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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环境下，1 网络信息传播存在大众日常生活的多

个方面，尤其是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公共危机

传播成为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进一步凸

显出新媒体工具在大众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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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信息传播形态发生较大变化，高校要充分借助新媒

体工具，创新和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策略，建立高校和新

媒体合作机制，做好公共危机善后工作。

1　新媒体在高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新媒体的出现促进网络不断贯穿到媒体时代生活的

方方面面，在这样的数字化媒体环境下，为高校治理公

共危机增加有效助力，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有助于提

高治理效率。

1.1 有利于及时传播危机信息

高校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应

用优势，其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效率高，便于高

校师生第一时间掌握公共危机的相关信息。因此，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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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危机产生时，及时借助网络平台向大众通报危机

事件，进而有效突破传统媒体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在

较短的时间内将公共危机信息快速传遍网络，引起人们的

关注和重视。媒体环境下能够及时促进高校在治理中传播

信息，增强信息的公开性，符合人们知情权的需求 [1]。

1.2 增加高校和公众沟通的互动性

媒体环境下，新媒体是传播媒介，其重要的作用能

够提供信息交互平台，便于大众面对公共危机时发表自

身的言论，使公众发表民情有所依托。另外，高校可以

借助互联网掌握师生和工作人员表现的情绪、行为和意

见等多项动态，使高校得到及时化解冲突的方向，实现

信息双向传播。

1.3 提高公共危机信息的开放性

媒体环境下促进人们不再被动地接受高校单方面发

布的信息，而是能够通过媒体以多角度的方式得到信息，

同时能够结合自身意愿对外发布，和其他网民共享信息，

实现信息开放的共享，促进广大师生看到危机防控过程

中高校所付出的努力，认可高校的付出，缓和人们的负

面情绪。

2　高校公共危机治理现状

高校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是危害全校师生日常工作

生活、共同利益的突发性事件。公共危机事件需要高校

管理者结合现有信息迅速作出反应，最大程度地防止灾

害大面积蔓延。高校公共危机事件多种多样，如流感病

毒、卫生等，对高校全体师生健康安全产生较大影响，

同时不利于高校健康持续发展 [2]。另外，公共危机事件

包含潜伏、爆发、高潮和缓解期等多个阶段，造成高校

公共危机治理和管理内容十分繁杂，包含抑制灾害、善

后工作、舆论引导等多方面工作，大大增加公共危机治

理难度。

媒体环境下需要高校在网络空间提高公共危机治理

水平。网络公共危机事件主要借助网络平台传播形成，

受到事件重要性、敏感性的影响，容易在网络上造成较

高的讨论度，促进事件在网络中大面积传播。高校需要

借助官方网站、微博等渠道，向社会回应事件发生清理

和处理措施，同时借助网络空间引领大众思想观点和价

值观，创建双向交流平台。高校公共危机质量过程中要

解决实际问题，同时需要在网络上及时回应，避免出现

谣言，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从而促使高校公共危

机治理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定，不断扩大治理范围。

3　媒体环境下高校公共危机治理存在问题

3.1 缺乏公共危机事件回应的主动性

媒体环境下，高校公共危机事件主要借助网络平台

进行信息传播的，所以危机事件能够通过网络成为相应

时间段的热点事件，从而引起网络舆论，促使高校在治

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需要向社会大众及时回应公

共危机事件前因后果和详细处理措施，给社会大众一个

合理的交代。但是，大多数高校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过

程中，缺乏积极主动性，仅仅依靠单方面消除舆论、减

少社会影响保证校园长久发展。另外，部分高校领导者

缺乏媒介素养，在公共危机事件爆发之后未在高校官方

