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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背景下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罗文芳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长沙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湖南 长沙 410151）

摘要：立德树人背景下，网络舆情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途径。高职学生网络舆情呈现出网络发言常态化、网络影响日益深

厚、亟需引导等特点，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出现监管机制不完善、管理方法欠科学和管理队伍能力待提升等困境，通过分析形成的原因，

从利用新媒体技术、提高思想认识、管理人员加强技能学习、对学生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等四个方面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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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

们获取信息更加便利，上网渠道更便捷，大家既是信息的接受者，

又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互联网 + 时代的信息量爆炸式增长，

信息传播速度更快，网民每天接受着海量信息的轮番轰炸，对外

界的了解更全面、及时；同时又活跃在各大网站，在虚拟的网络

空间中，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传播自己的思想。

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00 后这一群体更是网络的积极参与

者，他们对网络的适应性更高，参与度更深，能敏锐地捕捉到网

络中最前沿的发展动态和信息，并积极主动地接受这些变化，甚

至是各种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公共事件的助推者和制造者，

网络社会的主力军；他们在现实和虚拟空间中自由切换，甚至觉

得在网络世界中更自在、更自由，主体性更强，他们活跃在学校、

社交网站、论坛等，踊跃发言，进而形成网络舆情。

当前的高职学生都是 00 后，普遍存在心智不成熟的共性问题，

面对网络中的海量信息，在甄别真伪、辨别是非上需要更好地引导，

这既是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立德树

人背景下深入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

一、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现状

 （一）热衷于在网络上发表言论

高职学生对互联网 + 的适应性很强，他们通过网络，既能快

速构建新的关系网络，实现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维护，又能根据

学习和生活需要，及时获取信息，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他

们熟悉各种网络手段和网络语言，特别愿意在虚拟空间行使自己

的话语权，通过各种方式输出自己的思想，在网络舆情中实现思

想的交互。这种虚拟空间的交流让他们的主体性和存在感得到极

大地满足，因此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成为高职学生的常态。

（二）网络舆情对高职学生的影响日益深厚

高职学生自我意识强烈，渴望在网络舆情中自由地表达自己

的言论，发挥自己的力量，期待被认可、被关注，因而会受到网

络舆情的吸引，越发投入到网络舆情中，体现自己的主体性。但

同时高职学生也具有青年人的共性，心智发展不成熟，容易冲动，

缺乏理性。他们很容易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对网络谣言缺乏甄

别力，对网络暴力缺乏判断力，对网络负面信息缺乏分辨力，因

此容易受到负面的影响，可能产生极端、消极的思想和行为，影

响其价值判断和身心发展。

（三）高职学生网络舆情亟需引导 

海量的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鱼龙混杂的网络舆情

导致高职学生的迷茫。如果长期处于这种迷茫的状态，缺乏正确的、

有效的引导，就很容易被煽动、被误导，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

行为，造成不良影响。这与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相左，因此，

高职院校管理者需要对高职学生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的引导和管理，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中的困境

（一）大数据背景下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迎来新挑战

“网络舆论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权威话语权的垄断，拓宽了民

意表达渠道，成为了公众传达民意、参与民主政治、获取体现自

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网络舆论的开放性使得人人都

可参与其中，自由发表言论，这给网络舆情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爆炸式增长，面对海量的数据，如果缺乏甄别

能力，就很容易被网络消息和一些言论所迷惑、所左右，进而影

响对社会、人生和价值的正确判断；同时，大数据时代网络热点

呈现动态性，“大数据时代的高校网络舆情成因复杂，热点转换快，

触发转变点多维，对其进行研判和干预的难度较大。”高职学生

在人生阅历、知识储备、学习基础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更容易

被复杂的海量的网络信息和言论所迷惑，做出错误的行为，形成

负面的网络舆情，这给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增加了难度。

（二）监管机制不完善

随着网络舆情影响力的扩大，高职院校建立起了相应的管理

机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对网络舆情的影响力缺乏

足够的认识，有的高职院校并未将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纳入日常工

作当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不足；大多高职院校在处理网络

舆情时，采用的是事后补救性措施，没有建立起预警机制，这就

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一些高职院校还存在着网络舆情管理

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不畅的问题，各个部门只立足本部门的职

责对舆情信息进行监测和分析，缺乏相互沟通与联系，这就导致

网络舆情信息可能存在片面性，无法提供准确全面可资参考的依

据，导致学校舆情管理方向出现偏差、时机出现延误，产生不良

影响，给学校造成损失。

（三）管理方法欠科学

一些高职院校在舆情管理上手段较为简单粗暴，比如直接关

闭校内网络舆情空间，或者直接删帖、禁言等，用“堵”的方式

来应对网络舆情，忽略对学生网络舆情的“疏”，进行正确的人

性化的引导；又或者是采用回避等“冷处理”方式，对学生网络

舆情视而不见，任其发展；有些院校正视了学生网络舆情，也采

取了相应措施，但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就在于管理方法较为落后，

采用灌输、填鸭式等传统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堵”的方式限制了学生的言论自由，极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

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冷处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如果对学生

网络舆情不加以及时干预，极有可能使事情的发展态势失控，引

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灌输”的方式忽略了 00 后这一群体的共性

特点，这些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对生硬呆板、单一手段的管理方

法特别排斥，他们更喜欢一些个性化、信息化、多样化、可视化

的教育方式。因此，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应该要积极更新工作

思路，创新网络舆情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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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队伍待提升

