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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物联网等技术和应用的迅猛发展，多种媒体技术及平台也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已经悄然
进入了大众媒体的新时代。而网络信息真假难辨，负面的虚假的消极的信息不仅对社会产生不良反应，在校园里也会造成恶劣的影
响，这已经成为众多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就针对校园舆情存在的问题及对应策略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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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目前，国内信息平台众多，如微博、B 站，今日头条，抖音等

等，每天产生大量的真假难辨，鱼龙混杂的信息，众多平台也存在

百密一疏的情况，监控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面对来去汹汹的复杂

的网络舆情，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具有持续性、集中性、

复杂性、传播性、多元性等特点，让接受者很难辨其真伪，尤其是

在学校领域，由于学生的涉世不足，社会经验不深，对很多信息分

辨不清，某些话题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校园舆情特点主要表

现：(1)很难精确知道舆情的发布时间、容易延迟处理的程序；(2)对

舆情的发布者和参与者没有足够的了解信息和深入研究；(3)舆情的

管理队伍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不及时等。校园的疫情主要集中在校

园舆情决策、校园安全管理、校园师生权益、校园突发事件、校园

师生声誉、社会敏感话题等多方面信息领域。 

1.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新特点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进行校园舆论管理，利用新媒体和传

统媒体引导校园舆情的正方向，以达到校园舆论控制和管理的最佳

效果。目前国内各大学的宣传工作主要仍是报纸、板报、视频等传

统媒体，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高校内信息传播具有以下特

点： 

(1)新兴的信息交流平台众多。微信、QQ 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

新兴的高校网络交流工具，这些新媒体在舆论传播中具有以下优势

特点：(1)信息量化和多样化；(2)舆论引导目标受众及固定化。因为

绝大多数受众是在校师生，以及一些合作的社会团体，人员比较集

中及接触亲密。(3)信息的传播和接收并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在时

效性等方面更优于板报、报纸媒等传统的媒体；(4)新兴媒体能够将

目标信息可以准确地传递给目标人群。  

(3)大数据时代突出管理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学校报纸是作为高校

舆论宣传的主流媒体。学校板报、校报是一面旗帜，是通过严格审查

和核实，才进行印刷发行，具有更精确的可信度，也是最具有理性思

维和引领师生的作用，这是将弥补新兴媒体的竞争力。具有比新兴的

多种媒体更多的核实及检测程序，大大减少舆论裂变的几率。 

(4)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支持与合作。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校园舆情的引导过程中所起作用有所不

同。二者需要互相支持交流。在大数据时代实现高校的舆论严管理

和引导，高校需要考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舆论管理的协同创

新，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对网络舆论正确引导，以致最佳效果。 

2.校园网舆情应对策略 
(1)应对原则。遵循舆情信息披露原则，并确保舆情信息真正透

明。根据时效性原则，学校需要掌握发言权，并针对舆情的严重级

别进行时效响应。 

(2)应对措施。培养专业管理人员，引导并纠正负面舆论，同时

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及网络舆情实时监控系统，掌握并收集舆情信

息，及时形成报告，形成应对策略。 

(3)应对流程 

第一：舆情实时全监控。建立校园网络舆情监控管理团队，配

备专业的实时的网络舆情监控系统，专业监控工具，通过人工及技

术措施，对舆情发生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即管理，并能够通过技术手

段监控到实体人员及事件发源地，确保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告警舆

情。 

第二：舆情分析及评估。通过校园网络监控到的舆情，需要及

时告知相关部门，并针对校园舆情的内容、趋势和风险进行分析和

评估。 

第三：评估舆情等级。根据网络舆情的严重层次及级别，进行

分级别响应，及时合适确定实施报告。 

第四：舆情响应及处理。积极响应并及时发布确实信息，并根

据舆情事件的进展，经专业人士快速准确地引导舆论，减少和消除

负面影响。并且，需要持续监控管理，以防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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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总之，校园舆情的处理及时及成败，其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巨

大的，可能已发不可想象的损失。学校对校园舆情的管理，不仅需

要利用新旧媒体手段，还需要利用相当的技术手段。同时学校之间

应有足够的加强舆情管理的交流沟通，真正做到大数据时代的舆情

协作共享机制，构建起大舆情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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