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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引导对策 
◆丁  洋  赵  扬  曲彦宇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信息工具的大范围普及，网络日益成为

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讲，网络几乎是了解舆情的

首要渠道。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

影响表现，并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高校应当如何去引导学生科学有序

地参与网络舆情，以期给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带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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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影响 
1. 资讯获取的参考源 
智能手机及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当下生活中的必需品，除

了报纸、电视、收音机等载体之外，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
资讯的重要来源。以本校为例，在参与调查问卷的 953 名大学生
中，有近 80%的学生每天高频次地使用 QQ、微信等即时通讯软
件，超过 60%的学生在互联网的多个门户网站查找资料。 

2. 信息交流的平台地 
微博、QQ、微信等平台既是大学生网络生活的重要集聚点，

也是网络舆情的重要发起地和参与地。微博的热点话题，QQ 推
送的信息，微信朋友圈的动态内容，公众号信息等，都是大学生
的关注点，这些平台也是他们进行信息讨论和思想交流重要渠
道。在关于参与网络舆论渠道的调查中，微博、QQ、微信分别
占比 53%、41%、34%，这些突显出学生在利用网络获取资讯时，
也经常借助网络表达思想。 

3. 价值观点的影响剂 
大学生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群体，他/她对社会现象有自己

的判断，调查发现有超过 65%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舆论中的争议点
对自己有一定影响，但还不足以改变自己原有的立场观点，说明
大学生具有相对理性成熟的价值观，但也提醒我们不能忽视网络
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在是否有信心辨别网络舆论信息真
伪性的调查中，仅有不到 12%的学生表示十分有信心，这意味着
超过 88%的学生难以完全辨别信息的真伪性，容易受到网络舆情
尤其是“主流”舆情的影响。 

二、高校如何引导学生参与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 
1. 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大学生的舆情鉴别力 
高校首先应当加强宣传引导，全面提高大学生的舆情鉴别

力，这一点被超过 85%的学生认同支持。高校可以通过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公选课程、主题教育活动（如团日活动、主题讲座）
等形式加强教育，提升网络舆情的鉴别力，也要充分运用广播台、
校刊校报、宣传栏、标语等校园媒介，尤其是学校微信公众号、
网站、贴吧、微博、校级/院级/班级 QQ 群、微信群等互联网媒
体平台，以告知、提醒等方式普及网络舆情的鉴别方法。[1] 

2. 打造管理队伍，健全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 
在新媒体时代，对大学生网络舆情的管理引导应是一项系统

性的工程，高校要积极打造管理队伍，健全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调查发现 83%的学生认为校院党委、团委等部门 能够加强对大
学生网络舆情工作的教育。在学生认可的管理部门中，高校可以
尝试培养意见领袖，如辅导员，一方面辅导员由于与大学生的日
常接触较多，熟悉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和当前的流行文化，另
一方面大部分辅导员因为年龄优势，对新媒体的了解也比较丰富
全面，这些都便于学习研究舆情形式，加之自身的专业素养和人
格魅力，非常容易成为大学生网络生活中的意见领袖。学生在网
络舆情中存在困惑时，有倾诉对象和求助人，学校也可通过辅导
员将舆情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切中要点，提高网络舆情工作的管
理质量与效率。 

3. 建立预警机制，及时遏制不良网络舆情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多样，很多热点

舆情短时间内容易发酵蔓延，为了有效应对突发情况，高校应当
建立预警机制，及时遏制不良网络舆情蔓延。一旦发现不良舆情
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应采用删除、禁言等方式及时处理，减少曝
光几率，同时应迅速澄清说明、拨乱反正，避免学生以讹传讹，
也可以借助舆情突发事件来加强网络舆论约束性教育，提醒学生
要对自己网络言语负责，学会理性判断。调查发现超过 83%的学
生表示不会持续关注自己所参与的网络舆论动态，因此高校在干
预舆论的过程中，可以巧妙地利用其它信息来转移学生的注意
力，让学生能够重新回到正确的思想轨道中。[2] 

三、小结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参与网络舆论的比重越来越高，影响力

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做好高校思想管理工作，高校应重视网络
舆情对于大学生的影响，采取科学合理的对策来引导，让大学生
既能够便捷地借助新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保证自己的思想诉
求达到满足，又能够理性地参与社会舆论，培养公民责任意识，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网络舆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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