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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应对策略 
曹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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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 +”背景下，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不断加快，网络环境愈加复杂，一旦发生舆情事件，发展趋势也将变得复杂。
针对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存在网络环境复杂、学生网络参与情绪化、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提出了在网络环境下加强高校网络素
养教育、净化校园网络，提高校园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等有效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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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网民接收信息和

传播想法的重要渠道，网络自媒体相对传统的报纸、电视等传播速

度快，影响力更大。“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指的

是在生产要素配置中，要注意充分发挥互联网自身的优化集成作

用，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中广泛、深度应用、融合互联网创新成果，

以提高社会实体经济的生产力和创新力，最终形成一种以互联网为

基础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1]。“互联网+”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和增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也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网络舆情一般指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个人观点和态度，使得

事件的影响不断扩大，具有信息量大，舆情传播效率高、覆盖面广、

传播速等特点，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普及环境下的必然产物[2]。高

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利用互联网反映其遇到的诸如校园生活、校

园管理、教育政策等问题，表达其想法或意见的集合。研究高校网

络舆情，有助于把握“互联网 +”背景下网络舆情的内在规律，对

有效开展网络舆情监管和引导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2.1 网络环境多变，舆情信息混杂 

“互联网+”背景下，网络自媒体因其传播信息速度快、使用

群体多、网民发表观点容易等优势，已成为网民进行信息传播的主

要途径。互联网方便了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但也让人们在使

用过程中，面对缺乏理性、道德法律意识淡薄公众传播的负面信息，

网络环境多变。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在鉴别网络信息时存在

着一定的困难，容易受到外在复杂舆情信息的诱导，致使其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受到杂乱无序的网络舆情冲击[3]。 

2.2 学生网络参与情绪化，致使舆情趋势复杂 

随着社会竞争愈演愈烈，大学生受到家庭、社会方面的压力也

逐步提升，家庭的期盼、学业的困惑、人际关系的不协调、就业的

竞争压力等因素，容易让大学生心生不满、迷茫等情绪，从而寻求

网络进行宣泄排解，以便求得心理安慰。有部分大学生由于不具备

网络信息独立的认知和鉴别能力，加上个人主义、盲目跟风，容易

被披上华丽外衣的错误言论信息误导，让含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的舆

情事件变得更加复杂。 

2.3 工作机制不完善，管理效果有待提升 

高校网络舆情具有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涉及学生数量多

等特点，处理网络舆情时，通常由宣传、学工、保卫、网管等部门

合力开展工作，但由于舆情信息复杂，除了要监管、处理负面的舆

情信息外，还要维护包括正面、中性的舆情信息。由于各部门职能

交叉、权责模糊，处理过程中，往往采用封锁消息、发通知、召开

班会等措施处理，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工作效率较低，当事态进

一步发展或掌握的信息不全面时，容易使网络舆情反弹或错过网络

舆情处理的最佳时期。 

3.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应对策略 

3.1 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减少不良网络舆情发生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的学习、娱乐、社交等已与互联

网紧紧的联系在一起。高校可以通过日常管理、教学、社会实践等

多维度对大学生进行合理使用网络、鉴别不良网络信息、遵守网络

社交道德法律规范等方面的网络素养教育，促使大学生理性看待网

络舆情信息，不传谣不造谣，坚守不触犯道德法律规范的底线，提

高思想意识、自我管理能力，以积极的正能量感染学生，使其树立

强有力的社会责任感。 

3.2 净化校园网络，和谐校园文化环境 

高校要利用网络技术将校园网络出现的暴力游戏、校园暴力、

色情等不良信息过滤掉，建立学生问题的反馈、处理平台，开展一

些营造美好网络环境的正能量宣传活动，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与此同时，高校可与当地管理网络的执法部门，从源头上消除不良

网络信息，杜绝不法分子对校园网络环境的侵害。如遇突发舆情事

件，要利用好校园网络在论坛、微博、微信、QQ 等平台上进行正

面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努力营造良好的和谐绿色的校园网络环

境。 

3.3 完善管理机制，打造专业队伍 

高校应准确把握信息传播规律，面对舆情事件，首先要了解掌

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分析可能潜藏的不稳定因素，最后采取

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这需要宣传、学工、保卫、网管等部门通力

合作，学生部门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网管部门要密切关注

校园网络舆情及不良信息；宣传部门要做好正面宣传导向工作；保

卫部门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顺利处理舆情事件。处理网络舆情过程

中，高校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海量信息、迅速便捷、及时互动

等功能，及时更新疏导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能[4]。这需要高校提

前制订应急预案，明确分工，有条件的可进行舆情应急演练,强化部

门之间的合作能力，共同维护校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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