然有许多需要关注问题。新媒体

的发展就给校园网络舆情带来潜在的危

机,舆论作为某一群体所具有的心理特

点,是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换句

话说,了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能够把握

校园网络舆情的事情走向。随着“00后”

登上历史舞台,校园舆论呈现出不一样

的特点。同时,“00后”正处于心理成长

成熟和快速发展完善阶段,掌握他们的

心理特点对校园舆论有重要意义。因此,

文章从校园网络舆论的特点来分析“00

后”大学生群体的网络心理,有助于高校

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舆论引导,成为当

下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1 校园网络舆论的特点 

网络舆论是伴随着技术而兴起的一

种特殊的舆论方式,是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必然现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止2019年6月,20-29岁

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24.6%。[2]由此可

见,大学生不仅仅是社会舆论的主力军,

也是校园网络舆论的主要来源。校园网

络舆论作为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校园师生对于校园中的各种现象,

通过平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见,影响

校园网络舆论的发展变化。一旦这些情

绪短时间内在校园爆发,舆情速度便会

呈现几何级数传播,使得校园成为舆情

“重灾区”。 

1.1虚拟性和隐蔽性 

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在于虚拟性,用

户利用网络的主要特点无需年龄、知识、

性别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和看法,

促使舆论以更快的数量和速度生成。同

时,一部分人借助“互联网虚拟的外衣”,

在网络平台上宣泄自己的情感、生活、

情绪和不满,挑起社会热点事件,逃避法

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然而,由于一部

分用户法律意识薄、责任心弱,利用身份

与地域的隐匿性在煽动学生、散播谣言、

臭化网络环境,极容易给校园网络舆论

带来危机。 

1.2实时性和交互性 

新一代的“00后”思想活跃独立,

对社会热点事件具有极高热情和参与

度。每一个人都从信息的接受者变成了

信息的传播者、评论者。不受时间、空

间、地域限制,只要一台移动终端机,任

何人都可以实现实时观看。与此同时,

对于事件的观点、看法会在网络中不停

的进行博弈,不断的翻滚、交汇,形成一

股巨大的意见,但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也

会夹杂感性的声音,一旦舆情信息就像

像蒲公英式扩散出去,从而推动群体事

件发生。 

1.3突发性和偏差性 

据统计,大部分事件由网络媒体突

然发起,由于互联网的舆论形成速度非

常快,一旦某一个话题突然引起媒体注

意,通过各个媒体转发、评论、追踪报道,

从而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当然在开放

的互联网中,不免夹杂着与现实生活中

言行不一致的人,一些在现实中受到压

力的网民在网络中表达缺乏理性,把互

联网当作是情绪的发泄场,借助互联网

的虚拟性,谣言惑众、混淆视听,不断触

及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些行为一旦被公

众模仿,进而带来网络的“蝴蝶效应”,

将群体事件推向高峰。 

2 大学生的网络心理特点 

随着“00后”逐步步入校园,校园网

络舆情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了解大学

生的心理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

未来的校园舆论导向,并通过正确的方

式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观,把握校园网络

舆论的主动权,对建设文明校园有重要

意义,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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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一个幸福、安全的网络环境。 

2.1自我需要的满足 

随着现代化社会程度的提高,个体

的自我意识增强。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社

会参与感和政治关注度,渴望得到重视

和认同。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行为

的心理驱动不是性本能,而是人的需

要。[3]如果人们行为的根源需要没有得

到充分满足,就会驱使人们去行动,只

有行为需要得到满足就会有更高的行

为需要出现。有句话说：“虚拟网络中

骂人,是日常的施虐者,现实生活中的

挨骂者”。正是因为现实生活的需要没

有被满足,所以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受到

歧视、被他人嘲笑的人,通过过激言论,

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弥补现实生活

中的落差感,这样的感性心理从而促使

网络舆论的形成。 

2.2认知偏差的支配 

认知偏差是指一种带有偏见的判断

模式,人们通过自身的感知而不是客观

判断,并受限于环境影响而得出不合逻

辑的解释或非理性的推论。[3]大学生在

面对社会热点时,更倾向于将一些复杂

问题简单化来解决问题,依赖以往的思

维习惯和经验对问题进行判断,虽然可

以快速的做出判断,但更多时候会导致

判断偏差。并且,这种固定的成见具有选

择性,更乐于接受与自己心理一致的信

息,而忽略其他不一致的信息。一旦校园

网络舆论事件出现,作为一名社会经验

弱、自制力差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他人

的利用,因此,认知偏差的支配也给网络

舆论引导带来障碍。 

2.3印象管理的构建 

在生活、学习、工作中,每一个人都

想给他人留下好印象,并有意识调整好

自己的行为,这种现象叫做印象管理。进

入校园的青年大学生,开始对自己有了

自我形象的认知,希望通过同龄人的认

同感来认识自己,并且和这些人产生群

体认同感。如果认同感消失,将会影响或

者动摇自己的认知。因此,为了防止自己

的认同感消失,大学生会对某件与自己

行为相悖的事情表示赞同意见,为了得

到别人的认同,对心理所属人群和心理

对抗人群进行区别化,夸大自己所在群

体,而贬低外群体,从而推动校园网络舆

论的发展。 

3 校园网络舆论心理的引导途径 

3.1以快为原则 

危机事件发生后,作为高校应该及

时“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快速的抢占舆

论先机,避免谣言滋生,掌握舆论的主动

权。社会心理学表明谣言的强度：谣言

的强度=事件的重要性Ｘ事件的模糊性。

对于事件的重要性,不能把重要的事件

说成不重要。然而,对于事件的处理模糊

性,作为传播者应该大有可为。大多数危

机事件,往往是因为推迟公布或者隐瞒

相关事件,大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

只能通过强烈的好奇心去脑补信息的模

糊性,最终以讹传讹,引发校园不安定突

发事件。因此,如果在第一时间发出强有

力的声音,有助于快速缓解学生面对危

机时的焦躁不安,减少事件的模糊度,避

免谣言的滋生蔓延。 

3.2发挥公信力的作用 

“古罗马塔西陀提出一个理论,当

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

无论做什么事情,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

价”。[4]近年来,学校里出现部分教师失

德失范现象,如论文造假、欺压学生、性

骚扰等等,引发了校园网络舆论。因此,

高校应该避免出现这样的事情,应该维

护学校和教师的形象建设,对学生所疑

惑问题及时解答。面对校园舆论危机,

学校做好学生心理工作,加强对学生网

络素质教育的培养,教导学生对待网络

舆论谨言慎行,不要随意的听信谣言,提

升学校的公信力。 

3.3开通意见表达渠道 

网络舆论之所以盛行,正是因为网

络给了大家自由表达权利,给大家提供

了交流意见的平台。然而,校园网络舆论

的产生在于大学生是以一种不理性的方

式宣泄出来,最后形成以讹传讹的场面。

因此,学校管理者需要建立学生表达诉

求渠道,如心理咨询师、情绪宣泄室、私

人谈话室等,帮助学生宣泄不良情绪和

减轻心理压力,让学生正确的处理问题,

也让学校管理者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

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消除学生与学

校之间的矛盾,减少校园网络舆论极端

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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