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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突发事件的
舆情传播与舆论引导

陈 阿 娜
(集美大学 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摇 要] 以网络、手机和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悄然改变着信息传播的方式,在突发事

件的舆情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传播具有传播

主体多样、速度快捷、后果具破坏性等特征,对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予以高度重视。
高校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信息发布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公信力机制、教育机制,在突

发事件发生后应通过官方机构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从而掌握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和引

导的主动权,增强网络舆情传播的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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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当前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体

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

越来越高,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同

时,高校的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校大学生不

断增多使得高校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新
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高校大学生群

体性突发事件也呈现出不断增多的势头。 而在突

发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大学生会通过网络、
手机和微博等新兴媒体工具发布相关信息并发表

个人关注意见,从而形成了给社会带来较大冲击

力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在诸如此类的事件

中,网络舆情既包括网络新闻发布者和参与者对

事件的各种观点,也包括不负责任的言论,使得大

学生无法确切地了解事件真相,更无法分辨是非。
因此,正确认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突发事件的舆

情传播机制,充分发挥以网络、手机和微博等为代

表的新媒体的网络舆情引导作用, 通过完善网络

舆情引导机制,科学地处置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

情,努力构建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预

防机制,掌握校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主动

权,对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维护校园安全

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概念的界定

高校突发事件是指在高校内部突然发生的,以
高校学生为主体,不以高校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影响学校

教学、科研、生活秩序,扰乱高校安全稳定局面,必须

采取措施及时处置的危险、紧急事件。[1] 随着网络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学生群体在网络上的广泛参

与,围绕着高校突发事件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和评论,
已成为高校突发事件发展的一个新难题。 高校突发

事件网络舆情是由于高校突发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

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突发事件的所有认知、态
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2]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

舆情的客体是高校内部发生的突发事件或者与高校

个体有关的突发事件,传播主体主要是与高校相关

的人员。 在某种程度上,高校突发事件通过网络无

序的传播,最终形成了网络舆情。 同时,网络舆情又

推动高校突发事件的传播与演变,尤其是非理性的

恶意传播进一步加大了高校突发事件处置的难度。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虽然同其他网络

舆情一样,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大学生群

体的集中关注和亲自参与往往成为推动网络舆情发

展的中坚力量。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新



媒体工具在校园生活中的大量应用,在校大学生个

人拥有新媒体工具的比例迅速提高。 在校大学生是

网络利用率极高的一个群体,也是高校突发事件网

络舆情的主要生成力量、推动发展力量和影响对象。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突发事件网络传播的

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以其独特的

功能和魅力强烈地吸引着极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大学

生群体,以校园互联网和手机信息平台为主体的校

园新媒体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学习、工作、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工具,对高校的巨大影响已毋庸置疑。[3] 新

媒体在校园生活的迅速崛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

息传播的方式,在突发事件舆情传播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互联网、手机、微博等主流新媒体凭

借诸多优势悄然改变着信息传播的方式,与传统媒

体环境相比,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

传播具有自身独特的传播特征:
(一)传播主体的多样性

在反应灵敏、空间开放、全民参与的新媒体传播

环境中,传播主体变得多样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校
园传播的主导权还是控制在高校管理部门的手中,
而在新媒体时代,由高校“把关人冶为主导的传播模

式已经被打破,大学生不仅仅作为信息接收的客体

而存在,同时也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主体中的一员,他
们可以通过手机、微博和校园 BBS 等新媒体工具主

动发布信息。 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严重削弱了高校的

事件“把关人冶的功能,而新媒体传播工具的低准入

门槛导致传播信息的良莠不齐。 片面、主观、不实的

信息,使得各种各样的谣言在网络中广泛且无序地

传播,成为一部分突发事件的“策源地冶,这给高校

突发事件的舆情控制带来了难题。
(二)传播速度的快捷性

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信息的发出、接收和反馈需

要经历一定的时间, 从而产生滞后性。 在新媒体环

境下,传播渠道的多样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甚
至实现了信息的“零时间冶传播。 利用新媒体,任何

