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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因特网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网络已经对人们的

生活、工作和学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媒体被公认为是继

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传播速度快、网

民众多，成为了反映社会舆情的重要载体。网络舆情是指在一

定的社会空间内，通过网络围绕社会热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

变化，民众对公共问题、社会事件及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

会政治态度、信念及价值观的总和。它是较多网民关于社会现

象和问题所表达出来的态度、意见和情绪在网络中的具体反

映。网络舆情具有形成迅速、传播快捷和影响巨大等特点。

大学生的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空间的映射，是大

学生舆情在网络上的直接反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经

成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平台，大学生喜欢把自己的所思、所感

和所想都反映在网络上，特别是把对社会事件的各种看法通过

网络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网络舆情，它对学校和社

会具有较大的影响。网络舆情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适应网络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此，本研究从网络对

大学生的影响入手，探讨了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个体及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并对个体案例和群体极化等现象进行了



2 网络舆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教育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基于网

络舆情影响的特点，探讨了网络舆情的预警和应对策略，就如

何针对大学生网络舆情尤其是那些负面舆情进行及时妥善的控

制，有效化解网络舆论的危机，提出了预警模型。通过网络舆

情预警让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及早发现危机的苗头，并

进行判断，以便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最后，提出了基于网络

舆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构建。

本书共十章。第一章“导论”，主要论述了网络舆情的概

念、特点及发展；第二章“网络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从网

络角度探讨了其对大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心理健康、伦理道德

和人格等四个方面发展产生的影响；第三章“网络环境下大学

生的道德认同与精神信仰现状及其差异性分析”，探讨了网络

环境下大学生道德认同和精神信仰的现状，以及不同人口学特

征和网络对于大学生道德认同和精神信仰的差异性影响。第四

章“大学生的网络亲社会行为现状调查及其教育启示”，主要

探讨了大学生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的现状，并对比了它们在

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第五章“网络舆情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抑制和促进研究”，着重分析了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消极的抑制影响；第六章“大学生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分析与对策”，探讨了大学生群体形成群

体极化现象的特点，并深入分析了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

影响因素和对策；第七章“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影响的

个案分析及教育启示”，从个体视角探讨了网络舆情对大学生

思想道德的影响，并对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第八章“大学‘网络同居’现象的社会伦理分析”，从

社会伦理的视角对大学生中的“网络同居”现象进行分析，着

重探讨了大学生“网络同居”导致的道德危机及其对策；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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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基于网络舆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预警机制研究”，对

网络舆情的发展特点和管理现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网络舆情

预警的模型；第十章“基于网络舆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的构建”，分析了网络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

问题，从整体上提出了基于网路舆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体系模型。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全面地探讨了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用实证

和案例的方法研究网络及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影响，探讨了变

量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影响模型，并提出了基于网络舆情的大

学生思想教育的预警机制和教育体系。

舆情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但是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所形

成的网络舆情呈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大学生，他们大多数人

热衷上网，思想开放，对社会事件热情高，但是不够成熟，容

易形成群体极化现象，容易引发公众舆论危机。因此，对于大

学生的网络舆情，作为政府和高校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进行

深入持久的探讨和研究。本研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的部分研究成果，对于本领域的研究还是很肤浅的，特别是由

于时间和水平的原因，本书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希望得到

专家和同行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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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网络及网络舆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功

能不断增强，网络信息也越来越纷繁，我国互联网发展虽然起

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2014年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达6.32亿。

E时代下，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已经给21世纪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巨大的改变和不容忽视的便利。因此，网络早已被公认为

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21世纪媒体”。至此，网络就成

为了传播更为快速的、更为先进的社会舆论的放大镜，因为网

络早已成为了社会上不同人群、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信息的发

散地，并且人们可以在网络上对整个社会所发生的事件表达自

己的意见和观点。

随着网络的纵深发展，人们在网络上的言论也成为关注的

焦点，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网络舆情”。简单地说，网络舆

情就是通过网络描述和传播各种不同的意见、情感和态度交织

在一起的总和。网络舆情的主体是网民，影响网络舆情形成的

最明显的因素是网民的反应和他们的主要特征（陈忆金等，

2011）。首先，90后的年轻人是上网的主要人群，他们受到的

教育水平普遍偏高，因为出生和成长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他

们面对社会现实不仅会表现出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也会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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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同或仇恨的事物表达出强烈的情感。其次，网民只是群众

主体的一部分。因此，网络舆情虽然具有很大的传播广泛性和

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并不是最准

确的参考依据，更不能等同于所有民众的意见。同时，网络上

信息传播速度快、言论透明，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发表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主人翁的思想和平等的意识大大提升，而

这正是现代公民最缺少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和要求（丁

菊玲、勒中坚，2011）。当然，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过分

放纵自己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不仅容易与现实生活脱节，造

成与别人的交流障碍，也会使人对生活产生消极情绪和无所谓

的态度（肖文涛、范达超，2011）。

第二节　高校的网络舆情

在这个网络应用广泛的时代，高校大学生是网民中对社会

热议事件反应最为激烈、最为敏感也最为热血的重要群体。由

于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较快，网民发表意见简单易行，不受太

多的限制和束缚，网络上的言论相对自由和透明，所以相比于

传统媒体来说，大学生更愿意通过虚拟网络对一些社会焦点和

热点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如果大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没

