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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探析“意见领袖”在独立院校网络舆情中的
作用及其培养策略

杨　仑　张　鹏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江苏 靖江 214500）

摘要：网络的自由与便捷，使得网络已成高校舆论的主阵地，

大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和完善的重要阶段，易受到网络意见领袖

的影响。本文通过了解独立院校网络舆情的特征，充分认识高校

网络舆情引导体系中意见领袖的重要性和在舆情处理过程中意见

领袖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从而提出培养策略，旨在为独立院校

网络舆情处理工作提供参考，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关键词：网络意见领袖；网络舆情；培养策略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信息化，网络已成为舆情事件最有效、

最快速的传播途径，任何事件通过网络加工、传播、发酵，都可

能在师生乃至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尤其网络舆情发生在高校这

样一个年轻群体聚集的地方，更使得舆情的态势和走向增添了诸

多不确定性。

面对这一形势，必须要认清网络化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

特征，借助意见领袖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科学引导和处

置网络舆情。

一、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

高校网络舆情事件有时也会包括大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

某演员学术造假，某学校化工实验室爆炸等，这些事件都会在学

生群体中展开网上讨论，学生通过网络媒介更快更广地传播自己

的思想认知、情绪反应、价值判断和意见倾向，同类意见的群体

在网络上快速规模聚集。由网络衍生出来的高校舆情是一把双刃

剑，以不同的态度对待舆情事件本身，将会对舆情的走向产生不

同的影响。

二、独立院校网络舆情的特征

（一）参与主体是思想活跃的大学生

大学生在学习上缺乏专注力与吃苦精神，拥有较多移动网络

电子设备，注意力易分散，易被网络上的热点事件吸引。

（二）网络的开放性与匿名性

网络成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首选途径。独立院校的学生由于

高考成绩不佳，很多存在不甘心、无奈的心理，部分学生不能正

确的认识自我。

（三）传播的快速性与非理性

高校网络舆情一般是由校内热点事件或国内外重大新闻和突

发事件引起，学生的三观尚未完全成熟，阅历较浅，对网络上快

速传播的有关评论和信息缺乏理性评判，易受外界不良言论的煽

动，再加上网络的虚拟环境缺乏约束力，极易诱发学生做出非理

性的从众行为。 

三、意见领袖、网络意见领袖、高校网络意见领袖概述

二级传播现象在我们的身边广泛存在，信息先传播到意见领

袖，再传递到普通的大众。意见领袖最初都是群体中的一员，可

以是舆论事件的引导者或煽动者，因此如何利用“意见领袖”做

好高校网络育人工作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

个重要课题。

社交媒体针对学校管理政策、校园热点事件、学生群体共同

诉求及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抒发自己的看法，从而左右其

他学生的言论，对舆情走向形成影响。

他们对某个事件的传播效果有时甚至超过学校官方媒体宣传，

他们的文章点击率更高、转载量更多、留言数更多、交互性更好，

再加之他们的观点多从学生角度出发，容易被支持理解，在学生

群体中容易产生共鸣，因而大量“圈粉”，成为校园网络中的话

语重量级人物。

四、意见领袖在独立院校网络舆情中的作用

（一）加工与传播作用

意见领袖作为媒体和受众的中介，首先对接触到的信息进行

筛选和加工，再将加工后的信息通过更广的平台扩散出去，在学

生群体中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这时受众接收到的信息就带有意

见领袖的主观理解，如果这一输出信息是积极的，那么学生将被

带往积极的方向，高校网络舆情向好的态势发展，如果这一输出

信息有偏差，那么高校网络舆情很有可能被带往消极的方向陷入

困局。

（二）解释和引导作用

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中，人人可以发声，整个网络充斥

着鱼龙混杂的信息，其中不乏负面言论和偏颇观点，意见领袖

将部分信息经过解释传达给受众，独立院校部分学生缺乏深入

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更容易受到意

见领袖的影响，从而放弃原有的认知和理念，变得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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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或干扰作用

意见领袖的言论不一定全是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很多是从

自己的经验出发，带有个人主观色彩，又因为他们在受众群体心

中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五、独立院校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策略

现当今社会，大学生以网络为主渠道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

媒介复杂多元，内容良莠不齐，推进舆情管理朝积极健康的态势

发展是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提升教师捕捉网络信息的敏锐度

传统教师队伍大多通过线下面对面交谈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渠道不如学生宽泛，师生接收到的舆论

信息存在时间差，线上使用互联网洞察言论信息的操作也不够

熟练。

因此，必须提高教师通过线上平台获取言论信息的敏锐度，

在舆情形成的初期就能够及时发现并预判走向，采取必要措施将

不良影响消弭于无形，这是培养高校网络意见领袖的前提。

成立以校领导、教师以及学生组成的网络舆情监测小组，第

一时间了解学生动态，掌握舆论动向；同时加强技术力量的投入，

以提升网络舆情的监督质量，提升硬件设备，升级相关检测软件，

培训舆情监测小组成员熟练使用，使高校思政教育跟上信息时代

的更新速度。

（二）在高校网络舆情中发现并确定意见领袖

成立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小组后，小组成员要积极参与网络活

动，多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观测、引导、掌控舆情的发展方向上，

他们往往是有信誉度和公信力的老师或者是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学生，在有意识地与他们交流沟通后筛选确定出能为舆情引导起

积极促进作用的意见领袖，从而进行专门培养，推动网络文化环

境健康发展。

（三）提升意见领袖的媒介素养，树立主人翁意识

高校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与使用是为舆情管理工作服务的，

作为信息辐射的集散点，意见领袖自身素质需过硬，以理性的专

业精神指引行动，以自身的语言魅力影响受众。

高校青年学生网络意见领袖要从专业的视角理性看待社会问

题，敏锐审视、去伪存真，保证信息传播的准确、客观和公正。

意见领袖应端正思想，身为学校的一分子，应助力学校朝更

好更高的方向发展。可以定期组织意见领袖参加培训会或座谈会，

通过案例分享解析，针对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线下面对面

沟通，保证信息准确互通，为网络中的传播提供依据。

（四）建立有效的网络意见领袖管理机制

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小组成员承担更多的服务者角色，一旦通

过危机监测发现在学生群体中热议敏感话题，并且出现非理性言

论时，不要第一时间删帖禁言，一味的只“堵”不“疏”反而会

激起学生的抵触反抗情绪。

出现舆情应第一时间从大局出发，分析舆情原因、查明事情

真相，制定解决方案、疏通反应渠道、预判舆情走向，尊重意见

领袖的建议，重视意见领袖的想法，从而做出危机决策，通过意

见领袖发声还原事情真相、公布解决方案，避免舆情处理走向被

动局面。

同时，建立意见领袖管理机制，针对意见领袖在网上的负面

言论及时对话干预，不断进行综合能力评估，一旦不符合正面意

见领袖的标准，立马对其进行引导、监测，约束其发言行为，软

硬兼施、奖惩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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