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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互联网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随时通过手机记录发生的事，随时上传至通过云

技术搭建起的各类社交媒体。网络舆情相对于之前更难以控制，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有热情、喜欢分享、

愿意发表观点的年龄阶段，因此在高职院校做好网络舆论引导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在高职院校网络

舆情必要性及网络舆论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对高职院校的网络舆论引导的路径提出科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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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本世纪初，博客等的诞生，学界就富有前瞻性地

提出了“全民传播”的论点。时至今日，我们回望过去，

不得不承认这一论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当前，移动互联

网技术迅猛发展，微信、微博、短视频、直播等社会化媒

体的兴起，为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广阔平台，每个人

都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节点。对于高职院校而言，高职院校

学生正处于有热情、喜欢分享、愿意发表观点的年龄阶段，

因此在高职院校做好网络舆论引导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本

文将在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必要性分析及特点分析

的基础上，对高职院校的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践路径提出科

学的构建。 

1  高职院校网络舆论引导的必要性分析 

高职院校网络舆论引导是落实网络强国战略的必然

要求，是加强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要求，是应对舆情事件

频发的现实需要。 
1.1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是网络强国战略的要求 
在网络强国建设的背景下，高职院校舆情是师生的意

志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生群体的思想政治

状态和方向。而网络强国战略要求通过加强对舆论正面的

引导，坚持正确的政治舆论方向、价值导向，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来凝聚力量，广

大的高职师生群体正是网民中的中坚力量之一，其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

因此，做好高职院校网络引导是落实网络强国战略的要

求。 
1.2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是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内

在要求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是反映民意的重要渠道和途径，

思想活跃、观念新潮的青年群体格外乐于在网络上发表自

己的意见，彰显自己的个性。因此如何引导青年群体自觉

抵制虚假信息，这对思政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舆论引导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思政教学。首先，网络舆论突破了

传统意义权威的局限，让青年群体在舆论的表达中自由表

达观点；其次，网络舆论中优秀的部分也会成为思政教育

的思想来源，为思政教育注入活水；最后，在思政教育中

发挥网络舆论的作用，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潜移默化

地将正确的观念和理念灌输并巩固。 

1.3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是应对舆情事件频发的现
实需要 

就近年来国家发布的各类舆情统计报告发现，2010
年至 2020 年高等教育领域的舆情事件频发，重点涵盖教
育师资管理问题、考试规范问题、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教

育安全问题、师风师德建设问题、理论研究抄袭与学位作

假问题等，且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去中心化等特点。

同时，学校热衷于在校内搭建如校园网、校园贴吧、校园

论坛等信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师生的表达和传播

的欲望。由此，加强网络引导是学校应对舆论引导的现实

需要。 

2  高职院校网络舆论引导的特点分析 

当前，高职院校网络舆情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其舆论的主体具有相似性与隐匿性，而舆论内容具有

复杂性，舆论影响具有难控性特点。 
2.1  高职院校舆情主体具有相似性与隐匿性特点 
与其他网络舆情的参与主体相比，高职院校的青年群

体具有同质性较强的特点，一般而言，95后乃至 00后群
体具有思想容易波动、文化思想基础薄弱的特点。虽然国

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人才市场对职业

教育的接受还需要有一定的过程，部分高职学生会产生一

定的厌学甚至是厌世的情绪，而社交媒体具有的匿名性属

性，使得他们乐于在网络渠道畅所欲言，发布或传播不当

言论。 
2.2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内容具有复杂性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内容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既包括政

治时事热点，比如，贪腐现象、收入差距问题、就业问题

等，还有情感话题、明星八卦等，还有学习交流分享、搞

笑视频、二手商品交易等。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因为群体

庞大且容易多变等特点而加剧了其复杂程度。 
2.3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影响具有难控性 
高职学校网络舆情影响范围广泛，青年群体数量众

多，往往可在很短时间内达成共识，一条信息可能会引起

巨大的连锁反应，激发群体行动，造成牵扯面广泛的社会

影响。年轻群体的自由平等观念是远胜于老一辈的，他们

敢于且乐于发表自己的主张，用自己独特的主张来彰显自

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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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院校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践路径分析 

3.1  建立健全舆情监测组织与文化引导队伍 
高职院校学生是移动网络活跃的主要群体之一，他们

尤其关注社会热点，但是网络信息鱼龙混杂，需要高职院

校的领导层首先明确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属性，建立专业的

舆情监测队伍；同时，需要加强校园文化队伍建设，不断

完善网络舆情的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需要建立健全网络

思政教育体系，统筹学生处、宣传部等机构组织开展网络

舆情教育与网络谣言的甄别；最后，需要成立计算机安全

领导小组确保网络的稳定和通畅。以上机构组织要广泛开

展协作，为高职院校抓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打下良好的组

织基础。 
3.2  网络舆论引导中需要把握原则 
因高职院校网络舆论主体具有其自身特点，在引导舆

论时应着重把握以下原则。首先，处理好“疏”与“堵”

