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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中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因此部分高校在为此
准备相对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本文为此深入研究了我国高校
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几
点相关的策略。我国高校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尚未成熟，该策略
的提出对于我国高校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突发事件的定义与特征

校园突发事件是指在校园内突然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
严重社会危害，影响着学生们的安全和正常生活、学习，需要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而高
校中的突发事件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1 发生时间不确定
高校中的突发事件由于是突发发生的，故而突发事件的时

间并不确定，随时都可能发生，这要求高校在制定应急机制时，
需将该应急机制渗透到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
1.2 突发事件易造成谣言的传播
突发事件多数时候会引起大量的人员围观，而高校中人员

聚集密度较大，这也导致突发事件大多具有扩散性。学生是高
校的主体，在高校突发事件中，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推动者，
对高校突发事件的产生、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1]。由此可知，
大学生对于事件的传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学生大多
具有好奇心，故而突发事件发生的情况容易通过社交媒体等媒
体工具不断传播，这种环境助长了谣言的滋生，而谣言可能会
对当事人造成网络暴力等二次伤害。
1.3 影响较为深远
高校的学生群体有知识，有思想的，他们更容易成为公众

关注热点。因此在高校内突发事件发生时，不但会扰乱教学秩序，
对学校的财产造成破坏，影响高校的教学与科研。从客观上放
大并加深了危害的程度和范围，较为严重的还可能影响国家繁
荣发展。

2、高校突发事件的种类

2.1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海洋灾害、

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以大多数高校的地理位置来说，
大部分高校受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影响的可能性较大，而受到
其他灾害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高校应当主要针对气象灾害与地
震灾害做好应急措施。
2.2 事故灾害
事故灾害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

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以
及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火灾等等。由于高校内管理相比中小学的

管理较为宽松，因此高校应当重点对于火灾等突发事件制定应
急措施。
2.3 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食品安全问题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
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该类事件大多难以进行预警与防控，因
此高校应当做好校内管理，并完善校内医务室使其能够在此类
事件发生时起到应急作用。
2.4 社会安全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时间和涉

外突发事件。由于高校学生思想一般都较为成熟，在该类事件
发生时具备一定的自我行为能力，故而高校在完善校园安全建
设以外，也应当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

3、高校应对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

3.1 规章制度不健全
大部分高校对于突发事件所建立的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大

部分高校危机意识淡薄，校内仅有相关的预防制度，既没有较
为完整的规章制度，也没有相关的突发事件应对机构。因此，
大部分学生在发生突发事件后会优先选择向辅导员求助，辅导
员作为学生日常生活管理教师，并不具有较为专业地处理各类
突发事件的经验，其中大多数事件辅导员能够起到的帮助作用
也十分有限。同时因大多数学校内突发事件的预防制度较为生
硬，大部分要求也不够合理，所以预防制度往往会变成形式主义，
高校学生们大多认为其只需要做表面功夫应付校方的检查。高
校应当及时对不够合理的预防制度进行修改，使其更适合高校
学生们的生活，同时高校应当及时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规章制度，
不论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发生时与发生后，高校都应当制定
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以指导学生与教师们行动。
3.2 预警机制不完善
预警机制是指通过及时提供警示的机构、制度、网络、举

措等构成的预警系统，实现能够提前发布警告的制度，为风险
的防范奠定基础。较为健全的预警机制能够有效预防各类突发
事件，并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为应对方案的制定争取足够
的时间。应急管理信息由教师、学生及管理人员分散掌握，没
有专门的信息机构和体系负责收集、管理这些信息，缺乏科学
完备的信息搜集、监测、预报体系，致使各类 信息处于混乱状态，
真假信息混杂 [2]。根据上述论点可知，目前我国各高校缺乏较
为有效且合理的预警机制，高校各部门在日常活动中对于校内
外信息关注度不足，导致无法及时收集校内外信息，因此高校
内部无法及时预警可能出现的重大社会安全时间，如马加爵案
就是由于学校内部忽略了对于学生心理健康信息的收集，导致
血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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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缺乏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完善。高校对于突发事件缺失管理观

