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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育人理念与大学生舆情引导建构的内在关联

2017年，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

纲要》，将网络育人作为“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内容，对高校

开展网络育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8年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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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网络作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社交媒介，是展示当代大学生舆情导向的重要平台，网络舆情的影响力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与日俱增 ,而作为即将成为国家未来建设主力军的当代大学生，对其舆情的正确引导也尤为重要。本文在借鉴已有研

究成果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代大学生网络舆情现状与成因的分析，从大学生自身、高校以及社会三个维度

对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引导与管理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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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the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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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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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网络强国，我们必

须加强网络正面宣传，构建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建设良好的网络

生态，发挥反映民意、具有正确导向的网络舆论带来积极的引导

作用。将网络育人的理念与大学生舆情引导有机结合，以网络育

人为依托，对建构网络育人工作机制下大学生舆情引导具有重要

网络育人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好网上舆论

工作的时代指引》讲话中提出：“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是因为网络发展势不可挡，它深刻改变着舆论格

局，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2023年3月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

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网络已取代电视、广播

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快捷方便的媒体，也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重要载体 [1]。当前，网民的年龄呈现低龄化的特点，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生

力量，互联网生活的重要体验者，他们已逐渐视网络为生活必需品。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对网络舆情的态度会对舆论导向产生重要的影

响，另一方面，网上舆论也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理念。如何推进网络育人的有效机制？如何科学引导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这两大

问题是高校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必然省思。与此同时，将这两个问题有机结合、统筹推进、协调进行，不仅可以加强网络背景下高

校大学生舆情的引导与管理，还可以构建和谐良好的网络环境，有利于大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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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作为推进网络育

人的有效载体，对于激发当前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提高学生

整体素养和增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力度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其

次，网络作为目前高校育人的新阵地，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重要渠道，积极有效的引导大学生舆情，是增强大学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度和认同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必然要求。因此，创新和改进高校大学生网

络舆情引导教育工作机制是新时代奋力开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背景下贯彻落实网络育人政策指向的必然导向。

二、当代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现状

在多元化的信息获取过程中，当代大学生年龄较小，涉世未

深，对社会事件的判断力略显不足。不同于之前的大学生，当代

大学生生活在极其民主、自由、开放的环境下，思想也更加个性

化和多样化。网络信息容量之大，传播速度之快远超传统媒体，

其特点有助于大学生创新思维，开阔眼界，塑造独立人格。同样

的，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忽

视的危害与影响。作为日趋成为网络主力军的当代大学生，他们

不仅乐于在各种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还具有一定的鲜

明特点。大学生离开应试性的高中不久，自身生活阅历不深，实

践经验不足，对国家社情民意理解尚浅，在遇到复杂的社会事件

时，可能会受虚假信息，偏激言论的影响，对诸多矛盾的观点摇

摆不定，较难给出恰当的理解。

当前，网络关注点逐渐趋于多元化，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关

注程度比较高，在关心社会热点的同时，也会关注文体娱乐方面

的新闻，同时也关注涉及教育利益的事件等。徐雷、徐巍的研究

调查显示 [2]，大学生最关注社会热点与民生问题，娱乐八卦信息

次之，校园突发事件又次之，说明大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度

很高，并非传统观念里学生一心只关注学习而不关注社会热点。

韩炜对于大学生舆情的调查中显示 [3]，调查群体中，社会热点里

关注度最高的事件是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社会道德事件、经济民

生事件、文化娱乐体育事件，也表明当代大学生对社会问题给予

较高的关注度。在面对负面舆情时，大部分同学会持观望态度，

会理智地选择认真搜索相关信息进而了解信息详情，但仍然有少

数同学会凭自己的认知与直觉盲目相信，甚至盲目传达。

三、网络育人视域下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与管理三维

路径建构

做好当代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不仅仅是大学生自身的重

任，还需要从高校以及社会方面提供行之有效的支持，从而构建

以学生个人为主体，高校多方位支撑，社会多方面保障的三维支

持体系。

（一）加强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与法律教育，提升网络免疫力

网络舆情影响当代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

故及时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思想与法律教育，能让学生改变观念，

从而使校园网络舆情向更健康、正能量的方向发展，做到积极正

确引导网络舆情。当代大学生易受网络舆情影响，本质上是思想

道德水平与法律意识不够。积极加强当代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水

平和法律意识，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自律意识，同时还可以加强

学生们的网络安全常识。

在网络道德方面，通过加强校园网络平台建设、强化校园主

流公众平台的育人机制，从而提升学生的网络道德认知能力。与

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参加讲座、专家专题报告会、校园主题活动

等一系列举措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此外，学生会、社团

等校园主流组织需要通过官方平台、公众号、网站等方式及时普

及网络道德相关案例，将这种观念渗入到大学生心中的同时从学

生的评论与点赞数中收集学生的反馈，进而形成网络舆情预警与

预防。

在法律教育方面，当前在校大学生缺乏对于网络安全制度的

系统性教育，可以通过将相关课程添加到高校的教学计划中，以

选修课等形式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课程的系统学习，从而让学

生们明确网络社会中的是非观念与相应责任等，从根本上了解并

且遵守法律法规，进而树立网络道德要求，提高网络素质，提高

学生们辨别是非、在虚拟世界中同样保持理智的能力。

（二）强化高校管理与引导体制体系建设，提升网络支撑力

1.完善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体制

为了完善校园网络舆情管理体制，需要有良好的领导组织和

统筹建设，在学校各方职能部处的综合整合下，成立高校各级领

导组织，担任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的指导和管理建设，互联网和网

站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管理，网络舆情的监测、研究和处理。做到

人人有责，构建一套效率高、效果好的工作机制，明确各成员的

职责分工，尽量避免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问题的发生，在搞好各

部门之间协调与配合的同时，形成合力。同时，高校间及时互

通、协力合作将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有另一层级的帮助。网络

不仅局限于单个高校或平台，而是贯穿于所有高校乃至社会的，

建立专门的高校间舆情管理组织或部门，不仅适应网络舆情“多

点开花”的特征，还可以形成高校间舆情信息知会、通知、反馈

的渠道，对于完善各个高校乃至整个高校教育平台的网络舆情管

理将有质的提升。

2.强化高校学生主流平台建设

新时代网络舆情热点影响大、传播快，但是真相却总是姗姗

来迟。目前，各大高校均有自己的官方平台，但是却较少有一个

平台能与学生进行互通互联，因此，高校应努力创建一个健康安

全的网络舆情环境，借助校园官网、贴吧、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方式与学生们进行互动，及时了解并监督其思想观点与动态走