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队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职

责分工不明确。很多高职院校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部

门，而是由宣统、学工部门等部门来承担，但又未对这些部门的

职责分工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实际工作中重复管理、互相推

诿、效率低下等问题严重；二是管理人员构成不合理。很多高职

院校网络舆情管理办公室就由宣统部门、学工部门的部分人员组

成，容易导致管理出现漏洞和死角。三是管理人员水平有待提高。

高职院校中负责学生网络舆情管理的人员，大多缺乏数字技术和

媒介素养相关方面的系统培训和学习，理论基础不扎实，数字技

术水平不高，媒介敏感度较低，导致在面对学生网络舆情时，无

法准确分析和预判，并做出正确的决定形成正向的引导。

三、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困境的成因

（一）新媒体的兴起增加了网络舆情管理的难度

数字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新媒体的兴起，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地便利，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加快了网

络信息的传播速度，拓宽了传播面。人人都可做主播，人人都可

做记者，由于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可匿名性，大家通过新媒体自

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讨论和评价，键盘侠、

喷子、水军等随处可见，他们在网络上滥发言论、肆意炒作、恶

意中伤、无所顾忌，这使得整个网络舆情环境变得错综复杂，从

而增加了网络舆情管理的难度。

（二）高职院校对学生网络舆情管理重视力度不够

“网络舆情管理工作是目前高校日常管理工作之一，但是部

分高校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完善的一整套

管理机制。”部分高职院校没有明确网络舆情管理的主体，设置

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部门，监管机制不完善，没有制定一整套完

整的网络舆情监管制度，如针对网络舆情出现前没有干预机制 ，

网络舆情出现后没有监控和管理机制，网络舆情结束后没有追责

机制，导致网络舆情信息控制和监管不到位，或管理滞后，效果

不佳。

（三）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的网络舆情管理技能

数字技术水平和媒介素养这两项能力的高低决定网络舆情管

理的好坏，大部分高职院校缺乏网络舆情管理能力提升的相关机

制，由于缺少系统的网络舆情管理技能的学习和培训，致使大部

分网络舆情管理人员的数字技术水平不高，媒介素养不高。对舆

情的敏感度低，不能做出及时的监管和预测，不能熟练使用数字

技术在网络平台进行引导和反馈，导致网络舆情管理工作非常被

动，延误时机，甚至产生不良影响。

（四）高职学生尚未形成正确的网络伦理道德观念

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

由于匿名性，使得很多网民忽略了社会秩序与规范，对自我的约

束力降低，出现了网络道德缺失、行为失范等问题。这种社会现

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高职学生，他们不能正确认识这种现象的严

重性和破坏性，很容易迷失方向；同时，由于高职院校在对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往往忽略对网络伦理道德的培育，缺乏系统

的教育和引导，学生不能正确辨别网络信息中的道德失范问题，

盲目跟风，发表一些错误的言论或做出失德的行为，甚至很有可

能引发网络舆情事件。

四、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的应对之策

（一）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提高网络舆情管理效率

新媒体的兴起给网络舆情管理带来新挑战，但同时也带来新

机遇。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能够在高职学生网络舆情管理中

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因此管理人员可以运用新媒体技术，

进行宣传、宣教，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引导，帮助学生正确认识

和辨别网络信息；同时也可运用新媒体技术及时对学生网络言论

进行反馈和回复，进行疏导，积极干预，能有效避免网络舆情事

件的出现。且新媒体技术使得传播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更符合 00

后的年龄心理特征，更能得到他们的接受和认可，有了良好的心

理基础，为后续的管理和教育带来便捷，提高了管理效率和育人

效果。

（二）提高思想认识，加大投入力度

高职院校应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管理的重要性，重视网络舆

情管理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

上要加大投入，为网络舆情管理提供保障。同时，还应出台完整

的配套机制，如，在人事管理制度框架设计中明确机构、人员和

职责，避免互相推诿现象的出现；建立网络舆情干预机制，编制

网络舆情事件应急预案，捕捉热点隐患，及时干预，防患于未然，

避免事态的扩大和严重化；完善网络舆情监督和管理制度，要求

网络舆情管理部门之间互相监督互为帮衬，形成合力，协同育人；

建立追责机制，奖罚分明，提高管理人员的危机处理意识，从根

源上杜绝形式主义，将网络舆情管理落细落实，利用网络舆情的

正面影响引导好学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三）加强学习，提高网络舆情管理技能

高职院校应组织所有教职员工进行网络舆情管理方面的培训，

并使这种学习制度化、常态化。提高所有教职员工的网络舆情管

理意识，号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通力合作创造效益最大化。将

最新的理念、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数字技术和媒介管理方法及时

传递给教职员工，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和技术能力。形成以网络

舆情管理部门为主，其他所有人为辅的管理格局，提升学校处理

网络舆情的整体水平。

（四）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

要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的积极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选用网

络舆情中的正面素材来丰富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提升获得感，使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更好。将

对学生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融入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中，让学

生懂得是非对错，明白在虚拟世界也应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严以

律己，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对

海量的网络信息能进行正确的判断，选择正面的积极的信息，自

觉抵制负面的不良信息，理性对待网络上的言论，不盲目跟风，

实现自我约束和发展。同时，在开展网络伦理道德教育时，还应

注意教育方法和形式，要选择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学习习惯的方

法和手段，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网络伦理道德教育，使教育

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如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媒介类型，

抖音、微信、公众号、官网等多种途径手段，提高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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