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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国家安全网络舆情教育的几点研究与思考 

石  杰  邓文慧  周晶琳 

(牡丹江医学院  157011) 

摘要：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传播的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成为了大学生自由发声的主要阵地。微博、朋友圈、论坛等

等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领域，许多大学生都会在网络上面去发表自己的观点。要知道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信息的真假也是难以辨别的。大学生缺

乏一定的辨别能力，会不可避免的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要知道一些正面的网络舆情会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判别是非的能力，但是负

面的一些网络舆情也是会影响到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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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舆情现状分析 

随着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好比是都有一个麦克

风，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去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2】。高校网络舆情跟一

般的社会网络舆情相比，它的不同点在于大学生主体知识层次较高，参

与性较强，好奇心也比较重。但是大学生这个特定的年龄段在面对问题

时他也有着特殊的问题。因此，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特

点： 

（一）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意见呈多元化发展 

网络舆情它可以涉及多个领域，传播的渠道也有很多。日常生活中，

大家可以通过微博、网站以及论坛等等方式来获取新闻。尤其是在很多

热点事件中，虽然说就大学生个体而言，每一次简单的关注点击以及回

复等等起到的传播效果都很小，但事实上这种看似微小的力量一旦快速

的聚集起来，大多数同学共同关注参与，那么形成的网络力量也是不可

估量的。更何况，对于任何热点娱乐事件，大学生群体总是能够从国内

外甚至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去阐述自己不同的

观点。当然，我们可以从平常大学生对于舆论热点事情的各种态度和看

法可以得出。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走向。认真了解好大学生这一特点，

也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开展舆论教育工作。 

（二）网络舆情互动性强，学生参与度高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我们可以从网站，微博，微

信，甚至论坛等等平台快速获取新闻消息。要知道大学生有着较高的文

化程度以及知识水平，并且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也常常把网络平

台作为自己表达爱国情感的重要场所。尽管这种行为是值得赞扬的，但

是大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价值观还是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的情绪也是非

常容易被有心人带动起来的，因此。非常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从

而导致网络舆情的快速传播且不可控制。 

（三）网络舆情监管难度大，难以控制 

网络世界是虚拟的，尽管大家在一起交流我们也不会知道对方的真

实身份。更何况无知者无畏，有很多大学生对于法律知识了解的并不多，

有很多人都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经常在网络上对于那些热点新闻发布

一些看起来无可厚非的言论，但实际上都是在法律的边缘来回徘徊。【1】

我们国家是一个尊重公民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对于网络发言平台相关

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因此，就非常容易导致一些大学生

为所欲为，甚至超出道德底线，而做出一些有害网络舆情的事情。 

二、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青年，他们积极主动的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去表

达自己对某一件事情的态度看法观点，充分的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展现自

己的个性。要知道万物都是具有双面性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

种网络新闻信息扑面而来。其中对于信息的真实性我们是难以辨别的，

更何况信息本身的质量就是层次不齐的。此时大学生的思想正处于成熟

期，是非常容易受到一些负面网络舆情的影响，从而导致产生不良后果

的。可见积极引导大学生理智参与网络舆情讨论，培养大学生综合媒介

素质是当下高校政治教育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一）学校层面 

1、开设媒介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媒介素质 

当代大学生可以称之为是互联网的主力军，现如今，大学生获取外

界网络新闻主要依靠手机互联网。积极正面的网络舆情可以丰富大学生

的内心世界，而一些不好的网络舆情也会对大学生产生一些不良的影

响。我们可以利用网络舆情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

和共同参与这 4 个政治学科核心素养。【3】这对于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挑战 ，老师们把网络舆情的分析以及引导不同程度

的加入到课程当中，让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做到与时俱进，真正实现

高校立德树人的作用。 

2、组建网络舆情管理机构，规范在校师生参与网络行为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媒介素质，引导大学生积极理性的参与网络平台

讨论。是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3】学校应积极主动的在引

导大学生网络舆情教育方面采取措施。在学校直属领导下成立各个网络

舆情教育领导小组。负责网络舆情的信息处理工作。各辅导员老师。积

极配合学校领导协调处理网络舆情中上传下达的工作。学校也要完善对

各个网站论坛的管理措施，并且不定期的向学生开展相关讲座讲解国家

相关的法律法规，劝导师生理性的参与网络。 

3、针对网络舆情建立危机应急预案 

要知道对于网络舆情最难处理的还是严重影响学校声誉的突发性

事件，这类事件的发生概率很低，但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首先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要建立各种可以收纳师生反馈意见的正常渠道，并且一定要

积极告知师生这些网络渠道。这样即使师生对于一些事情有不同的意

见，我们可以先进行内部解决，也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敏感性问题，在

学校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网络上被扩大，而影响到学校声誉；此外，如

果发生了突发性舆论事件，学校也一定要积极回应，这样也既保证了学

校对于突发性事件的重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网络谣言的继续传

播，有利于学校内的和谐和稳定。 

4、运用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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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专门部门对于校园网络舆情进行监测。部门成员可以通过互联

