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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传播网络关键节点分析 
冯娜  曾贵荣  晁一民  王亚静  岳怡静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咸阳  712099） 

摘要:舆情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对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信息的扩散至关重要，决定着信息的流向和流量。文章以“李心草事件”为

例，共采集微博数据 17182 条，提取转发大于 6 的关键节点共 391 个。分析发现，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传播网络存在着 6 种关键

节点，分别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作用，“草根”群体为舆情信息扩散的主体，此外还有官方微博、媒体工作者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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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规模日益增大，

高等学校的突发事件频率日益增高。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得高校突发事件相关信息扩散速度加快，难以控制，其网络舆情规

模也不断扩大、复杂程度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和谐

与稳定。 

1 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高校网络舆情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上个世纪中

期，美国学者第一次提出“危机管理”这一概念。九十年代后，学

者越来越重视高校突发事件的研究。Cutlip、Center 等学者通过研

究，发现美国高校存在学生人数增加、政府支持下降、成本上升等

问题，并提出对策[1]。Lerner 等探究了美国校园的部分“急性创伤”，

如自杀、吸毒、怀孕、暴力等[2]。 

国内学者也重视对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方面的研究。高校突

发事件大致可划分为潜伏、爆发、蔓延、反复和缓解共五个阶段[3]

（陈玉，2015）。在突发事件的缓解阶段，高校要注重相关善后工

作，避免发生衍生事件 [4]（赵伶睿，杨青，2018）。培养或发展意见

领袖，进行正向、积极的传播精神的塑造，防止部分负面舆情信息

的扩散，对高校来讲也较为重要 [5]（贾国强，2016）。此外，赵治[6]、

王畅[7]、李雅妮[8]、翟佳雨[9]、姚帅[10]等从不同的角度，对高校突发事

件网络舆情的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高校突发事件相关研究己初具规模，主要为网络舆

情生命周期分析、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

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对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网络关键

节点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李心草事件”为例，识别在新浪微

博平台上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关键节点，并对关键节点进

行分析，以期对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及应急处理措

施提供一定的意见和建议。 

2 数据来源 

2.1 “李心草”事件概述 

2019 年 12 月 12 日，云南网友@李心草妈妈在微博上发布贴图

长文，称其在昆明理工大学就读的女儿李心草于 2019 年 9 月 9 日

落水死亡，希望通过舆论关注，促进事件真相的查明。昆明市公安

局盘龙分局随即通报，成立工作组对该情况进行核实。10 月 13 日， 

@人民日报发布《人民微评：呵护一株“小草”的尊严》，期待真相

水落石出，助推舆情在 10 月 13 日达到顶峰。10 月 14 日晚，昆明

警方微博通报李心草死亡事件最新调查进展，对李心草死亡事件立

案侦查，一查到底。10 月 31 日，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发出的鉴

定意见通知书显示：李某草的死亡原因为溺死。李心草妈妈数次发

文，多家官方媒体进行转发和评论，事件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将核心节点和桥节点统称为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传播

网络的关键节点。以新浪微博为数据源，以“李心草事件”为例，

通过“八爪鱼”网络爬虫的方式，获取“李心草事件”相关的数据

样本。作为全网热点事件平台，“知微事见”通过网络爬虫技术，

将当前及之前发生的热点事件进行爬取统计，后按照自定规则形成

“影响力”指数等。为了更好的了解事件的全过程，作者查阅了“知

微事见”平台中关于“李心草事件”的传播趋势图，发现“李心草

事件”的网络关注集中在 2019 年 10 月 12 日-10 月 19 日。笔者于

2022 年 1 月 15-20 日，通过“八爪鱼”网络爬虫的方式，获取该时

间段内“李心草事件”相关数据 17182 条。 

基于六度分离理论 [11]，本文将微博转发量大于 6 的微博主定义

为关键节点。根据此规则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统计，发现在“李心

草”事件微博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共有 391 个关键节点，其微博转

发量占总数的 65.1%，为 11185 条。这些关键节点虽然只占整个“李

心草事件”微博舆情网络节点的一小部分，但是在整个舆情网络传

播中作用重大。 

3 结果分析 

3.1 关键节点类别分析 

本文统计了 391 个关键节点（微博主）的微博名、粉丝数、关

注数、所在单位及微博等级，基于此对 391 个关键节点进行分类，

发现“李心草事件”的网络舆情信息在微博传播过程中存在了 6 种

关键节点（如图 1）：官方微博、媒体工作者、草根、作家、有一

定社会地位的人( 名人)、知名博主。 

 
图 1 “李心草事件”微博关键节点分类 

由图 1 可知，官方微博、媒体工作者、草根、作家、名人和知

名博主等多个领域的人关注着 “李心草事件”。从数量上来看，“草

根”作为微博上推动信息扩散的关键节点，占据着绝对优势; 其次

是官方微博、知名博主、以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名人”; 第三是

媒体工作者，而“作家”占据的关键节点的位置最少。值得注意的

是，草根群体的异军突起，使得传统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网络传播过

程中媒体和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发生了改变。 

3.2 不同类别关键节点在网络舆情扩散中的作用分析 

3.2.1 “官方微博”关键节点作用分析 

一般而言，新浪微博平台上的官方微博大都是政府部门、企业

或者团体的官方认证的微博账号，发布的微博内容在一定程度对大

众能造成影响。作为官方发布或者传播信息的媒介，官方微博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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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威性，更能获得受众的信任。在此次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信息传