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或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就有可能被人在网络

上进行炒作，导致个体情绪可能传染到大学生群体，演变为群

体的不满情绪，激化矛盾，爆发形成网络舆情。社会舆情包含

着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反映并影响着一定范围内社会舆情的生

成与发展。因此，关注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对高校学生网络舆

情事件进行分析，重视校园网络舆情信息的剖析、管理和指

导，对高校网络舆情作出全面的研究并建立健全舆情机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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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校园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高校学生网络

舆情的研究不仅需要分析和吸收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要学

习国外的研究方法，同时更需要在研究中进行创新，建立自己

的理论和方法（李昌祖等，2010）。

随着因特网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成为反映社会

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网络舆情是人们将表达和传播自己情感

的场所和渠道从过去传统的宣传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拓

展到了互联网上，并反映和表达了一定的社会真实情况和公民

意愿，也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

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普遍意

见和见解。高校网络舆情主要是指高校教师、员工及学生对有

关国内外重大问题、社会焦点问题、时事政治问题以及有关校

园生活和学校制度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实际相关的问题的情

绪、看法、意见和态度。它不仅包括其对国家、社会问题的态

度，也有对自身利益需求的一种诉说和表达，是要求国家、学

校不断改善其现状和情况的一种诉求和意愿的集合。鉴于课题

研究的局限，在本研究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大学生的网络舆

情。

第三节　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

高校学生“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部分，是高校学生

表达和传播舆情在互联网上的反映。由于网络的传播特点，使

得网络舆情在表达和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部分与现实舆情相

背的特点。高校大学生是网络参与热情高涨、思想活跃的群

体，其表现出的网络舆情是公众网络舆情中重要的一部分，具

有一般公众网络舆情的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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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性和限制性

从刚刚出现传播信息的媒介到现在，每出现一种新的传播

媒体，都会扩大人们传播和发表言论的范围和自由度。网络出

现以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们可以通过

邮件传递信息，也可以在微信、QQ等通讯工具上自由发表言

论和表达舆情及自己的愿景。人们还可以在网络上建立自己的

空间、微博和网站，发表自己的见解，将自己的文章或见解

“发表”在上面，而且成本低廉，过程简便。但是网络是把双

刃剑，网络在提供给人们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网络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不受任何法律、条例、制

度的约束，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担负责任。虽然有关网络

的法律法规直到2010年才出台，并且现有的关于互联网的管理

办法也十分匮乏。但不管如何，网络作为现实社会的一部分，

它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没有人及制度管理的完全自由的空间，

网络中的各种言论和行为也必须要遵守现实生活中的“游戏规

则”。因此，网络上各种信息的传播自由也是有限的，自由和

控制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对于各种有害的网络炒作及负面信

息，就更应该严加控制。 

二、交换性与时效性

从网络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主要传播特性来看，网络舆

情传播具有互动性和即时性的特点。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

单向的信息传播通道相比，网络是一种双向的交互式的信息传

播通道。其实网络最有用的价值体现在它的交换性上。高校网

络舆情的交互性主要体现在使用网络的高校学生与政府、与网

络媒体的互动以及与其他网民间的互动。

另外，时间因素也是影响舆情价值的重要因素。在网络环

境下，舆情的传播和表达非常迅捷，在短时间内可能就会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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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一些大型网

站，如谷歌、百度、搜狐、腾讯等，更加突出了反映一些爆炸

性事件的原创性言论的即时性，及时反映公众对新闻事件的评

论和反映。通过网络媒介的快速传播，网民在获悉新闻事件的

第一时间内就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这些言论通过网络很快发

酵、发展，到达顶峰然后很快又销声匿迹。

三、丰富化与多元化

从网络舆情表达的内容来看，它传播的信息丰富并且多元

化。丰富化是指网络舆情信息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和事件类型多

种多样并涉及各个行业及各个社会层次，也包括舆情表达和传

播途径的多样化。多元性可以看做是网民的价值观、需求和意

见等的多样化。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阻碍，打破社会层级的限

制，打破年龄、身份和行业上的各种阻抗，使得各地方的意

识、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及文化思想的渗透无处不在，体现不

同意识形态和具有文化阶层、身份属地的网络言论随处可见，

这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管理和指导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四、隐匿性与外显性

加里·马克思曾提出过现实社会中个人身份识别的七大要

素：合法姓名、有效地址、可追踪的假名、不可追踪的假名、

行为方式、社会属性（比如性别、年龄、信仰、职业等）以及

身份识别物。在网络环境中，这七个方面都可以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隐藏和掩蔽，导致使用网络的公民具有不同程度的隐蔽

性。因此，网络舆情的传播也具有了隐蔽性。不过，完全匿名

是不存在的，所谓“可追踪的”和“不可追踪的”只是指出了

追踪的难易程度而己。而外显是与“隐蔽”相对的。舆情是公

民主体内在的心理活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的实际行为，

但它并不是行为本身。行为可以一目了然，而舆情只能从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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