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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事故分析与应对

梁明子

三亚学院　海南三亚　572000

摘　要：近年来，伴随着自媒体日益融入大众生活，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和多种社会行为的出现在互联网中尽收眼底。青年

大学生能够快速适应网络新技术和新动向，乐于尝试新鲜表达，易被网络信息传染和同化。高校作为青年大学生学习生活

的主要环境，是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的场所，自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事故的发生对学校、师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基于此，探讨高校针对舆情事故表现与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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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赋能时代，网络改变生活。自媒体背景下，高校

教育逐渐迈入智能化、数字化，高校生活在衣食住行中也实

现了功能简单、方式快捷、移动迅速等反应特点。“Z 世代”

大学生群体是互联网时代的主力军，价值观尚未成型、易产

生跟风、攀比、厌世的心态，易形成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

性格特点，在自媒体或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一些不利于个人成

长和高校形象的信息，造成不当的舆论影响，滋生网络舆情

事故。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务必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应对突发的网络舆情事故，加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维护高

校网络舆情安全，维护高校教育生活稳定、健康发展。

1. 自媒体背景下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表现特征

1.1 信息即时更新，传播范围广

根据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

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互联

网普及率达 70.4%，其中，学生网民最多，占比 21.0％。直

至今年，大学生群体自媒体使用频率已达 100%，这意味着，

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在高校范围能够实现短时间内的快速扩

散，并很快被最新信息所取代。因此，高校网络舆情变化的

首要特征是收集和处理信息的速度极快，传播范围广。过去，

高校对某一事件的决策或管理还需通过校园媒体报道，学生

才能被广泛告知。如今，任何事情只需要简单的自媒体扩散，

就能够在社交媒体上短时间内得到关注。这也意味着在网络

舆情安全事故的管理中，需要能够快速获取并处理信息，避

免出现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1.2 主观色彩浓烈，自我表征强

自媒体背景下，大学生常用的社交平台通常为微信、

QQ、微博以及抖音、快手或虎扑等等，这些平台进入门槛低，

使用方法简单，平台间个人账号互通、资讯共享，对于学生

而言，能够使其根据兴趣话题和标签找到志同道合的网友或

群组，快速建立“社交宇宙”。基于此，学生用户擅于在平

台上发表毫无掩饰的的个人表达，在虚拟网络中呈现真实的

自我，图文或视频展现出强烈的自我表征，有时参照热点话

题融入全新理解，有时模仿无厘头“梗图”恶搞事件，有时

针对校园变化发表个人看法，这些内容输出反映出高校网络

舆情的又一特征，即主观色彩浓烈。高校鼓励学生勇于探索，

表达创新，但主观色强烈的内容有褒有贬，有时学生容易忽

视身份输出不当言论，缺乏理性思考，情绪传递复杂，这些

情感色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网络舆情的走向，这对于高校网

络舆情安全管理也是极大挑战。

1.3 交流互动积极，多元价值冲击

与传统媒体不同，自媒体平台中因其发布信息成本低、

发布渠道不受限、社交身份可隐藏等特点，模糊了创作者、

转发者和阅读者之间的界限，所有人都能够在三种身份之间

自由切换。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自媒体为此建立了一个“虚

拟社会”，他们能在这里畅所欲言，抒发己见，与只有少部

分学生敢于在现实社会表达个人看法不同，“虚拟社会”具

有“隐匿”的开放性，这激发了更多人的表达欲，学生们能

避开众目睽睽，在屏幕背后针对同一事件产生不同观点的交

流与碰撞。因此，自媒体能够投射出许多真实的个人想法，

对高校网络舆情来说，能够实时得到集中的意见反馈，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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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能反映出现实中的某些冲突与危机。

2. 自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安全事故的表现

互联网为高校带来了教学便利和科技创新，也促使学

生的学习生活得到的便捷与自由。然而，网络是把双刃剑，

虽然能做到信息互通有无，也能放大错误，滋生舆情事故。

作为网络信息世界的重要社会群体，新时代大学生处于未成

年向成年人过渡的思想成长期，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尚未成型，容易受到不良观点的指引，使高校网络舆情安全