播过程中，官方微博虽然在基数上看少于草根用户数量，但是在粉

丝数、转发量上要远远高于草根用户。中央级别主流媒体@人民日

报、@央视新闻和@人民网等，因其品牌公信力和权威性，及时发

布高校突发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在微博舆情信息的扩散中充当着

重要的角色，是核心关键节点。高校突发事件发生后，官方微博通

过转发或者评论事件本身，使得受众群体能够主动获取信息，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官方微博已逐渐在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扩散中充

当着更为权威性的信息源。 

3.2.2 “媒体工作者”关键节点作用分析 

媒体工作者拥有成为关键节点的特有优势，如专业的调查能

力、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等。在这次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信息扩散中，

@泽被天下不舍我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的主任记者，多以客观的立

场对事件进行评论，而如@胡锡进是《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

他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评论，推动对事件的深度探讨。这些媒体

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推动和干预着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信息的

扩散。 

值得关注的是，在“李心草”事件微博信息扩散中，从关键节

点而言媒体工作者的数量比名人和草根更少。究其原因，媒体工作

者由于职业的敏感度，会在第一时间关注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但是

在没有完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不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传播。由此可

知，媒体工作者在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的扩散作用要滞后于草

根。 

3.2.3 “草根”关键节点作用分析 

在网络社交媒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愈趋“去中心化”，这

种趋势使得草根也可以成为意见领袖，“草根”群体也可以权威化
［12］。从图 1 可知，“李心草”事件微博信息传播扩散过程中，草根

的关键节点为 247 个，约占总体的 63%，为最重要的关键节点。由

此我们可知，草根已经成为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信息扩散的重要

场域。 

在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信息扩散中，草根占据着重要地位，

但是，并非所有的草根用户都是关键节点。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

信息扩散草根关键节点可分为两类：知名的草根博主以及高校突发

性事件的相关主体或曝光者。第一类如@甜甜碎片 bot 和@宋景瑜 1

等，这些知名草根博主通常与大 V 们互动，以或调侃或讽刺的方式，

关注着高校危机事件，表达着自身的意见，从而一跃成为意见领袖。

第二类则可能是该高校突发事件的亲属，或者是朋友，如@李心草

妈妈，在此次高校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作用举足轻重。此类“草根”

成为重要关键节点的原因为发布的信息真实性较高，一般会主动转

发相关信息，并进一步发布更详细的事件相关信息，引起网民的更

多关注和转发，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将高校突发事件相关信息迅速

扩散。 

3.2.4“作家”关键节点作用分析 

在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信息扩散中，“作家”关键节点的作

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家的文字表达能力高超，话语策略

较为精妙，他们所发表的观点符合受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愿

意关注公共事务，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产生跨领域的影响。在此次

事件中，代表人物有@十染等。 

3.2.5 “名人”和“知名博主”关键节点作用分析 

在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信息扩散中，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名

人”群体和“知名博主”群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李心草”事件

中，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和“知名博主”有@但斌、@妖妖小精、

@姜岚昕、@侯宁、@王旭明等，都是行业的精英。他们的粉丝群体

庞大，一旦这些名人对高校突发事件开始关注，极易引发粉丝的广

泛关注和转发，由此产生的名人效应是无法预估的，因此名人效应

不可忽视。 

4 结论和讨论 

信息在微博中进行传播主要依赖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微博用

户（即节点）为微博传播的最基本动力，而关键节点对信息的流向

和流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关系着舆情的扩散和走势 [10]。由此可知，

关键节点成为突发事件发生后高校需要重点关注和沟通的对象。 

本研究表明，在“李心草事件”相关舆情信息在新浪微博的传

播过程中，“草根”群体异军突起，已成为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

信息扩散的重要主体。草根大众尤其是知名的草根博主，他们表达

的意见极易被众多粉丝评论转发，影响力较大。高校突发性事件的

相关主体或曝光者，他们作为该突发事件的亲属，或者是朋友，因

其发布的信息较为真实可信，在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信息传播中作用

举足轻重。由此可知，突发事件发生后，高校应在理解和尊重的基

础上，迅速与相关当事人或其亲属进行沟通联系，化解矛盾和误会，

并在其官方网站上及时公布事件进展，使舆情影响覆盖面更广、舆

情走势更为理性化、教育生态更加文明化。此外，“名人”关键节

点的“名人效应”较为突出，微博的身份认证功能让名人自身具有

“号召力”变的最大化，是高校突发事件微博舆情信息传播不可忽

视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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