网的信息采集技术以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等等，对于一些敏感词进行搜

索过滤以及整合。这样可以实时监控和预测师生对于热带事件的意见态

度，并且可以及时发现大家更加关心的热点话题。当然对于一些敏感词

敏感信息等等也可以做到及时追踪、处理和预警。 

（二）教师层面 

1、辅导员老师成立网络舆情兴趣小组，与学生正面积极讨论 

当代大学生更倾向于从互联网上获取新闻，信息不仅仅是因为网络

上的信息量大，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度获得信息，并且可以

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2】为了进一步培养大学生客观辩证的看

待网络舆情的能力，辅导员老师可以在班级里设立兴趣小组，并且定期

进行一次网络舆情讨论。在讨论开始前可以先由同学们选举一则大家感

兴趣的内容，在讨论开始后让同学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阐述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辅导员老师一定要尊重。每一位学生的观点分享，认真聆

听每一位学生的发言。即使是对于一些负面的网络舆情，也一定不要逃

避。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进行一场真实平等的对话，辅导员老师在其中

潜移默化的教会学生正确的发声。当然这类讨论贵在坚持，一定要定时

举办这样的讨论。并且鼓励学生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各抒己见，让意见发

生碰撞，使得同学们在头脑风暴中得出结论，进一步引导学生在公共场

合正确的提问和科学的发声。 

2、思想政治教育老师将网络舆情融入教学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老师之间一定要积极讨论。善于将热点网络舆情融入

进思想政治课程当中。这样一来不仅仅会使得课程生动有趣，更可以引

导学生正确面对网络舆情。在思政课堂当中，一定要提高学生们学习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注重将。

教学活动实践化，打造更加生动的学科课堂。教师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根据当下的热点网络舆情事件去开展不同的活动。比如针对一个热点新

闻，师生可以开展访谈、辩论赛又或者是模拟法庭等等教学实践活动，

让学生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再比如思想政治教育老师在讲述《中国近

代史纲要》这一课程当中，在讲述到某一历史事件时，可以建议同学去

看一些爱国主义电影，又或者是组织学生开展参观爱国基地等等活动。

思政课可以在实践活动中寓教于乐，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3】 

3、完善大学生网络心理疏导服务体系。 

面对大学生网络舆情带来的挑战，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

去紧跟时代潮流，改变传统的心理疏导方式。除了线下面对面沟通交流

疏导之外，还可以互联网等平台去创建一个关于网络舆情的心理疏导网

站。【4】这样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不仅仅是紧跟时代潮流，更多于那些

羞于积极寻找线下心理疏导的同学们来说，可以更加可以主动的在网上

寻找心理咨询。教育工作者也可以通过线上聊天，进而慢慢的缓解学生

的心理压力，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内心真实所想，最终达到大学生与社

会和谐发展的良好状态。 

（三）学生层面 

1、学生积极配合，多方面提升自我媒介素质。 

在提高学生媒介素质，培养大学生客观面对网络舆情，这一方面学

校和教师的引导是重要的，但学生自身重视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在开

展课堂实践又或者是再进行关于社会热点讨论之前，一定要积极的向同

学们宣传，号召更多的同学加入进来。只有同学们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

才会让教师以及学校的工作事半功倍。 

2、开展社团活动，带头参与其中 

学生一定要积极配合老师和学校对于这一方面采取的措施。同时也

可以在相关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各个社团开展一些关于网络舆情的专题

活动。比如辩论社可以定期举办的辩论赛中对于同学们比较关心的热点

网络舆情事件进行辩论；记者站可以针对某一热点网络舆情事件对同学

们展开采访分析，并在校刊上进行报道，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分析这些事

情；学生会等也可以举办一些以热点网络舆情为话题的微视频微电影比

赛，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在开展各类活动的过

程中，指导老师一定要先行过目，保证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 

这样不仅仅提高了学生的辩论思维能力，也可以让学生们养成不同

角度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正确合理的利用社团，不仅仅可以丰富同学们

的大学生活，让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还可

以不知不觉中让同学们学会辩证分析网络舆情事件的能力，这在同学身

上。这在同学中也可以成为带动同学创建文明网络的主力军。 

结语：随着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在这错综复杂的网络舆情

世界当中，互联网平台成为了大家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大学生也不例

外。社会上的网络舆情以及网络上的各类言论，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大

学生的思想，进而左右大学生的行为。高校加强对于大学生网络舆情教

育的引导，并不意味着要剥夺学生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权利，而是要尽

最大的可能帮助大学生学会合理的甄别网络舆情。因此，我们要多方面

全方位的开展大学生网络舆情教育引导工作，积极营造向上的校园网络

舆情氛围，弘扬正能量的网络文化。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不断的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以及对于网络舆论的辨别能

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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