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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契合与引导机制

刘立勇，　王晓玲

（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带了机遇与挑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高校网络舆情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减少其对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冲击，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高校应充分利用自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
从凝聚网络道德教育正能量，加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建立和健全大学生合法权益保障机制，
组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应急处置体系，来构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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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社会舆论体系产生了越

来越重要、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人类逐步走入一个

自由表达、自我发声、互动演绎的媒介时代，网络

舆论在这一全新的时空场域中得到最彻底的释放

和交融。对于以“９０后”为主体的学生，在互联网

上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已经是一种常

态的生活方式。近年来，“灾区捐助”、“郭美美事

件”、“焚烧日系车”等网络舆情助推的事件层出不

穷，既让我们看到网络舆情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

的强大力量，也看到舆情失控对社会秩序造成的

巨大破坏。网络舆情如同双刃剑，理性与感性、有
序与无序、积极与消极相伴而生，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探讨在自媒体时

代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网络舆情的内在规律和特

点，注重网络舆情的正面引导作用，尽可能地降低

负面舆论对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促进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不仅是社会转型期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

设、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抑制

　　（一）网络舆情本身特点决定了对其引

导工作的复杂性

网络舆情形成的突发性、传播的多样性、内容

的多元性、发布的随意性、演变 的 无 序 性［１］，给 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在“人人都

是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一个热点事件加上一种

情绪化的意见，很快就可成为网络舆情的导火索。
网民个体意见从新闻跟帖、网络论坛、网上调查、
博客、微 博、微 信 等 迅 速 地 汇 聚 起 来 形 成 公 共 意

见，再经过各种渠道意见的互动交流，网上与网下

相互呼应，最终形成强大的舆情声势。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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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包罗万象，网民可以就自己感兴趣和关心

的文化类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发

表意见和建议，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开

放性等特点，一些学生的网络行为表现出戏剧性、
肆意性、侵犯性等特点，容易对特定事件、特定群

体做出曲解和歪读，甚至造成在一些大是大非问

题上的片面和偏激，使得舆情的发展演化常常呈

现无序状态。对在象牙塔中成长的学生们来说，
轻则受到网络舆情的支配而迷失自我，丧失判断

力而表现为盲从，重则受到网络舆情的煽动，群情

激奋而易酿成高校群体性事件。

　　 （二）网络舆情便于西方价值观的渗透

和操控

　　网络跨越时空、无国界式的信息交流降低了

高校和政府的监控力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不同信仰、价值观得以共存，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

出错综复杂、多元交织的状态。文化意识形态的

复杂性与多元化，特别是西方的文化渗透有可能

引发学生 对 社 会 主 义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的 怀 疑 和 否

定，不同程度地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以及民族的认同感等造成潜移默化的侵蚀。西方

发达国家不断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传播的控制

力、影响力，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传播其社会文

化、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大学生处于

一个生理“成年”而心理“未成年”的特殊时期，文

化批判能力不强，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不良文化内容的侵蚀、畸形文学的渗透，还不足以

从容应对多元经济、政治、文化激荡融合的挑战，
“当代大学 生 最 缺 失 的 是 一 种 反 思 自 我、反 思 人

生、反思社会的精神，一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

众相中保持理性分析和自主判断的能力”。［２］当这

种缺失“遭遇”到众说纷纭的网络舆情时，有些学

生便会显现出彷徨、困惑、无所适从、游离不定，甚
至否定自己一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