信息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传至任何一部联网的信

息终端,而即时通迅服务则完全消除了交流双方之

间在时间上的间隔,使信息交互传播突破了时间限

制。 如大家经常使用的 QQ、手机短信和微博基本

上是零时间传播。 手机等新媒体工具在高校的普

及,使高校网络舆情传播具有自由传播和互动传播

相结合的特点。 学校对突发事件的刻意隐瞒导致很

多无法在官方渠道获取信息的大学生纷纷转到网

络、微博中寻找和发布事件信息,加上不断普及的新

媒体工具使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范围无限扩

大、传播速度日益加快,不仅在校园里引起广泛关注

造成强烈影响,而且会通过新媒体迅速扩散到社会

上,从而引起社会对突发事件的普遍关注,甚至有可

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影响大学校园的安定

和谐。[4]124

(三)信息表达的立体性

网络新媒体传播整合了报纸、广播、电台等传统

媒体的诸多优势,不仅支持文字、图片的传播,还支

持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的传播。 信息表达形式

多样,从而使新媒体传播可以采用“文字+图片冶、
“文字+视频冶、“音频+视频冶、“文字+图片+音频冶、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冶等多种排列组合方式来加

以完成,其信息传播是“海、陆、空冶立体交叉组合的

多媒体、多样式传播。 信息表达的多样式丰富了网

络传播的内容,立体性增强了突发事件的直观性,从
而吸引更多的社会群体对高校突发事件的关注。 手

机的普及及其摄录功能的日益完善,使得大学生有

了摄录突发事件现场的便利条件,从而使得每个大

学生具备了对校园突发事件以实时影像的方式向社

会发布相关信息的可能。
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信息主要通过校报、校园广

播、校园电视等传统途径进行传播,而网络媒体的开

放、即时、可移动等优点使传播渠道更加多样性。 大

学生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多种途径即时接收和发

送多媒体信息。 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站访问微博客网

站,也可以通过特定的客户端了解微博客网站中的

好友动态,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 WAP 网站或手机

客户端。 大学生网民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电脑、手机

浏览和发布信息,还可以通过手机拍照即时上传到

微博客网站。[5] 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国学生

网民规模达到 1郾 55 亿,手机网民用户和微博客用户

更是集中在年轻大学生群体。 庞大的大学生微博客

和手机网民用户再加上这些新媒体较低的使用门槛

激发了大学生的自我表达欲望。 少数大学生网民缺

乏自律意识,加之传播途径多样化导致高校管理部

门缺乏有效的监管,这些都对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

提出了挑战。
(四)传播后果的破坏性

从高等教育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高校越来越

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高校的突发事件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加之新

媒体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有关高校突发事件的信

息瞬息之间就可能遍及世界各地。[6]144在新媒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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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虚拟世界中,传播的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虚假、恶意信息发布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

务,许多大学生出于无知,或哗众取宠甚至报复等多

种目的,有意识地借助博客、微博、手机等新媒体到

处传播未经证实或无充分根据的信息内容。 高校突

发事件的发生往往暴露出事发高校在管理过程中的

部分缺陷和不足,少数大学生借传播的机会发泄对

现实的不满,他们往往因学习生活中遭受某种挫折

而对特定对象感到不满,于是乐于参与传播,排解或

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4]125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存在的

问题

新媒体在校园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高校的舆论环

境,尽管高校在新媒体舆论冲击中不断调整和改变

着应对策略和方法,但时至今日,新的舆论格局和引

导模式尚未完全确立,高校舆论应对工作出现了

“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冶的局面,高校在引

导网络舆论、应对突发事件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传统的舆论引导观念陈旧

不少高校管理部门及领导干部受传统习惯性思

维的束缚,尚未树立与新媒体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媒

体传播意识。 高校网络舆情预防与引导工作做得如

何关系到高校的稳定发展,现阶段高校的媒体传播

和舆论引导,还是侧重于一种单向的简单宣传模式,
而陈旧的宣传说教和单一的舆论引导手段,已经明

显不能适应新传播环境下多元复杂的突发事件网络

舆情的新变化。[7]35从实际情况来看,校园新媒体以

其巨大的吸引力在网络舆情发生发展演变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对其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必将给当前的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带来不可挽回的负

面影响。
(二)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日渐式微

在传统媒体时代,高校作为校园信息的传播者

和传播行为的实际控制者,只需借助校报和校园广

播等传统媒体便能传播信息、轻松引导和控制校园

舆论,而在校大学生只能被动地接收传统校园媒体

发布的信息。[8]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传播手

段日益多样化,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手

段使信息来源渠道多样化,每个大学生网民凭借新

媒体工具都有可能成为网络传播的发起者。 事件的

负面影响并不一定会随着不当言论的删除或关闭论

坛的行为而消除,反而有可能因此使矛盾更加激化,
引发师生对立。 因此,高校很难再充当信息“把关

人冶的角色,传统的舆论控制手段的作用日益式微。
高校应及时转变引导观念,改进工作方式,采取更为

积极主动的网络舆论引导方式。
(三)舆论引导队伍非专业化

目前高校的管理重心大多聚焦在科研和教学两

方面,对突发事件的舆情传播和舆论引导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 对于学校突发事件的处置,大多是由

