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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高校突发事件处置中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探讨

朵建文 王 瑾 何金亮 雒军刚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 高校突发事件具不可预见性和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度，若学校不能及时妥善处理线下事件，则很有可能
引发网络舆情，加之对线上舆情处置不当，将会在社会层面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健全和完善高校
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引导机制是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是提升维稳工作水平的重要基础。本
文旨在于分析甘肃省高校突发事件及网络舆情特性，说明高校突发事件引发网络舆论对高校的影响，深
入探讨甘肃省高校突发事件处置中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以期为做好我省高校处理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引
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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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关注，在极短时间内被网民多次转发和评论，并迅

速将高校推入舆论旋涡。

1.4 传播影响具有不可逆性
缺乏严格管控的信息化社会背景，给高校突发事件

形成的网络舆论扩散创造了条件。一般情况下，面对高

校突发事件，网民会密切关注高校的态度和跟踪处理情

况，若是处理不当，极易造成又一次舆论旋涡，影响高

校甚至甘肃教育系统的形象。而高校突发事件若是涉及

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争端，学校没有处理好，则会影响

民族团结和校园安全稳定，造成的后果难以逆转。

2  甘肃省高校突发事件引发网络舆论对高校的影响

2.1 对师生的影响
高校突发事件若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就会难以

控制，短时间内引发较大范围舆论，将对涉事师生正常

学习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网络上各种信息难辨别真假，

个别师生可能因认知失调、情感障碍等问题，减弱或失

去应对辨别能力，以讹传讹，造成单个事件信息逐步扩

散，由小变大，发酵形成较大舆情。

2.2 对学校的影响
校园突发事件一旦形成网络舆论，则会给学校带来

较大社会关注度，同时形成很大舆论压力，不仅影响到

学校的对外公众形象，而且会对学校教育教学、招生就

业等诸多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3  甘肃省高校突发事件处置中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研究

为更好地应对处置高校突发事件，做好相关网络舆

论引导工作，保障师生切身利益和高校安全稳定，涉事高

校需要及时、客观、准确、全面地发布事实真相，完善

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笔者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经验和深入

思考所得，将相关可运用路径予以总结归纳，兹述如下。

3.1 认真做好高校突发事件可能引发各类风险的
研判预警工作
高校突发事件中，除意外事件，多数事件的发生其

实是学校内部矛盾长期积累但未能得到及时处理而导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及其在通讯和交流工具中的广泛

应用，移动网络的高度自由度和快速传播性特征让它成

为社会消息传播的中枢，而高校是移动网络应用的密度

最高的地方之一。这就意味着高校一旦出现突发事件，

很大概率会由校园内部传至社会中，既往研究也表明，

这个概率高达 50%。同时，甘肃省目前有高校 49所，虽
然在数量上少于其他多数省份，但特殊之处在于高校处

在一个多民族省份，涉民族宗教问题敏感复杂。因此，

同其他省份高校相比，健全和完善甘肃省高校突发事件

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尤为重要。

1  甘肃省高校突发事件及网络舆论特性

1.1 传播行为具从众性
一般来说，高校师生往往是高校突发事件第一目击

者或亲历者，也是高校突发事件的第一批传播者。他们

因接受高等教育，在思维情感上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较

强的自由意愿，但思维和情绪容易受到周围人事物的影

响且不稳定，其中不乏个别师生乐于参与到突发事件的

转发和评论中，形成了信息短时间内的扩散传播，这表

明高校师生是传播突发事件的重要主体。

1.2 传播内容具随意性
面对高校突发事件，学生具有强烈的主动参与讨论

的意向，且有相关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网民认为可以在

网络上发表不受约束和不予克制的言论。因而，高校学生

在面对突发事件特别是该事件关乎自身切身利益的时候，

学生参与度更高，且更难以控制自己的言行。很多情况

下，学生并非了解突发事件真实起因和发展全过程，产

生传播和评论情绪化，易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造

成网络舆情，增加后期引导舆论和处置舆情的难度。

1.3 传播渠道具多样性
如今，互联网是舆论发酵地，而随着社会发展，其

传播媒介也逐步增多，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性。诸如，

腾讯微信、QQ、新浪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以及
一些短视频和直播软件，都能成为高校学生传播高校突