向。此外，学校应该有一个信得过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官方平台，

能实时的还原事实真相、发布热点新闻的客观评论，从而及时引

导校园舆情的发展方向。创建的网络平台在以大学生为基础的前

提下，需要贴近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关注大学生的校园环境，同

时发布有关大学校园生活的真实信息，切实引导正确的舆论方

向。借助当前时代热点网络载体，微信公众号、自媒体、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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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等方式，以此为契机进行舆情引导、还原事实真相、普及

舆情知识。与此同时，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同时还需要弘扬正能量，以此激励大学生更好的积极学习

和生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学

会正确发布言论、表达观点。

3.加强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建立

在高校网络媒介正常建立的条件下，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

者也应与时俱进，学习新时代针对当代大学生网络教育的方法，

针对其心理环境和普遍的价值观念进行线下与网络教育结合的双

重模式。当前网络教育方式正在从以官方门户网站、红色网站为

主的教育方式向以 QQ、微信、微博等“微思政”方式演化，将

以更加灵活、细微、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一步增强网络舆情引导作用 [5]。网络教育者本身不仅

要拥有过硬的政治素养，更应有丰富的网络技术知识，从而将网

络教育的作用最大化。除此之外，队伍中还要包含一些知名科学

家、政治家等专业人士，以便对网络谣言进行专业的辟谣，通过

名人效应增大辟谣说服力，与网络监督人员相互配合，合理引导

网络舆情走向，使不健康的网络信息止于襁褓。

4.加速高校舆情反馈机制

大学生如今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高校与社会的舆论之中，一

方面可以体现出当代大学生的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体

现出了大学生对于自己的利益诉求意识也越来越强。一些反馈平

台相对低效的高校，由于学生在校内找不到适当的表诉意见的平

台，就会到网络上发表意见与观点，维护自己的相关权益。这也

启示高校应该建立合适的学生意见表达平台，如开通实名制意见

信箱或电子邮箱、建立大学生利益诉求部门等等，与大学生建立

合理高效的沟通渠道。针对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

特点，加速高校的网络舆情反馈机制也至关重要。一方面以高校

一线辅导员为代表的教师组织结合学生骨干为代表的学生组织，

成立双向舆情处理组织，由学校统一管理，在舆情或突发事件发

生的第一时间对组织内所有参与人员做到快速知晓、掌握、讨

论、引导等系列预案，做到响应及时、行动及时。另一方面，开

通以高校各层级的“舆情直通绿色通道”，在学生遇到反馈与提

案时，由最终责任人或部门直接给与回复，而不是从辅导员开始

层层反馈到相关部门，从而将舆情反馈与处理做到“极致”。在这

样的舆情反馈机制过程中，高校不仅可以与学生建立密切联系，

及时了解并且密切关注学生的所求所需，让大学生的情绪得到合

理倾诉并能够给予正确的引导；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参与到网络监

督的过程中，切实感受谣言传播和网络暴力的危害性，从而也能

够让学生们在提升自身参与度的同时，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

提高自身的警惕性。

（三）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协同育人机制，提升网络保障力

当前网络信息普遍缺乏管理，而大学生的心智尚未发育完

全，一些三观扭曲的网络信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的三观发

展。由于互联网舆论具有发布门槛低、发布平台多样、传播范围

广等特点，需要社会中政府、主流媒体、司法部门等多方面协同

建立绿色网络环境。近年来很多热点事件都是在网络平台上发布

并得到广泛传播与热烈讨论。从舆情的生成规律来看，在事件发

生的最初几小时之内，看法是多元的，在几小时之后会形成以某

一意见为代表的主流看法，这些看法有可能是偏激的甚至是错误

的，会对其他网民造成误导。因此在事件发生的几小时之内，媒

体应及时介入，让政府的主流意见成为舆论主导 [6]。一方面，主

流媒体应积极进行舆论引导，构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体系，使政

府信息公开机制更加完善。利用社会整合的先天优势增加信息公

开形式，把传统媒体与网络相结合，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

公开渠道，从而让政府更加快速的公开信息，而随着公开的过

程，大众了解到了真相，谣言也不攻自破。另一方面，政府相关

部门还要主动通过主流网络渠道为网络舆情发声。可以通过发言

人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措施，正面公开客观的说明事实，同时，又

从社会现状角度上对民众情绪进行疏导，用大众能接受的方式，

直击要害，杜绝虚假敷衍，自主将新闻信息服务提供给社会各

界。与此同时，司法部门要有相关手段对于虚假信息进行管理与

惩处，以法律震慑造谣者，利用法律对播散不实言论和破坏网络

秩序的恶意行为予以打击。

四、结语

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运用互联网的人们都是有形的，互

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只有携手共建，以促进国家与社会健康

发展为基础，在遵守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政策法规的同时，夯实互

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主流网络沟通平台和快速舆情反馈机

制，以此来共同推动网络空间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才能为网

络空间的净化助力，为网络育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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