宣传部门和保卫部门作为特殊情况的工作任务来完

成的,职责不明确、无法形成学校各管理职能部门的

整体联动,这是致使校内各部门对突发事件处理不

力的主要原因。 同时,国内高校并未建立真正意义

上的舆情监控部门,专职工作人员对舆情分析、收集

与研判的缺失,舆情收集和管理技术手段的落后,使
舆情的收集多数还停留在“显舆情冶的收集上,这不

利于对校园内存在的不良情绪、意见的监控,也不利

于舆论引导方式和应急预案的确定。[7]36

四、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引导的措施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传播方

式具有随意性和复杂性,如果掌握事实真相和舆论

主导权的主管部门对舆情监控和引导的方法不熟

练,在“黄金 24 小时冶等重要时间段如果无法发布

官方意见,并最终引导舆论,往往会使得突发事件进

一步恶化,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从高校维稳的角度

出发,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认识、科学运用新媒体技

术是高校进一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证高校

和谐稳定的重要方面。 为此,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应

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
(一)建立健全预警机制,提高对突发事件的预

防性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引导要防患于未然,必
须建立预警机制,对危机事件的发展变化情况作出

分析判断。 虽然高校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的特点,
但部分突发事件是由于校园内部矛盾累积、激化而

引发的。 “90 后冶大学生自主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
于校园内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常常会以抱怨、投诉、
爆料、求助等形式通过网络媒体传播、流露与表达。
在此期间,高校管理部门应重视舆情收集,舆情汇集

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潜伏状态的各种零散的舆论进

行系统化、结构化的过程。[9] 高校要借助学生骨干、
辅导员以及学生社团、学生宿舍、二级学院等基层单

位和组织在舆情信息收集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关注

师生经常浏览的网站、BBS 论坛、微博、QQ 群等新

媒体工具,对大学生群体关注的问题进行实时信息

采集、发展趋势预判及可能的后果研判,从而主动地

把握网络舆论走向。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会就专门成

立了校园舆情服务中心,通过“四大平台冶深层次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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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学生生活中的问题,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 其中,
调研部主要负责学生的舆情调研,利用户外工作日

等平台,及时发现学生所需,发掘建校之策,为其他

服务中心开展工作提供依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把握舆论引导的

主动性

里杰斯特的危机“3T冶处理法则认为,事件相关

单位应快速反应,通过官方信息发布渠道与媒体、公
众进行沟通从而占据主动权。 高校突发事件一旦发

生,必然引起师生以及校园新媒体的关注,校方如果

不能迅速公布信息或查明真相,势必造成突发事件

传播中的信息真空,各种猜测和谣言会甚嚣尘上,而
那些虚假消息再经过网络“放大冶和“强化冶,后果将

难以控制。 例如,2011 年 5 月 8 日晚,百度贴吧出

现“江西中医学院有女生被留学生强奸,学校为息

事宁人,为女学生公费保研冶的帖子。 5 月 9 日中

午,新浪微博“南昌同城会冶出现该帖,截至16 颐30,
已被转发 8 792 次。 5 月 9 日17 颐20前后,新浪、腾讯

等门户网站转载了西部网《网传“江西中医学院女

生被留学生强奸冶纯属谣言》,加速了谣言传播。 5
月 13 日,网络上流传该校出现学生打砸事件,各大

网站纷纷转载,个别论坛出现号召游行的帖子。 危

机事件随时可能爆发,校方处境开始被动。[10] 因此,
高校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局面,就应主动掌握

“话语权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保持信息渠道

通畅,使不实的传闻没有产生的空间。 因此,高校应

尝试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发言人代表学校管理

机构,对外及时公布学校突发事件的信息和校方观

点,使之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这对于正确引导舆

情、争夺媒体话语权、掌控舆论主动权具有重要作

用。 在危机期间,高校可以通过短信、官方微博等新

媒体及时、主动、准确地发布官方权威信息,尽快澄

清虚假信息,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正确引导网络舆

论。[6]145这样做既可保障师生的知情权,稳定大家的

情绪,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事件调

查和处理中争取到社会的广泛理解与支持。
(三)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增强舆情的可

