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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平台下高职院校辅导员 

网络舆情分析和正向引导的探究 
李秋林1  常燕2  李阳阳3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榆林  719000） 

摘要：高校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一个新领域，已然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新兴力量。作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高校网络舆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群体性事件、校园稳定和谐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辅导员通过了解、分析网络舆情，正向
引导学生，避免舆情的发生，创造新风正气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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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行业是一个新型的热门行业，从业者众多，门槛较低，

现有平台包括三类：图文类、视频类和直播类。图文类包括微信公
众号、百家号等；视频类包括短视频类和长视频类，短视频有抖音、
快手和视频号等，长视频有优爱腾和 b 站等；直播类包括电商直播、
游戏直播及娱乐直播，具体平台有百度、抖音、快手、淘宝直播等。
信息时代下成长起来的高职院校学生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
新媒体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这一部分学生文化基础参差不
齐，自身素质与高校要求不完全适应，个人理想和现实存在差异，
人生目标相对模糊，渴望得到社会和老师的认可，学生心理问题较
为明显。面对新媒体平台的各类冲击，作为高职院校的辅导员如何
在舆情的生成期正向引导，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至关重要。根
据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2 年 8 月 31 日在京发布第
50 次《中国互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51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1919 万，
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9.62 亿，占网民整
体的 97.7%。十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 为庞大、生机勃
勃的数字社会。而目前学生群体中，大学生无疑又是他们当中的主

力军。随着高校校园网络的普及和发展，高校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
情的一个新领域，已然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新兴力量。同
时，作为高校校园内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网络舆情对于思想
政治教育、高校群体性事件，校园稳定和谐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目的：为了了解、分析大学生网络舆情，以辅导员视角，对照
刚入学学生及接受学校一年教育后的学生，从他们受网络思潮影响，
参与网络发表意见程度，以及相关发表议题等方面入手，通过问卷
调查得出分析数据，为辅导员后期有效引导学生，避免网络舆情的
发生提供有力的依据。 

对象：本院高职一年级和二年级在校学生。 
方法：通过网络统一发放问卷，了解、分析大学生对网络舆情

的认识，所用问卷来自星问卷，不做任何暗示及主观引导，完全按
学生自己意愿和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保证所得结果的真实性。问卷
结果，利用星问卷软件处理。 

结果：本次研究共发放相同问卷 380 份，收回 365 份可用。其
中一年级学生 194 名，二年级学生 171 名，结果如下： 

表一  经常使用的网络意见表述的平台人数如下[多选] 

选项 微博 微信 抖音 bilibili 快手 其他 

小计 86 269 238 30 147 36 

比例 23.56% 73.7% 65.21% 8.22% 40.27% 9.86% 

表二  如果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学生在网络发表意见时的指导原则人数如下[单选] 

选项 跟风 容易被带偏 独立思考 无所谓 其他指导原则 

小计 12 19 280 22 32 

比例 3.29% 5.20% 76.71% 6.03% 8.77% 

表三  一、二年级学生对网络发表意见时，议题选择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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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8 297 365 74 291 365 131 234 365 130 235 365 43 322 365

 X2=4.48   P<0.05 X2=5.51  P<0.05 X2=0.17  P<0.05 X2=4.48  P>0.05 X2=4.97  P<0.05 

表四  你认为学院有效进行舆情正向引导的举措有哪些？[多选题] 

选项 
专任老师课上课下课内 

课外的教育引导 
学校建立 

正向引导机制 
辅导员真能

对话渠道 
多举办一些社会 

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引导 
若有其他有效措施， 

袎请 填写 

小计 213 264 182 294 31 

比例 58.36% 72.33% 49.86% 80.55% 8.49% 

讨论： 
根据上述方法及问卷调查结果（表一），作为本院高职一年级和

二年级在校学生，在当前网络媒体环境下，随时可以不受约束的，
以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多平台接受评
论并与之交流。新媒体的部分信息缺乏严格的审核与编辑，并存在