受到危害。分析自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事故的表现，有

助于得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规避风险。

2.1 事件发酵迅速，反映不及时

自媒体背景下，信息更新迭代迅速，部分青年大学生媒

介素养不够成熟，媒介意识整体水平较低，面对复杂的互联

网资讯，容易因缺乏分辨网络舆情优劣的能力而酿成事故。

同时，在校大学生数量庞大，事件一经发酵，短时间内便能

够扩散至整个高校。学校若反映不及时，对事故处理不够迅

速，没有第一时间收集整理事件信息，提出应急预案，便会

对高校网络舆情造成不当影响。2023 年 6 月 7 日，四川大

学某研究生用网名为“注册不了张 z”的自媒体账号，在网

络上恶意诬蔑、造谣并网暴地铁上农民工大叔是“猥琐男”，

经调查证实，张某的指控是一场误会，但对该名学生和其高

校的网络舆论则铺天盖地地走向负面。最终，四川大学针对

该学生给出的处罚为“保留学籍，校内察看，党内观察”，

依旧引发了公众的不满，斥责高校未给出实质性的惩罚，有

失公信。

2.2 应急处理欠佳，监管不完善

网络舆情事故侧面考验着高校的管理能力和应急水平。

高校网络舆情实际维系着高校管理的各个方面，从校园安全

到教育教学，从师德师风到学生素养，从校内文化到校外形

象，任何一环偏颇与失责都会导致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因

此，高校若在负面事件出现时，无法开展及时、快捷、准确

的应急预案和监管措施，网络舆情则会雪上加霜。2023 年 6

月 1 日，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某学生发布一则“食堂饭菜

疑似吃出老鼠头”的视频，引发网络热议。随着事件扩散，

网民意见纷纷，有的质疑学校食堂的卫生和安全问题，有人

呼吁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原因，有的怀疑这其实是一场恶作剧

或炒作。随后，学校官方发布情况通报称“鼠头”实为“鸭

脖”，却未给出具体的调查结果，被网友认为是“最佳公关”，

掩盖事实。

2.3 学生法律意识淡薄，行为不规范

作为新时代互联网的主力军，大部分青年学生自小就

沉浸在数码科技的世界里，他们擅长利用网络身份在社交平

台公开发布个人观点，深谙自媒体的使用方法及流量密码。

因不成熟的思维方式、冲动的行为反应或偏颇的是非观，容

易造成网络舆论事故“病毒式”发酵，使高校面对的不良影

响急速扩散，并成为众矢之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刚刚成年的

大学生缺乏系统的法律法规指引，法律意识淡漠，进而造成

行为不规范，引发高校网络舆论事故发酵。2023 年 6 月 14 日，

河北师范大学某男学生身着女装混入女浴室，被女学生和值

班人员当场控制，并移交公安机关，学校也根据公安机关的

调查结果对该名学生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事件经剪辑成

短视频新闻发布网络，一时间引起热议。网络舆论事故并非

因网络发言引起，行为举止不规范也会对高校产生负面的网

络舆情事故。

3. 高校网络舆情安全事故的应对策略

3.1 完善网络舆情监管机制

针对不良舆情的泛滥，高校务必要完善网络舆情监管

机制，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上秩序，建立起健康、文明、

和谐的大学生网络社会环境。首先，要提高高校网络环境的

准入门槛，加强网络舆论阵地的管控，定期开展有效的网络

舆情监测；其次，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制定危机预警方案。

面对舆情事故的发生，要保持对事件的第一时间获知权，掌

握来龙去脉，大量搜集互联网相关联信息，尽力切断不良舆

情传播，缩小传播范围和力度，构建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应急

联动处置体系；最后，建立健全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引导

学生在互联网上要树立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和立场，进一步

提高学生用户自觉辨析舆情信息的能力，营造良好的高校网

络舆情氛围。此外，还要建立长效的预警机制，完善应对处

置预案，避免不良舆论二次发酵，及时判断舆论导向、可能

的后果，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避免舆论的二次扩散。

3.2 加强法律引导和监督

大学生网络舆情安全事故的发生从源头窥探，根本原因

在于欠缺法律法规的有效引导和监督。因此，为避免大学生

无法分辨网络舆情信息的好坏，学校要构建网络媒介素养培

养体系，在学院或专业班级范围内开展网络舆情安全教育，

增强学生对网络舆论的识别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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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准确把握网络道德的基本准则、权利与义务。虽然网

络舆情安全事故没有直接触及法律底线，却也为此敲响了警

钟。学校还应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法律教育讲座，邀请知名学

者向学生科普并讲授中国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以及关键举措，阐述可能引发舆情事故的各种信息，教导学

生要把握尺度，规避风险，树立正确、严谨的互联网思维，

构建和谐、健康的高校网络舆情环境。

3.3 加强思政教育理论学习

自媒体背景下，互联网渗透进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

面面，包括专业技能练习、产出成果检验、技术考评等方面。

在这样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更应该具备正确的政治素

质和规范的媒介素养，以应对纷乱繁杂的网络信息，区分舆

情信息的好坏。为加强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学校应制定全面

的课程计划和考核要求，如定期开展理论学习讲座，组织学

生系统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学

习“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学会用理论武装头脑，以

新思路实践真识，在探索中提升个人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

定期组织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在寓教于乐中汲取和

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树立坚定信仰，减少负面杂念，切实提

升学生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

4. 结语

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事故的发生往往很难预料，一旦

事情发酵，当身处负面舆论中时，高校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并

调整形象，就会影响思政教育的权威性、教学管理的有效性

和公关宣传的说服性。因此，作为高校教育从业者，应从根

源处预防舆情事故的发生，教育层面要引导学生具备正确的

社会价值观，构建理性、全面的法律观念；管理层面要完善

好网络舆情监管机制，加强舆情信息的审核和监督；宣传层

面要做好高校形象管理，保障学校的稳定和安全。要针对存

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才能够确保高校网络舆情

生态健康、合法、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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