控性

从高校自身角度来看,要降低突发事件对学校

造成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引导

机制以提高应对校园突发事件的能力。 新媒体工具

在校园的不断普及,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讨

论和传播空间。 回顾以往的校园突发事件,会发现

新媒体网络工具经常成为大学生“爆料冶的工具,并
在权威信息缺位的情况下形成传播恐慌。 校园新媒

体如不能发挥正面的疏导作用,就有可能加剧负面

舆论的传播,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危机。 新媒体是危

机传播的主渠道,新媒体管理工作者积极参与引导

网络舆论有助于大学生明辨是非,有助于参与者情

绪的疏导和险情的缓解。[11] 突发事件发生后,高校

要注意及时把握网络舆情变化,积极掌握网络舆情

的发展动向,采取主动措施,将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

和主动权掌握在校方宣传部门。 高校应通过建立温

和、人性化的柔性引导方式,注重以情动人、平等协

商、感同身受,消解对抗情绪,从而更好地优化决策,
使突发事件尽快得到平息和妥善的解决。

(四)建立健全高校公信力机制,增强学生的信

任感

公信力属于公共信任的范畴,是社会组织因具

有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等信用资源而

获得公众权威性的认同和信任,是公众对社会组织

总体印象所作出的一种判断和评价。[12] 公信力作为

一种无形资产,是高校自身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

累形成的,体现了一个高校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

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 伴随着高

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高校内由急功近利诱发的矛

盾和问题通过网络迅速传播,使其公信力大幅度下

降。 高校管理部门作为校园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

信源,其自身公信力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管理

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从高校网络舆情宣传环

境出发,校园主流媒体应尝试在校内构建一种积极

向上的舆论环境,与受众(即师生员工)在诸多意识

层面和观念上取得共识,从而在危机应急处理过程

中促使大学生始终选择和认同官方主流媒体的舆论

方向。 因此,高校应该主动搭建多元化的网络互动

交流平台,如官方微博、高校论坛等,加大内部管理

的公开透明度,以最大限度地消解各利益主体由于

认知偏见、价值偏差等所带来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在

出现一些突发事件或教育事故时,更要学会通过积

极回应、真诚沟通等来有效控制网络舆情。[13]

(五)建立健全教育机制,提高工作的预见性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社会公众均

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发布者,为此,要增强高校

校园舆论引导能力,还要注意提升舆论信息传播者

和校园公众的媒体素养。[14]高校主管部门和思想政

治教育队伍必须主动提高对新媒体技术的认识,充
分利用新媒体工具的积极作用做好网络舆情的预防

和引导工作。 从高校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看,高校

管理工作者要从“被动应付和处置冶转向“主动预防

与引导冶,就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正面教育引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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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大学生对新媒体信息的辨别能力。
(六)发挥新媒体优势,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目前,微博客等新媒体已经越来越融入大学生

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不能忽视的环境和方式。 相对于传统的校园媒

体,现阶段的校园新媒体已日渐成熟,发挥着重要的

思想政治宣传和舆论导向功能。 高校要积极发挥新

媒体优势,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新发展。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善于利用各种媒介形式,特别

是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重视其教育人、培
养人的功能。 通过新媒体等媒介传播,形成一种健

康、积极的文化氛围,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精神成长

环境,帮助大学生形成积极的思想观念、正确的价值

取向和健康的行为方式。[1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

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当前新

媒体在大学生中有广泛的市场,在高校突发事件的

舆情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新

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要借助具有吸引力、异质

性和征服特征的新媒体,夯实校园舆论阵地,丰富校

园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构建以人为本、尊师爱生的

和谐校园文化,促进教育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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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ublic Opinion Transmission and Guidance of Campus
Emergency via New Media

CHEN Ana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New media represented by network, mobile phones,micro blog and etc, are changing the way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ublic sentiment transmission of emergency. The transmission of campus emergency
via network is featured by subject diversity, high transmitting efficiency and destructive effect, to which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by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uild a sound system of emergency alarm,
information release, public opinion, credibility and guidance and reinforce the control of network so as to release 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via official organization and gain the initiative of public sentiment transmission and guidance after the outbreak of campus e鄄
mergency.
Key words: new media environment; college campus emergency; public sentiment transmissi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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