念，所以高校中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也不够完善 [3]。这是因为
高校学生大多思想已经成熟，在面对突发事件是有一定的自我
行为能力，所以部分高校忽略了针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
大部分高校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只停留在纸面上，未曾落到实处，
由于课程较为分散，大多数高校也因此未能举行应急预案的演习。
应急预案的不完善与预案演习的缺乏导致高校在发生突发事件
时教师与学生易慌乱，无法保持冷静，从而造成比预期更大的
损失。因此，高校应当准备二至三套应急预案以针对不同的突
发事件，并应当做到常常进行演练，以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时校
内师生因慌乱而造成损失。
3.4 后续与媒体沟通不足
目前我国媒体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因为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所以部分社交平台也成为了
公众舆论的聚集地，而目前大多数高校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不但
提防媒体，给媒体以模棱两可的说辞，而且在社交平台的公众
账号上也大多采取保持沉默的冷处理的方式，更有甚者，在社
交平台上发布其他内容妄图以此粉饰太平。随着网络的兴盛发
展，自媒体迅速崛起，大学生作为网络面向和面向网络的重要
群体，受到网络信息的冲击较为深刻，“软威胁”隐患比较突
出 [4]。各高校应当对此类行为提高警惕，因为该类行为将会激
发媒体的好奇心或引发公众愤怒，最终可能会造成对当事人的
网络暴力等二次伤害。

4、高校应当建设的应急机制

高校的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可以有效处理高校发生的各种
突发事件，维护高校秩序，促进高校各种教育教学活动能够顺
利有效地进行 [5]。因此，各高校急需建设高校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而建设应急机制有以下几点策略：
4.1 完善相关制度
完备的校园安全规章制度为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机制的建

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突发事件预警手段提供了制度规范，
有利于突发事件预警及应急机制的有效运行，保护校园师生的
生命财产安全 [6]。根据上述论点可知，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方
面，首先应当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制度。若相关预防制度不够合理，
高校应当及时对其进行修改，使其更加人性化，高校应当避免
这些预防制度不够合理导致其变为形式主义。同时高校也应当
建立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对于参与人的追责制度，以此避免再
次发生此类事件。在另一方面，高校也应当加强对学生们的危
机意识，高校可通过学校的宣传栏、黑板报或标语等渠道对学

生们进行安全意识教育，使其形成校园文化，让学生们心中长
鸣警钟，时刻注意校园安全，以此形成人人构建安全校园的良
好环境。
4.2 建立预警系统
为及时、有效地应对与处理突发事件，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

需做好预知、预防及预警等相关制度、方案等，避免突发事件
的发生，尽力排除危险，这一切工作都属于预警机制 [7]。因此，
为降低高校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高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自
主建设较为完善且富有自身特色的预警系统。预警系统的建立
最离不开的乃是较为完善的信息收集体系，各高校应当成立相
关机构，多渠道多方面的收集与学校安全有关的信息，如：目
前社会情况或校内学生心理健康等。并对此类信息进行分析，
及时剔除无用信息，对校内作出有效预警。该预警系统将便于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校内师生能够及时作出应对并执行相关避
难避险措施。
4.3 制定相关应急方案
高校应当积极针对不同的突发事件制定相关应急方案，做

好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机制。在应急方案制作时校领导与教师
应当做好职责分配，并将应急预案进行多次演习，以确保在突
发事件发生时，校内师生能够进行冷静有效地应对。同时高校
应当做好相关应急预案的物资筹备，将其落到实处而非仅仅在
纸面上与演习中进行相关的应急预案准备。
4.4 后续与媒体进行正确沟通
与传统信息发布不同的是，信息传播的途径越来越多，传

播的范围越来越广，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 [8]。由此可知，在高
校内发生突发事件后，校方应当以正确的态度与媒体沟通，讲
求“实话实说”的精神，不应当以模棱两可地回答搪塞媒体，
做到相关信息公开、透明。同时高校在社交媒体上的公众账号
也应当第一时间通报突发事件的处理结果，不应当采取冷处理
的策略，更不应当发布无关内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高校应当
及时地给予公众答复，以避免发生网络暴力等二次伤害事件。

5、结语

近年来，高校中各类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因此高校应当准
备相关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本文深入研究了目前我国高校在
应对突发事件是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此类问题提出了几点相关
的策略，如：完善相关制度、建立预警机制、制定应急方案以
及后续与媒体正确沟通等。总之，我国高校应当对于突发事件
应急制度具有更加完整的认知，以此完善校园内的突发事件应
对措施，为高校学子们建立一个更为安全的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1] 周金聪，林碧红 . 新时期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 [J]. 智库时代，2020(12):80-81.
[2] 闫家进 . 高等院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初探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4(11):112-113.
[3] 陈超 . 新媒体时代高校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2020(05):107-108.
[4] 王庆 . 高校突发事件的学生认知现状与应对机制研究 [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20(02):239-240.
[5] 邱浩 . 平安校园建设视角下高校突发事件防控机制探析 [J]. 经营与管理，2019(10):154-156.
[6] 崔尧 . 高校应急管理与危机管理的比较研究 [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9(06):56+74.
[7] 徐立娟 . 高校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问题策略 [J]. 黑河学院学报，2019,10(09):66-68+109.
[8] 龙建斌 .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 [J]. 电脑知识与技术，2017,13(29):3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