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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中介人，本文中主要指在网络虚拟社区中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资深网络达人，该维度主要包括 X31参与该事件的意见领
袖的数量、X32参与该事件的意见领袖在大学生网民中的影响力、
X33参与该事件的意见领袖对该事件的观点和看法。
为了对概括总结出的上述 33个因素进行科学的归类，笔

者通过问卷调查采集数据，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
最终本文将这 33个因素归类划分为七个维度，并根据这七个
维度中所包含因素的特征分别命名为大学生对外感知维度、大
学生自我感知维度、网络社会环境维度、现实社会环境稳定性
维度、大学生家庭生活满意度维度、大学生父母因素维度、大
学生基本信息维度。其中大学生的对外感知维度指网络危机事
件发生后大学生对外在的事件受损方、事件受益方和事件相关
信息的感知，包含 X14、X15、X16、X17、X18、X19、X20、
X21、X22；大学生的自我感知维度，主要包括大学生网民自身
的 X6心态、X12自我控制能力和 X13情绪；网络社会环境维度
主要包括参与其中的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行为，包含 X25、
X26、X27、X28、X29、X30、X31、X32、X33；现实社会环境
稳定性维度主要包括 X23、X24；大学生家庭生活满意度维度，
主要包括大学生网民对生活 X7和 X9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
大学生父母因素维度包含 X8父母给予的家庭氛围和 X11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 ；大学生基本信息维度包含 X1、X2、X3、X4、
X5、X10。综上，本文将大学学生网络舆情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
概括总结为以下七个维度，分别为大学生对外感知维度、大学
生自我感知维度、网络社会环境维度、现实社会环境稳定性维度、
家庭生活满意度维度、父母因素维度和个人基本信息维度。

2、关于规范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行为的对策建议

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行为作为网络舆情传播和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政府相关部门和高校教育体系对大学生网络舆情传
播行为的有效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网络舆情的良性
传播和发展。基于上述思考，笔者从有效管理大学生网络行为
的角度为政府和高校应对网络舆情和网络危机事件提出以下对
策建议。
2.1 在网络危机事件发生伊始，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大学生

的对外感知，针对评估结果选择应对策略
本文中大学生的对外感知维度指大学生对网络危机事件的

感知，主要包括对网络危机事件信息、网络危机事件中事件受
益方和事件受损方的感知三部分。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政
府相关部门应及时对事件受益方、事件受损方和信息发布的全
面性进行评估：事件受益方方面评估内容包括事件受益方自身
形象的好坏、事件受益方第一时间采取的应对政策是否积极、
若不加管制事件受益方是否还会继续获取不当利益，事件受损

关于规范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行为的几点思考

【摘     要】 与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共同成长起来的具有高文化背景的新时代大学生在网络互动平台中表现出较高的活跃性，尤其在网

络危机事件发生后其网络参与行为成为推动网络舆情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文献收集法对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行

为影响因素进行了概括总结，并基于此为政府和学校有针对性地治理和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舆情传播行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以期为有效预防和应对公共危机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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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互联网中各种发展较为成熟的网络平台，已经成为
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力，行使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
权的重要阵地。而作为与互联网技术、web2.0等信息技术共同
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他们不仅能熟练使用诸如网络论坛、微博、
微信等各种网络互动平台，而且作为其中互动表现最活跃的群体
从而成为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中坚力量。

1、关于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发展，网络舆情的传播已成为众多
学者讨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学生作为网民群体中的重要组织
部分，其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在对网
络舆情传播影响因素、网民行为影响因素和大学生网民行为影
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近年来我国专家学者对大学生网
络舆情传播行为影响因素的探索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个体特
性、事件受益方特点、事件受损方特点、政府特征、媒体特征、
意见领袖特征这六个维度。
大学生个人特性是指大学生自身所具有的一些个人属性，