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动摇。

　　 （三）网络舆情容易造成学生文化心理

的失衡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承受无法通

过自身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痛苦和压力时，在面

对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的公平、正义问题时，有些学

生极易对自我和社会产生质疑和否定，表现出茫

然、困惑、自嘲和叛逆，而网络恰恰给他们提供了

一个可以表达、宣泄这些情绪、情感的平台，这也

是高校网 络 舆 情 危 机 的 主 要 诱 因 之 一。在 Ｗｅｂ
２．０的自媒 体 时 代，网 络 文 化 体 现 出 强 烈 的 个 性

化、多元化、去中心化等后现代特性，部分学生网

络行为表现出“否认权威、抵制崇高，挑战社会公

认的举止规则，漠视知识体系和既往生活经验的

积累，倾向于一种与传统道德规范相违背的身体

的狂欢和 冒 险”。［３］加 之 网 络 监 管 处 于 一 种 无 中

心、无限制、无终极管理者的状态，网络上是否遵

守良好的道德规范不易察觉，使得部分人道德法

律意识弱化、责任感淡化。自我宣泄和自我表现

的心理促使一些平时不敢谈、不敢言的话题，在网

络上会肆无忌惮地畅所欲言，形成了一些负面的、
消极的网络舆情。这极大冲击着高校网络文化生

态，导致学生道德责任感的缺失、自我约束力的下

降以及自由意识的泛滥。此外，网络的虚拟化环

境造成了存在与虚无、真实与虚假的混乱，网络拉

近了时空的距离，却拉远了心灵上的距离。长时

间埋头于纷繁复杂的网络舆情中，容易人云亦云，
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失去对周围现实环境的感

受力和参与意识，从而脱离集体，造成与他人、社

会交往的心理障碍。

　　 二、自 媒 体 与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契合

　　（一）自 媒 体 有 利 于 构 建 新 型 师 生 关

系，扩宽德育渠道

从心理学角度考虑，作为具有社会性 的 人 都

有着感情上 的 双 重 需 要：宣 泄 与 认 同。一 方 面，
青年 学 生 处 于 心 理 断 乳 期，承 受 着 源 于 生 活、学

业、环境与人际关系等变化带来的心理压力与困

惑；另一方面，具有独立、叛逆心理的学生不乐意

接受死板的“被灌输式”思想教育，而自媒体满足

了学生的社会交往需求，成为连接师生、生生之间

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改变了教师唱“独角戏”的传

统局面。自媒体时代使“大学生获得了更多的话

语权空间，形成了特有的网络话语权，网络舆情的

交互性也使自上而下的师生话语权体系成为双向

交互的师生话语交往”，［４］这为构建符合教育本质

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提供了便捷的新平台。高校

的师生交往不象中小学那样密切，学生很少有机

会向老师吐露心声，更多地是通过网络来表达自

己情感、学业、就业的现状和困扰等实际问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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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理者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应势利导，通过建

立各种层次的网络沟通渠道，特别是班级博客、微
信群聊、ＱＱ群等，与学生建立良好的网络人际关

系，以促进学校各方面主体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

切实帮助学生克服各种生活困难和心理问题，建

立起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说服力与实效性。

　　 （二）自媒体方便加强校园舆论监督，
及时了解和干预学生的思想问题

　　学生网络舆情的热点涉及校园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校园学习生活的现实问

题，折射出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他们通过网络

袒露自己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发泄自己的情绪，表
达对社会、高 校、同 学 等 家 事 国 事 的 态 度。可 以

说，网络舆 论 是 学 生 思 想 变 化 发 展 的“晴 雨 表”。
因此，高校管理人员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自媒体“对
大学生网络舆论信息进行有效的收集、汇总、分析

和整理，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学生的意见建

议和利益诉求，以更好地应对和干预出现的问题，

引导学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５］另一方面要加

强对大学生网络舆情指导，通过师生平等交流帮

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论观点，形成对事物的正

确认识。高校要加强对网络舆情形成和传播规律

的探究，分析学生的网络心理特征和舆论需求，掌
握学生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思想动态变化，为
应对和干预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准备，使高校切

