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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WTO矩阵模型对高校突发事件
网络舆情的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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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互联网盛行的年代，网络快速成为高校舆情的高地，而青年人首当其冲成了“主力军”，因此，网络舆

情的治理是我们急需攻克的一大难题。本文将基于SWOT矩阵模型，深化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研究。通过梳理高校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因素，形成内部策略和外部策略，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能力与机

制，从而，维护校园的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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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与演化分析

高校突发事件指在校园内突然发生，由自然或人为因素

引发，具有不可预知、突发、危害和扩散特点的事件。学生

背景和观点差异导致对事件理解多样，形成网络舆情，影响

高校稳定发展和网络环境。高校作为知识和人才培养基地，

内部舆情易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

1.1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

1.1.1　舆情主体的特殊性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主体——大学生，其特殊性在

于具有高度的知识密集性、活跃的思维创造力以及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大学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不仅拥有

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还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获取信息，

并通过网络平台表达个人观点与态度。同时，大学生正处

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思想活跃，敢于质

疑，乐于探索，这种特质在网络舆情中表现为多样化的声音

和观点交织，促进了网络空间的多元化讨论。此外，大学

生群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往往对社会公

正、校园安全等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与热情。在突发事件

发生后，绝大多数学生还是站在“正义”一方，故意谩骂、

随意造谣的情况还是较少出现。可见，作为高校突发事件网

络舆情的主体特殊性，所体现的大学生群体在信息获取、分

析、传播上的高效性与复杂性。

1.1.2　舆情实质的复杂性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复杂，因为其多维度、多层次、

动态性交织。信息来源多样，包括官方通报、社交媒体、个

人博客等，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不一，增加了判断难度。信

息传播易受个人情感、价值观念影响，导致信息失真，使舆

情本质复杂化。大学生作为舆论主体，多样性加剧复杂性。

他们来自不同地域、专业背景，具有不同知识结构、认知

水平和心理特征，面对同一事件可能产生不同看法和情绪反

应，形成多元化舆论场。大学生群体内部复杂社会网络结

构，如小团体、意见领袖等，对舆情扩散、聚合、演变有重

要影响，增加了管理复杂性和挑战性。

1.1.3　舆情载体的多元化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让高校师生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观点

和情感的途径更加多样化。传统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QQ

和贴吧仍是主要的网络舆情传播渠道，它们的即时互动性和

庞大用户基础促进了舆情信息的迅速扩散。特别是微博的超

话、热搜和微信的公众号、朋友圈等功能，为高校突发事件

的舆情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新兴的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

手也成为重要的舆情载体，它们以直观、生动的短视频形式

吸引用户关注和参与，尤其在高校突发事件中，短视频往往

成为舆情传播的关键。这些多样化载体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

表达和互动空间，同时也增加了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和

应对的难度。

1.2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分析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一个重要子

集，具有其独特的演化规律和特点。从爆发期到扩散期、波

动期再到衰减期，其演化过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爆发期是舆情的起始阶段，此时信息虽零散但具备扩散

潜力。随着讨论增多，舆情进入扩散期，信息传播加速并伴

随意见表达。波动期是舆情的关键，信息真实性和公众情绪

成为焦点，谣言和假新闻出现，意见领袖和自媒体使舆情复

杂化。衰减期舆情逐渐消散，事件处理和官方信息发布使公

众情绪平复，关注降低，但需警惕新诱发点。

2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SWOT矩阵分析

2.1　外部环境的机会（Opportunities）

高校舆情引导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意识形

态工作，而高校作为前沿阵地，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因此，愈来愈多的高校开始重视突发事件的网

络舆情治理，寻求一个好的策略和路径。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持，

帮助高校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系统。同时，高校应与多

方力量联动，形成协同管理模式，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

情，提高应对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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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部环境的威胁（Threats）