个人喜好的严重倾向性，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导致负面信息的广泛流
传。高职院校的辅导员分析舆情，在舆情的生成期正向引导，可以
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由调查结果（表二）显示，刚入校的学生，对网络舆情认识不
够，容易受网络思潮影响，在网络上发表意见跟风、带偏情况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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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表三）学院经过有效的正向引导和思想教育，学生能够变被
动为主动，积极参与网络发表意见，对熟悉的议题，有自己独到的
见解，学院积极倡导，在校大学生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态等方面的各类议题，营造新风正气的网络环境。主要采取的措
施包括（表四）：1.专任老师课上课下课内课外的教育引导；2.学校
建立正向引导机制；3.辅导员畅通对话渠道；4.举办一些社会实践活
动。学生对有效引导举措的认可，也启发我们在大学校园里，畅通
辅导员对话渠道，多举办社会实践活动，是取得更大成效的一个重
要环节。 

从辅导员视角，归纳两年来的实践探索，全面了解网络舆情、
分析舆情、引导舆情几方面进行阐述，根据高职院校学生使用新媒
体的特点及现状，结合新媒体平台及学生特点。作为高职院校辅导
员，梳而不堵，充当好“把关人”角色尤为重要。具体如下： 

1.了解新媒体网络舆情： 
1.1 多平台多角度了解网络舆情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呈现出平台五花八门的态势，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每个人都能够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信息传播因为有了各种移动终端变得更加便利[1]。通过广泛使用学
习强国 APP 开展学习相关国家政策，利用学校公众号、校园网及互
相关注的多媒体平台（如：微信、ag、抖音、快手、直播等）全方
位、多角度了解舆情现状，针对性观察舆情发展。 

1.2 特殊期加大舆情监控 
大学工作的周期性非常强，所以舆情高爆发期有迹可循。除无

法预测的突发性事件之外，招生、就业、评奖等时期正是舆情易爆
发时间。辅导员需要在社会或学校发生突发性事件，或招生、就业、
评奖等舆情高爆发时段对网络舆情进行重点监控，保证做到面对舆
情时有准备、不慌乱，及时有效降低舆情的发酵。 

2.分析新媒体网络舆情： 
通过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学生，更多的议

题集中在娱乐和大学生生活。对比两个年级的学生，经过一年的在
校引导，二年级学生在议题广度有所提高，有效扩展大学生视野，
更多学生主动参与政治、经济等相关议题。在校园突发事件中，大
学生作为直接受影响方，既是危机信息的接受者，又是其传播者[2]。
当网络舆情发生时，辅导员既需要站在学校老师的角度上全面充分
地分析舆情，也要换位思考，站在大学生的角度判断舆情对大学生
自身造成的影响。 

2.1 全面分析舆情 
根据学生参与平台、议题情况，需要引起学校注意的网络舆情

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本校大学生自己在网络上发酵观点，另一种是
社会舆论对本校大学生产生影响后形成的舆情。辅导员在分析舆情
时，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学识与生活阅历，剖析舆情成因，研究
舆情形成过程，预测舆情发展趋势。只有深入研究网络舆情的来龙
去脉，才能够在给大学生进行分析时抓住要害，剖析利弊，做到正
面引导。 

2.2 换位思考舆情 
辅导员对大学生的生活学习都极为了解，更能够站在大学生角

度进行换位思考。辅导员也可以在班级中培养网络舆情联络员，使
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经历与认知，表达对舆情的看法，帮助辅导员
更有效地理解大学生视角。学生之间的沟通往往更有效果，大学生
在学校住宿，朝夕相处的同学更能了解彼此的需求。辅导员从大学
生角度出发，才能够得到认可与信赖，从而更好地引导网络舆情发
展。 

3.正向引导高职学生舆情走向。 
诉求不畅是引发网络舆情的内因[3]，辅导员是学生的直接接触

者，师生沟通平台是整个舆情引导环节的重中之重。作为信息时代
高职学生，课余生活丰富，思维活跃，辅导员只有掌握科学丰富的
沟通途径与恰当高效沟通方式，才能真正有效地与学生进行深入对
话，达成正向引导网络舆情的目标。 