实、高效地改进教学和管理工作，抑制不良网络舆

情的传播，更好地促进高校和谐校园建设。

　　三、自 媒 体 时 代 高 校 网 络 舆 论 引 导 与

管理机制的构建

　　（一）凝 聚 网 络 道 德 教 育 正 能 量，唱 响

网络舆情主旋律

积极搭建融知识性、思想性、服务性为一体的

高校网络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健康的校园论坛、贴
吧、微博、易班、ＱＱ群 等 网 络 舆 论 平 台，使“校 园

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新渠道，加强大学生思想

政治 教 育 的 新 阵 地，全 面 服 务 大 学 生 的 新 平

台，”［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 装 大 学 生 头 脑，

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
觉抵御损害国家利益、腐蚀灵魂等破坏性信息的

侵袭。围绕大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设置网

络讨论专题，鼓励师生参与社会主流话题互动讨

论，扩大参与面和正面影响力，引导网络舆论走向

科学化和理性化，形成正面舆论强势。

　　 （二）加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营造高

校网络舆情新风尚

　　针对高 校 对 网 络 教 育 存 在 的“重 发 展、轻 管

理，重 知 识、轻 道 德”现 状，切 实 加 强 网 络 道 德 建

设，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衡量大学生网络

行为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对校园网络舆论平

台严格实行用户实名注册制，引导理性发言，培育

网上师生的正面声音，发挥网上舆论“定向导航”
作用。强化大学生网上言行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

识，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培育其自律自

省意识，促进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由外部监督向自

我管理转变，自觉抵制网络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从
主观上减少、杜绝虚假甚至非法网络舆情的产生

和传播，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形成文明

高雅的网络行为。

　　（三）建立和健全大学生合法权益保障

机制，减少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

　　一是 建 立 健 全 学 生 参 与 学 校 事 务 管 理 的 制

度，维护和保障学生权益。高校应充分听取学生

的意见和保证学生的话语权，规定学生事务决策

和学生管理规章制定及修订中学生代表所占的比

重，在各项制度及制度有效运行中真正的体现和

保障学生的正当要求。二是构建学校与大学生平

等对话的协商解决机制。高校应在现有的条件下

争取各种资源，努力创造学生个人发展的良好环

境，关注学生的切实利益，制定科学的、合理的、人
性化的规章管理制度，建构学生与管理者、服务者

的平等对话交流机制。［７］

　　 （四）组 建 高 校 网 络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队

伍，提升网络舆情管理能力

　　一要加强网络管理队伍，打造一支包括网站

负责人、版主及网络管理员、网络评论员组成的立

体化网络教育管理队伍，宣传解释国家、高校有关

政策与规定，引导学生网上公正、理性讨论，在保

证大学生网络话语权的同时，及时纠正网络舆情

中非理性的、不合理的言论，消除不负责任信息的

消极影响。网络舆情危机过后，及时总结经验教

训，在实际管理和工作中纠正存在的问题，防止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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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重演。二要加强网络思政研究队伍，研判网

络舆情发展形势，积极把握舆情发展规律，善于运

用新兴传媒及时捕捉大学生思想动态，将网络舆

情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紧密结合，提高研究成果

的网络转化速度和转化效率。

　　 （五）强化高校网络信息管理，建立健

全网络舆情应急处置体系

　　各高校要树立积极和正确的网络舆情观，改

变“对网络舆论生态的演变、网络舆情的复杂性观

照不足，对网络媒体强大的互动、分享和动员力量

认识不够”的格局，［８］在实践中积极应对，构 建 舆

情处 理 的 协 同 平 台，创 新 网 络 管 理 的 驱 动 模 式。
要建立高校领导、教师、学生等各种主体参与的舆

情收集体系，要建立主动披露信息，防止流言、谣

言或错误信息的舆情发布体系，要建立危机公关、
化堵为疏、快速反应的舆情化解体系。要通过确

定“高层次、高品位”目标，培育“高素质、高能力”
队伍，加强“高强度、高韧度”工作，配合“高协同、
高效率”管理，把网络舆情引导培育为优化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水平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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