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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逐渐成为网民获得信息、表达情绪的主要阵地，

网络舆情的概念应运而生。张一文，齐佳音等人认为网络舆情是指

公众借助互联网表达他们对某些热点话题或突发事件的具有特定情

感倾向的观点[1]。高校网络舆情隶属于网络舆情，被认定为是网

络舆情在高校这一大背景下的具体反映。郑岩将其定义为高校师生

借助互联网平台，针对于其息息相关的校园生活、校园突发事件、

教育教学事件等方面抒发情感，表达自身情绪、意见和看法，进而

形成的网络舆情[2]。除了这类广义概念，学术界还分别从传播主

体、客体以及介体三种视角对其展开深入研究，例如魏魏提出高校

网络舆情是在高校师生之间传播的网络舆情[3]，XX则认为高校网

络舆情是发生在高校中或主要参与对象为高校学生的网络舆情[4]。

而作者对高校网络舆情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此类事件中参与主体

除媒体、政府之外，普通网民多数为高校师生，因此，把握住网络

舆情事件的传播客体自然也就筛选出了符合条件的传播主体。可

见，从传播客体视角出发对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展开研究可以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基于以上考量，本文将高校网络舆情定义为主题与

高校学习生活等话题紧密相关的网络舆情。

因高校学生网民具有线下集聚性强、联系紧密性高等特征，

高校网络舆情信息经过线上传播——线下扩散——线上传播这一

信息传播路径，其传播速度比其他主题的舆情事件快得多。故而，

及时掌握高校网络舆情情感倾向演化路径，对其情感走向进行监

控预测是学术界和教育相关实体亟待解决的问题。蒋知义等人在

研究中指出，相较于正向情绪，负向情绪的集聚速度极快，对网

络舆情事件演化趋势具有显著影响[5]。唐超认为正面情绪能够使

舆情走势向“有序”方向发展，负面情绪使舆情走势向“无序”方

向发展[6]。陈忆金等人认为用户在表达负面看法和观点时，往

往情感倾向非常鲜明，而在表达正面情感时，部分用户较为理智，

通常较为全面概括分析事件或事务的两面性之后做出较为中肯的

看法和观点[7 ]。

综上，关于网络舆情情感倾向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关于

高校这类特定主题的网络舆情事件情感倾向研究却较少涉猎。鉴于

此，本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情感倾向分为正面、中性和

负面三类，对其极性进行量化并以此分析高校网络舆情事件情感倾

向演化过程，以期为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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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分析

2.1案例选取及数据预处理

2020 年 10 月 13 日凌晨，一位网名为“红烧土豆叶”的大

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硕士三年级学生在自己的微博空间发布

了一封“告别信”，称因为实验数据不理想，实验所需设备经

常坏，使得他面临毕业延期的问题。诸多压力下，他选择在实

验室结束生命，希望下辈子做一只猫。对此，大连理工大学在2020

年10月14日上午发布公告确认了事情的发生并做出简要回应，大

连理工大学的情况通报一经发出获得9千余次转发。事件在互联

网上迅速发酵，#大连理工通报一研究生实验室身亡#这一微博话

题获得数亿次阅读。网友们在为这件悲剧事件感到痛心的同时，

也引发了关于研究生教育、大学生抗压能力等话题的讨论。

本文以“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and（上吊or 自杀）”为检

索词，利用清博大数据平台共检索到（从2020年10月13日0时至

2020年10月29日23时）相关微博30768条，在机器去重后再手动

检错，将不符合要求的数据剔除后共保留11472条有效微博数据。

2.2演化阶段划分

网络舆情事件都将经历从萌芽到消亡的过程，而就其发展特

征又将该过程细化为若干阶段。三阶段论认为网络舆情生命周期

可细化为出现、发展和消亡；四阶段论将其细划为开始、发展、高

潮和衰减；五阶段论将其划分为形成、发展、异化、延续和淡化
[8]。本文对微博发文量进行时序统计后，得到图1，再根据图

1中网络舆情事件走势，将该事件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发展、高

潮和衰减四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阶段微博发文量从10月

14日的2793条降至10月15日的1210条，但在10月16日，微博

发文量攀升至3754 条达到峰值，随后迅速回落进入衰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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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时序的微博发文量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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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感倾向分析

3.1文本分词

在对微博文本数据进行去噪、分词、去停用词处理后得

到每条微博的特征词，对所有特征词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后绘制

该舆情事件的高频词云图，如图 2所示。图中可见，“研究生”

“压力”“毕业”“毕业”等词汇出现频率较高，由此推断此次大

连理工研究生事件中人们主要关注的话题包括“研究生培养”

“就业”“高校大学生压力、情绪疏导”等几方面。

3.2情感量化分析

将分词后提取的情感词语同知网Hownet情感词表相结合，构

建基于本案例的情感词语表。在此基础上，根据微博中情感词汇

出现频次计算每条微博文本的情感极性以及极性强度。将极性强

度大于0的微博情感倾向定义为正面，极性强度等于0的微博情

感倾向定义为中性，极性强度小于0的微博情感倾向定义为负面。

如图3所示，该舆情事件中负面情感微博10411篇占90.75%，中

性情感微博1037篇占9.04%，正面情感微博仅24篇占0.21%。可

见，绝大多数网民对该事件都抱持着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对一

条鲜活生命逝去而感到悲伤。对正面情感微博进行精读后发现，

部分网友们由此及彼，庆幸自己并未被压力击倒，继而发出了“珍

惜生命，开心生活”的感慨！

3.3基于生命周期的情感演化分析

（1）形成阶段

形成阶段为 2020 年 10 月 13 日 0 时至 23 时，在该阶段

微博发布数量仅4条，且发布主体均为个人。对四篇微博的情

感极性进行测度后得到图4，其中中性微博和负面微博各2篇，

说明在事件发生第一时间就引起了个人主体的关注。对四篇微

博进行精读后发现，四位发文者或经历过考研失败，或有过类

似的学业压力，他们在为逝者感到悲伤和可惜的同时也对自己

当时能够成功度过难关而感到庆幸，并加深了他们珍爱生命的

意志。

（2）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为2020年10月14日0时至次日22时，微博发文量