包括 X1性别、X2受教育程度、X3学科类别、X4生源地、X5
是否为独生子女、X6心态特点、X7生活满意度、X8家庭氛围
融洽程度、X9家庭经济状况、X10人际关系、X11父母受教育
程度、X12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自我控制的能力、X13情绪、
X14对参与实践所能预期到的阻碍的大小、X15对该事件信息
全面掌握的程度。事件受益方是指网络危机事件中获得一定利
益的参与方，通常为被网民贬低攻击的一方，事件受益方特点
包括 X16事件受益方自身形象与公信力、X17类似事件受益方
单位或个人是否会继续取得不当利益、X18事件受益方在事件
发生后所采取的应对政策（包括逃避、回应、妥协等）。事件
受损方是指网络危机事件中损失一定利益的参与方，通常为被
网名同情拥护的一方，事件受损方特点包括 X19事件受损方是
否为弱势群体或者特殊群体、X20事件受损方和大学亲密联系
人（包括大学生自己）的特质是否具有相似性、X21自身未来
是否有演变为事件受损方的可能性、X22事件受损方所扮演社
会角色的覆盖面是否广泛。政府维度主要包括 X23经济环境的
稳定性、X24社会环境的和谐性、X25政治氛围的敏感性（网
络危机事件是否涉及到政府）、X26政府网络监督是否适度合
理（政治氛围是否允许大学生网民自由表达意见）、X27政府
发言人即官方新闻媒体对该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媒体维度主要
包括 X28参与该事件新闻媒体的数量和该事件主要新闻媒体的
影响力、X29参与该事件的新闻媒体自身的信誉、X30参与该
事件新闻媒体的主要倾向性观点和看法。意见领袖指因自身地
位声望阅历等在某领域有一定号召力，在对事件发表自身鲜明
观点之后能影响大量网民持久关注的在网络舆情传播中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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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评估内容包括事件受损方是否为社会弱势群体或特殊群
体、事件受损方与大学生亲密联系人特质的相似性、大学生自
身未来转变为事件受损方的可能性、事件受损方所扮演的社会
角色覆盖面的广泛性，信息发布的全面性评估主要指信息发布
的完整性和广泛性即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之后根据上
述三方面的评估结果判断其对大学生网络舆情传播行为强度的
影响，若强度增强则迅速介入其中采取措施对该网络危机事件
中的事件受益方加以协助、引导甚至管制同时对事件受损方加
以帮助和补偿，以防止社会矛盾再次激化而给政府和社会带来
更大的损失；若强度未增强则顺其自然发展，最终根据网民监
督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对网络危机事件中涌现出的此类社会问题
提出改进。
2.2 通过对大学生的自我感知和个人基本情况的了解，约

束大学生滥用网络行为，培养大学生理性参与网络发言、提高
大学生信息素养水平
本文中大学生的对内感知维度主要包括大学生进行网络发

言当下他自身的情绪状态、生活态度和自我控制能力三部分。
为尽可能避免消极悲观的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差的大学生和
情绪状态不好的大学生，把网络参与行为当做自己肆意发泄情
绪和不满的一种途径，本文提出采用学校教育的软性管理和政
府制度的硬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学校软性管理主要是指
学校教育系统应加强对大学生文明上网、大学生甄别信息准确
性的能力、自觉遵守信息相关法律尊重信息相关道德伦理和杜
绝利用信息伤害他人的信息社会责任、合理参与网络发言方面
的教育管理，督促和鼓励大学生不仅在现实社会中作一名高素
质的公民，也在虚拟网络社会中做一名高素质的网民，基于此，
要求各大高校可以专门开设一门关于如何文明使用网络互动平
台和与情绪调节控制相关的心理学选修课，通过软性培养模式
间接促进大学生自觉成为一名网络参与行为不受个人情绪心态
等私人感情影响的合格网民。政府制度的硬性管理主要是指通
过网民实名验证、合理加大网络检测度和完善网络法制建设的

硬性制度管理，直接约束大学生网民的不良网络参与行为。
2.3 在网络危机事件发生前后，规范政府、媒体和意见领

袖的行为，促进网络社会环境健康发展
本文中网络社会环境维度主要包括参与网络危机事件的政

府、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行为三部分。事实证明，大学生的网络
舆情传播行为强度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和意
见领袖行为的影响。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作为信息的主要制
造者、发布者和传播者，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自然而然的成为青
少年网民中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信息引导者。近些年来，
我国各类商业新闻媒体发展迅速，不仅成为我国新闻媒体行业
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互联网平台中最主动活
跃的存在，然而趋利性竞争行为使商业新闻媒体缺乏新闻媒体
应有的客观和理性态度，导致互联网平台中的主要媒体行为缺
乏规范和理性，网络中网民自行推选来的意见领袖对大学生的
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为了规范这种引导行为，政府应预先对政府、
媒体和意见领袖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通过规章制度和
法律条文明确其职责关系，监督和约束其信息引导行为，促进
网络社会环境健康发展，实现网络舆情的正能量良性传播。
2.4提高大学生家庭生活满意度，关注大学生父母影响因素，

从家庭父母生活方面避免大学生产生滥用网络行为的动机
据调查发现，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

家庭气氛越不和谐融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大学生网络危
机事件参与行为强度越大。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7
岁到 19岁也是一个人塑造自我品格、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的关键时期，父母和家庭生活作为每个人出生以来最先接触到
的人和事，在幼年时期也成为塑造每个人未来性格、心态、处
世态度的关键因素，这提醒我们父母和家庭生活因素同样会影
响大学生的网络舆情传播行为。为了间接引导大学生理性参与
网络发言，政府应要求各社区等基层管理者多关注那些生活满
意度低、家庭经济状况优越、家庭气氛不和谐和父母文化水平
较低的孩子们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