的关系，不应该一味地进行限制和打击，而是应该用正面

的言论去引导年轻群体发表积极正面的言论，而对谣言、

负面的言论予以正面的回应；其次，要以人为本，尊重师

生言论的主体地位，给予其应有的人文关怀，用宽容和理

解的态度打造轻松愉快的言论环境；同时，要培养意见领

袖，用正面的典型引导网络舆论方向，例如，可以选择优

秀的学生代表作为意见领袖和意见的代表，通过其行为和

言论引导校园的网络舆论方向。 
3.3  加强学生的法制道德教育 
在高职院校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中应重视法制宣传，不

断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与道德修养。将法律教育与道德教

育结合，在舆论宣传方面引导学生他律与自律并行。作为

网络舆论的参与者，学生应该学习网络法律知识规范以规

范自身言论，在鱼龙混杂的信息中做到可以不传谣、不信

谣，同时应该明确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在发布信息时也应

做到使发布的信息符合法律规范，依法律传播，当遇到网

络暴力时，积极采取合法手段维权，在面对违规言论或者

谣言时应该向相关部门或者组织进行举报。 
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应该自觉接受师生的舆论监督，及

时公开学校的管理实务，建设阳光校园。同时，加强在学

校里开展网络道德教育，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知

识大赛、专题讲座、宣传广播、课外实践、社团活动等形

式，有步骤有策略地开展相关教育科普活动，提升学生的

参与性和能动性。 
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建立和完善网络道德教育信息

库，鼓励师生进行网络舆情的理论研究，努力营造干净、

透明的校园网络环境氛围。 
3.4  强化技术手段，加强舆论引导 
高职院校舆论引导应该坚持阻断与疏通并举，监督检

查与自觉引导并行，注重网络技术手段的使用。可与公安

等政府部门展开合作，让公安部门通过舆情监测机制等对

校内的论坛、校园网、自媒体等信息进行有效监控，对有

害信息提前进行预警。同时，高职院校管理层在舆情管理

上不能实行“一刀切”和“一言堂”，而是应当注重师生

们正当的合理的言论诉求，尊重和支持其言论自由，及时

掌握舆情动态，针对师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对学校的意

见建议建立合理的便捷的沟通渠道，引导其理性地表达。 
3.5  打造精品文化内容，丰富舆论文化引导载体 
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内容和形式要善于

借助舆论环境和学生们喜欢的网络传播形式，打造有针对

性的、有时效性的文化精品内容，让学生们乐意观看、愿

意传播。首先，贴合学生学习生活实际，利用微信自媒体、

抖音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将学校的大事小事用学生喜闻乐

见的形式展现出来，通过优质的内容潜移默化引导学生的

舆论导向和思想动态；其次是结合高职学生们活泼好动的

特点，开展各类竞赛活动，提升学生们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4  结语 

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有热情、喜欢分享、愿意发表观

点的年龄阶段，因此在高职院校做好网络舆论引导的必要

性不言而喻，不仅是落实国家网络强国战略的要求，还是

加强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内在要求，更是应对近年来校园

内频发的网络舆情事件的现实要求。结合高职院校网络舆

情的特点分析，即主体具有相似性与隐匿性特点，舆论内

容具有复杂性，舆论影响具有难控性特点等，在此基础上

提出高职院校应如何抓好网络舆论引导路径：首先，要建

立健全舆情监测组织与文化引导队伍；其次，网络舆论引

导中需要把握三项基本原则，然后要加强学生的法制道德

教育，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应该自觉接受师生的舆论监督，

及时公开学校的管理实务，建设阳光校园；同时，强化技

术手段，加强舆论引导；最后，打造符合高职院校学生特

点和品味的精品文化内容，丰富舆论文化引导载体，潜移

默化引导学生的舆论导向和思想动态。 
 

作者简介：赵青青（1974.9-），女，壮族，广西南丹人，
讲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大学生创新创

业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亚斌，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D].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12. 
[2] 卞月芳，吴俊翔，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现状调查[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3）：50-52. 
[3] 马玉青，高职网络舆论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效能及其实现探讨[J].魅力中国，2020（32）：152. 
[4] 彭聪，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舆论对高职院校思政课育人模式的引领——以广州市从化区高职院校为例[J].科教导刊-电子版 
（上旬），2020（4）：43-44. 

[5] 王瑜，刘允华，马丽，等.“网络舆论生态”视域下高职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J].年轻人，2019（27）：10. 
[6] 李永端，高职院校网络舆论引导力的建设途径[J].林区教学，2018（5）：3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