网站上第一时间回应公共危机事件，造成网络平台出现

多种谣言，对高校治理公共危机和社会形象产生不良影

响。部分高校受到舆论压力，隐藏部分公共危机事件的

信息数据，体现出高校公共危机治理问题。

3.2 部门人员协同性不足

当前高校质量公共危机事件过程中，需要多个相关

部门的协同参与。但是，高校不同部门的管理系统具有

较高的独立性，缺乏相适应的协调机构平台解决公共危

机事件，同时多部门的协调处理需要较长时间，造成各

个部门管理人员信息交流不及时，治理能力较低，造成

公共危机治理中面临较多困境 [3]。

3.3 缺乏对公众心理危机干预

大众缺乏对虚假信息和危机辨别判断意识，同时危

机信息在媒体平台上爆炸式传播，容易造成公众在公共

危机发生之后出现多种谣言，产生一定程度的恐慌。因

此，主流权威媒体不能及时更正虚假信息，或者受到不

良媒体的舆论导向，容易造成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错

误认知，对高校治理公共危机和校园健康发展产生不良

影响。

4　治理策略

4.1 制定信息发布和沟通机制

媒体环境下，高校要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第

一时间占据危机控制话语权，在校园管网网站等平台上

发布真实、精准的舆情报道，防止出现谣言，正确引导

网络舆论导向，避免陷入公共危机治理的被动局面。高

校要及时协调关系，全面整合资源，创建完善、顺畅的

沟通体系，树立以新媒体为媒介进行公共危机治理的理

念，充分发挥媒体优势进行联动合作。高校要明确相关

部门的职责，明确分工，保证各个部分反馈机制畅通，

主动沟通和交流，同时要创建完善的公共信息沟通机制，

借助网络信息平台和公众之间进行信息双向互通，开通

高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信息交流平台，树立良好的社

会形象 [4]。另外，高校要创建高效率的公共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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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公共危机事件之后，提高公共危机险情和决策等

多方面的公开透明性，结合民众的意愿诉求合理开展舆

情治理工作。高校在公共危机爆发之后，更加注重公共

危机治理中的自媒体舆论，及时收集公众意见，做出准

确回应，同时真实、客观地公布公共危机事件信息数据，

防止公众出现恐慌情绪。

4.2 加大校园内部管理力度

高校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断改进和优化内部管

理机构、管理模式，从源头上避免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

媒体环境下高校要合理规范不同部门的运作流程，同时

针对宿舍楼、教学楼、食堂和图书馆等多个场所，制定

针对性的规章制度，在不同部分运作流程中严格管控校

园安全。另外，高校要创建应急管理平台，在出现公共

危机事件之后，及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应急方案，同时

网络平台工作人员需要负责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

问题咨询等工作，实现各个部分的协同参与，协调公共

危机事件治理工作，合理配置各项资源，提高公共危机

治理水平。

4.3 注重人员心理干预、做好善后工作

高校治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要积极创建公共

危机治理预警机制，做好全过程管理工作，更加主张结

果反馈、经验总结，完善公共危机治理预警、干预、应

急和善后一体化的治理机制。如，高校借助大数据、云

计算等先进技术，全方位调查食堂卫生、教师教学、学

生心理等多个方面，同时借助量化数据分析形成针对

性的信息数据指标，合理设置危机指标数据临界点，

及时预警超出正常范围的指标，得到相关人员的关注

和重视 [5]。另外，高校可以借助人脸检测技术的智能安

防设备、红外线探测的人体温度测量等先进技术设备，

利用硬件设备实现危机数据预警，最大程度降低公共危

机事件发生几率。

高校治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还要关注善后工作，

及时对师生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帮助师生减轻恐惧、

不安等心理失衡状态，同时巩固他们应用公共危机的心

理基础。高校注重人员心理干预，消除师生心理阴影，

同时提高高校的社会形象，促进高校稳定、长久发展。

5　结束语

公共危机治理是高校必须面临的课题，而媒体环境

为高校治理公共危机增加新工具，转变高校传统治理理

念和方式，为公众表达民意、监督高校提供新平台。因

此，高校要正确认识到新媒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

作用，详细分析公共危机治理现状和存在问题，采用相

适应的治理措施，全面提高公共危机事件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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