“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和匿名性易使极端言论扎堆出

现。一些人失去言行的边界感和责任感，滋生一些无序的

情绪宣泄和网络暴力等违法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各种观

点、态度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舆论场。而高校大学生

作为网络舆情的主要参与者，其思维活跃、好奇心强，但

社会阅历相对浅薄，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误导，为

高校意识形态、文化阵地的建设带来新的威胁。

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网络舆情法律规制，明确

其定义、范围及法律责任，规范信息传播与评论。对散

布谣言、侵犯名誉等违法行为依法惩处，维护网络秩序。

同时，完善高校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机制，明确责任与措

施，保障师生权益。

2.3　内部环境的优势（Strength）

高校拥有较为完善的制度建设。针对网络舆情管理，

高校通常设有专门的舆情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和执行相关

规章制度，确保网络舆情的健康、有序发展，为高校在应

对突发事件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次，校园安全设施不

断完善。学校通过完善学生门禁、预警系统等硬件。确保

校园突发事件发生，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调动各方

力量，及时有效地进行舆情引导和处置，从而，减少网络

舆情的负面影响，维护校园的和谐稳定。再者，高校师生

具有较高的网络素养和道德意识。他们通常能够理性看待

网络舆情，但同时高校仍需通过举办讲座、开展活动等方

式，加强学生的网络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

2.4　内部环境的劣势（Weakness）

高校内部环境相对封闭，信息传播路径受限，可能导致

舆情监测与预警机制反应滞后。尽管高校网络基础设施完

善，但信息孤岛现象的存在，使得舆情数据难以及时、全

面地汇总分析，影响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精准把握与快

速响应。

高校师生群体特性复杂，网络行为多元，增加了舆情管

理的难度。大学生作为网络活跃用户，其情绪化表达、易

受外界影响的特点，使得网络舆情易于发酵、扩散，甚至

产生极端化倾向。同时，不同学科背景、价值观念下的师

生对网络事件的解读差异，可能导致舆情走向不可控。

高校内部舆情管理机制尚待完善。尽管多数高校已设

立舆情管理部门，但面对突发事件时，跨部门协作机制

不畅、责任划分不明等问题时有发生，影响舆情应对的效

果。此外，部分高校缺乏系统的舆情教育培训，导致师生

在面对网络舆情时，缺乏必要的应对能力和法律素养。

3　完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路径

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管理已成为教育工作者面临的

重要课题。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为大家打开了新

的“世界之窗”，但其中也不乏舆论失范、信息失真，加

剧舆情恶化的情况。目前，高校对于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

治理还不够全面，多方协同、多元共治的局面还没有真正

形成，前路任重道远。

抓住机遇，发展优势——SO路径包括：首先，建立舆情

检测与预警系统，明确监测目标，整合技术资源，运用大

数据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分析网络舆情，并设定预警

阈值进行分级管理，确保及时响应。其次，完善突发事件

舆情应对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明确

责任分工，确保信息迅速传达与处理，并做到信息公开透

明，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引导舆论。最后，加强舆情引导和

有效措施，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回应公众关切，运用

多渠道传播正面信息，提升透明度，并培养专业舆情团队

进行监测和精准施策。

利用WO路径弥补不足：首先，强化师生舆情应对教育，

通过专题讲座、模拟演练和普及知识，鼓励正向舆论观。

其次，加强社会支持和政策引导，启动应急预案，发布权

威信息，寻求社会支持，制定合理措施确保事件妥善处

理。最后，提升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建立多渠道信息收

集体系，提高筛选与分析能力，加强内部沟通，利用大数

据技术提高处理效率，有效控制舆情。

ST战略旨在高校面对外部威胁时，利用内部资源减轻

负面影响。这需要建立多方合作机制，强化共建共治共享

理念，形成以校办、党办为主，宣传部、网络技术中心为

纽带，学工处、团委、保卫处为基础的合作网络。同时，

引入政府、媒体等社会主体共同管理，确保信息快速传达

和舆情有效引导。此外，提升师生舆情素养，普及舆情知

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鼓励师生参与舆情讨论，培养批

判性思维，并建立舆情反馈机制，及时回应关切，共同提

升应对能力，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4　结语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给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

理带来挑战与机遇。我们需要利用网络舆情“晴雨表”

，加强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智能化和精准化治理水

平，推动相关治理工作。同时，应强化师生网络素养教

育，增强他们对网络舆情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确保校园

环境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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