发事件的媒介和平台。“高校突发事件”这一敏感信息在

互联网这种双向交互式信息传播方式下容易引起网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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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终爆发的结果。当代高校师生具有较强的法律素养

和维权意识，面对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或是学生之间、师

生之间即校生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的，若通过校长

信箱、校长座谈会等合理途径得不到解决，就极有可能

通过网络倾诉方式进行发泄不满和怨恨。因而，针对这

种类型引起的突发事件，学校可以建立网络舆论预警机

制，实时关注校园官网、校园微信群和商业舆情监测平

台上的相关信息和话题，并针对矛盾事件及时调查了解

事情原委，学校相关部门和人员及时解决，避免矛盾激

化，从源头上减少突发事件发生，规避网络舆论。

3.2 确保做好高校突发事件引发的舆情应对处置
工作
当社会舆论已经在网络不断发酵，并将目光转移到

高校本身，基于“黄金 4小时”学说，高校需要及时介
入，积极发声，减少不良信息传播，最大限度地降低舆

论对学校自身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公民具有拥

有知情权，但是若高校解释欲盖弥彰或逻辑混乱、事情

不清，很容易让公众质疑高校的公信力，进而偏信所谓

的“内幕消息”。所以，高校要及时介入舆论引导中，牢

牢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并对突发事件的解释和处理有

依有据，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作

为突发事件的主角，高校对于其中发生的事情都应负担

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在面对网络舆论质疑时，要直面

危机，用于承担应承担的责任，如此才能得到公众谅

解。在控制网络舆论传播局势后，是舆论消退时期，但

是并不意味着事情已经解决，需要做好后续反馈工作，

树立高校正面形象，做好相关人员的心理帮扶工作，保

障其能够心态平和稳定，防止矛盾复燃，造成次生舆情 
事件。

3.3 谨慎做好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高校可以加强本校网络平台诸如微信公众号、官方

网站、微博和移动客户端等信息媒介的管理，建立和完

善信息发布平台，一是推动这类媒介成为学校和学生之

间沟通的桥梁，以便学校能及时了解学生最新动态和合

理诉求，及时解决困难问题，将一部分突发事件解决于

萌芽状态中；二是高校通过这类平台第一时间传递出积

极正面声音，营造良好的突发事件网络舆论信息交流氛

围，将学校师生和进入该平台的公众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上来；三是加强信息发布过程中的风险评估，防止因信

息发布不当造成次生舆情或引发新的舆论风波。四是及

时公布突发事件处理结果，尊重事实，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切实维护学校利益，充分发挥高校在突发事件处置

中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导力量。

3.4 同步做好高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突发事件中学生、教职工均为重要保护对象，而学

生、教职工应急反应能力和心理抗压能力等，均直接关

系到是否能正确、辩证地认识突发事件的因果，懂得如

何处理突发事件和自我保护，以及事件发生后的心理适

应性。因此，高校应加强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应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观，对学校

有责任感、归属感和荣誉感，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

领力。同时，要充分发挥教师的育人作用，做好学生的

引路人，将思政教育全面融入学生专业学习和日常生活

点滴，全面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应对能力，让学生和教

师都能合理判断和冷静应对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

以防盲从或者恐慌。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突发事件传播速度快，一旦爆发，

网络舆论难以管控，极易对学生、高校和社会造成严重

不利影响。因此，做好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预警和学校

矛盾调解工作、做好舆论引导和后续反馈工作、做好信

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及加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可以最大限度地强化高校面对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引导

和管控能力，为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构建文明和谐校园

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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