3.1 面对面直接沟通达到预期引导目的 
面对面地沟通是 有效的沟通方式之一，在现场进行沟通时，

辅导员能够从高职生的情绪、表情中得到实时反馈，能够临场调整

沟通方式与沟通方向。无论是充分准备的主题班会，还是私下一对
一的深度沟通，都能够避免不流畅、不直面沟通导致的误会，所以
提倡辅导员能够着重采取直接沟通的方式进行引导。 

3.2 即时通讯软件网络平台间接沟通起到引导效果 
虽然直接沟通的效果立竿见影，但间接沟通也是不可或缺的沟

通方式。有的学生由于性格原因，在面对面时难以流利表达自己的
想法，反而在通过微信、快手、抖音、直播等平台沟通时能够冷静
思考，有条理地进行沟通。有的学生心理压力较大，间接沟通方式
能使其放下心理负担，从而能够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真实内心想法。 

3.3 通过学校思政教育鼓励学生养成宣传正能量，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的习惯。辅导员积极和思政教师沟通交流，探讨班级思政
教育方法，渠道。辅导员利用学雷锋日、植树节、劳动日等时间节
点，组织学生参与实践，适时加入正向引导，学生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接受教育，从而提升学生舆论自律能力，增强道德意识，对
不良思潮有自我分析判断及抵御能力，从而促使沟通得到进一步优
化。 

4 具体行为措施 
4.1 定期监测网络 
辅导员要做到每天上网了解网络热点，关心社会时事；每周定

期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特定专题大事；每年在学
期初、学期末、择校季、就业季、评奖季等特定时间持续关注班级
微信群、学习平台等网络空间。辅导员应该主动了解网络热议话题，
在发现可能会引发大学生关注的话题后，详细记录话题内容，分析
话题内涵，估测舆情走向，确保自己引导网络舆情时有准备、有方
法。 

4.2 成立沟通小组 
辅导员可以在班级中成立网络舆情沟通小组，该小组主要作用

有二：一是小组成员可以向辅导员告知近期同学们热议的话题，帮
助辅导员更高效的了解本班级的大学生；二是主动鼓励大学生积极
讨论网络舆情，大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纠正能力，在讨论的过
程中能够培养全面认识问题的能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首先
教会网络舆情沟通小组成员如何正确看待网络舆情，再将这种思考
能力推及到全班同学，帮助大学生遇到其他情况也具备独立思考的
能力，而非人云亦云。 

4.3 建立反馈渠道 
师生之间的沟通方式至关重要，大学生的成长经历不同，性格

也截然不同，辅导员在面对舆情时沟通方法是否 优，是否奏效，
需要在沟通引导之后建立反馈渠道。让大学生对辅导员的引导行为
提出建议，能帮助辅导员更加了解自己的学生，在以后也能因人而
异，更有效的引导每一位大学生。同时大学生也能够在反馈渠道中
对辅导员说出自己对网络舆情的思考，既帮助辅导员从大学生的视
角看待问题，同时又锻炼大学生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辅导员要定期向学校汇报舆情工作，包括舆论的主题，大学生
面对舆论的思维方式，辅导员具体的引导方向，以及大学生自己处
理方式等方面；如果遇到紧急突发情况，应当紧急上报，同时和其
他辅导员一起共同探讨引导的方式方向，做出科学合理的舆情指导。 

结论： 
新媒体平台下，高职院校辅导员通过网络舆情的了解、分析和

正向引导，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舆情，有效避免舆情的发生，营造
新风气正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潘慧慧 新媒体时代高校领导对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J].今

传媒，2017，25（11）：61-62 

[2]张欣.校园突发事件中大学生信息传播行为偏好研究[J].中国

安全科学学报，2012，22（07）：59-65. 

[3]刘懿在校大学生网络舆情现状及对策研究[1]大学教育，2021

（01）：107-109 

作者简介：李秋林，女，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中级讲师。 

一般项目：榆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项资金规划项目：项目

名称：新媒体平台下高职院校辅导员网络舆情分析和正向引导的探

究  项目编号：YLSKGH202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