不断攀升直至14日16时达到高峰，但随后发文量逐渐递减，使

得发展阶段出现了跌宕起伏的态势。而情感倾向却并未受到发文

量影响，从图5可以看出，14日0时到12时期间虽然发文量少，

但情感倾向变化显著，网民们的情感倾向在强反面和中性之间交

替演化。从12时之后官方媒体纷纷转发事件、发表意见，例如，

腾讯新闻发表了题为“大连理工研究生自杀，人生要有理想，成

功不止一条路”的新闻。由于主流媒体纷纷展开了“如何勇敢地

正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的话

题讨论，因此情感倾向虽然依然表现为负面情感倾向，但极性趋

于平缓，均值在-0.4 到 -0.6 之间。

（3 ）高潮阶段

随着该舆情事件进入高潮阶段，发文量快速递增，情感倾向

依然表现为负面倾向，如图6所示。从10时开始媒体出现了标题为

“这世界一直教我们成功，却没人教我们接受平庸”“研究生‘延毕’

成压死骆驼最后稻草，接受不完美自己是教育必修课”的话题，转

发量和评论量迅速递增，情感倾向趋于平稳。可见，主流媒体和政

府平台的话题介入使得整件舆情事件而并未出现二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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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高频词云图

图3        各情感倾向占比情况

图4        形成阶段发文量及情感倾向平均极性

图5        发展阶段发文量及情感倾向平均极性

图6       高潮阶段发文量及情感倾向平均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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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衰减阶段

随着该舆情事件进入衰减阶段，发文量逐渐递减，但该事

件引发的话题逐渐表现出多样性。话题主要涉及“对悲剧本身

的哀悼”“身心压力排解”“研究生教育”等方面，因此其

情感倾向表现为中性与负面之间的激烈震荡。

4  结论

本文以“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自杀”事件为例，对高校网

络舆情事件情感倾向演化机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本次事件

的生命周期图可看出，事件从产生到高潮仅经历了2天时间。相

较于一般网络舆情事件，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传播速度更快，

传播面更广。因此，为了有效引导舆情事件发展，相关部门的

主动积极应对是非常必要的。高校等相关部门如果不能在第一时

间给予回应，将错过对网民情感引导的最佳时间。所幸，在本

次事件中，大连理工大学在事件发生后24 小时之内发布了事件

通报，不但避免了人们在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妄加猜测，更对

网民情绪的因势利导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主流媒体的话题

引导对网络舆情情感倾向演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高校网

络舆情事件的个人主体主要为高校在校生，所以，在本次突发

图7         衰减阶段发文量及情感倾向平均极性

事件中，他们有感而发，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为生命的逝去

感到痛心。该事件负面情感倾向占比较大，网络情绪主要集中

在“悲伤”“难过”“惋惜”等方面。此时主流媒体的介入

不但将事件推向高潮，更将话题引向“教育”“成长”“如

何克服压力”，使得网络舆情情感倾向极性向中性演进。

总之，由于高校网络舆情主要参与主体是高校学生，他们

本身所具有的易情绪化、群体集聚性强等特征使得高校网络舆情

事件表现为一旦产生即扩散迅速，且情感极性强。因此，情感

倾向演化不但受制于主体本身固有情感特征，还会受到相关部门

的危机应对举措，主流媒体话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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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是否有密码，过期时间等信息都由此模块进行管理。
3.2.8 文档智能整理模块：此模块是通过云计算，快速将

用户所选择文件夹内所有文件进行分类，即使是超大量的文件与
文件夹结构。

3.2.9笔记收藏模块：此模块主要功能是对用户查看他人共
享的笔记或文档进行收藏和拷贝。

4  系统实现
4.1文件系统设计
文件系统以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小图标”样式进行设

计，样式简洁，操作方便，考虑到手机用户和平板用户的体
验。文件系统的后端通过对数据库的增查改进行逻辑操作。

4.2文档在线编辑
本平台的云笔记主要的笔记格式并非HTML 富文本编辑器，

而是选择使用Markdown文本编辑器，Markdown(.md)是一种普通
文本编辑器编写的标记语言，这种类型的文档便于编辑和查看，
可以通过框架很自动转换为HTML 页面进行展示。

4.3文档在线预览
Office 是是微软公司开发的一套办公软件套装，常用组件

有 Word、Excel、PowerPoint。设计系统，通过兼容这三中
文件类型，实现在线预览部分office 文档。

5  总结
基于Hadoop的云笔记的开发，是通过网络传输的方式，将

大量用户的大量文档数据通过平台设计的文件系统进行存储和集
中处理，并为用户提供文件在线处理的Web 服务，给用户带来
更加便捷的文件存储和编辑方式。

本项目通过将Hadoop云计算平台整合到Web应用项目中进行
研究与设计，取得相应的设计成果。成功搭建Hadoop 分布式计
算平台，使云笔记项目在平台完成部署和测试，并完成对基于
Hadoop 的云笔记进行设计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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