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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社会

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1]。由于突发公共事件

具有突发性、影响大的特点，容易引发相关社会舆情。

舆情属于公共舆论的范畴 [2]，是公众对社会中各

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

的总和[1]。根据第 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 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04

亿，其中学生最多，占比为 26.9%，受过大学专科及以

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 19.5%。[3]随着网络技术的

发展，新媒体成为社会舆情的集散地，青年大学生成

为社会舆情的重要参与群体之一。高校作为舆情管控

的主体，其主要管控的对象为师生，尤其是青年大学

生。新媒体时代，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高校如何加强舆

情管理机制建设，营造稳定的校园舆论环境，成为各

大院校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1 高校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加强舆情管理机

制建设的意义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受众是构成舆论的主体，其

认知能影响舆情走向与发展趋势。舆情引导本质是影

响或改变受众的认知[4]。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高校加强

舆情管理，能够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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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世界观，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对于高校

自身而言，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加强舆情管理机制建

设，既能体现出高校的治理能力，也能为营造和谐文

明的校园环境奠定基础；对于社会而言，突发公共事

件的舆情管理工作需要社会各个主体合力参与，通过

不同舆情管理主体对受众进行引导，有利于社会舆情

的稳定。

2 新媒体时代高校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加强

舆情管理机制建设面临的挑战
2.1 信息高速传播，易催生“滚雪球效应”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十分迅速。随着 5G技术的

发展，其大容量、大带宽的特性，将使得信息传播更快

速，渠道更加宽广[5]。在传播过程中，一些不实的信息

也可能得到快速传播。在经历信息生成—快速传播—

扩大传播过程后，这些不实的信息，最终易在短时间

内形成“滚雪球效应”。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高校如果

对与学校相关的虚假信息反应不及时，容易落入被

动，从而加大学校的舆情管控成本。因此，在突发公共

事件中，信息的高速传播对高校舆情管控的及时性与

实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假象”模糊受众理性认识，易引发“关联舆情”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媒体内容的生

产方式从传统 P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转变为 UGC

（用户生成内容）模式，把关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

势，信息不再局限于街头巷尾的口头传播，大场景、全

范围的传播成为常态。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上充

斥着大量“碎片化”信息，部分“假象”夹杂其中。一些

“谣言假象”借助花哨的标题与夸张的内容博人眼球

误导受众，加大了青年大学生受众鉴别信息的难度，

容易模糊一些受众的理性认知。高校如果不加以管

理，易产生与学校相关联的舆情。

2.3 主体意见表达活跃，易形成“群体极化”

青年大学生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成长的一代。

他们思维活跃，习惯于通过 QQ、贴吧、微博、微信等各

大新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的见解。一方面，他们乐于接

受新事物，对于新事物充满好奇，经常参与到社会热

点问题的互动之中。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大学生正处

于成长期，思想认知水平有限。在网络上，他们容易受

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产生情绪化行为，易形成“群体极

化”现象[6]。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治理中，高校

应密切关注青年大学生的言论，加大对他们的引导。

3 新媒体时代高校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加强

舆情管理机制建设路径分析
3.1 加强顶层设计，形成舆情管理制度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

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7]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各大

舆情管理主体既要积极制定应对策略，也要及时总结

相关经验教训。对于高校而言，建立突发公共事件舆

情管理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地制定应对

之策。首先，高校需要按照党与政府的相关规定，成立

突发公共事件管控工作小组，周密部署相关工作，在

舆情管理上结合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阶段，制定相应

的管理制度，通过制度来规范相关主体的行为。例如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形成与发展期，高校要及时发布正

确的信息加以引导，同时加强舆情监管；在事件的消

退期，舆情管理以监管为主，维持稳定的舆情环境。其

次，加强学校各部门的分工协作。高校在突发公共事

件中加强舆情管理建设，离不开学校各部门之间的相

互配合与部门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例如学生心理状

况、行为引导等都是高校加强舆情管理的重要板块。

因此学校各部门需要密切关注其相关工作的舆论动

态，助力学校舆情管理机制建设。

3.2 利用大数据，提升舆情应对能力

在新媒体时代，大数据得以广泛应用。2009年，

大数据技术在预测 H1N1流感爆发等方面发挥了显

著作用[8]。大数据为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管控提供数据

支撑，为高校舆情管理机制建设提供科学的研判基

础，能提升高校的舆情应对的能力。首先，高校可以利

用大数据加强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管理。通过搜集、

分析、运用相关舆情数据，抓取与高校相关的信息，可

以快速地了解到实时的舆论动态，一旦发现负面舆

情，可以及时预警。其次，提升舆情回应的速度，及时

进行信息公开。一方面，网络舆情的传播具有首声效

应，高校要把握舆情治理的时效性。针对一些不实的

消息，高校应该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回复，传播正确的

信息。另一方面，高校利用大数据在第一时间进行信

息公开，能减少相关谣言的产生。在传播学领域，流言

通量 =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9]。在突发公共

事件中，及时公布事件的相关动态进展，可以减少证

据的暧昧性，减低谣言产生的概率，维护稳定的舆论

空间。第三，建立舆情反馈机制。在舆情的衰退期，高

校要通过大数据持续跟踪观察，防止其“死灰复燃”，

同时，高校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热点、形成路径

等相关指数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总结，为今后的舆情管

理工作提供经验指导。

3.3 凝聚情感共识，加强舆情引导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高校加强舆情管理机制建设

可以以凝聚师生共识为切入点，加强舆情引导。第一，

以先进典型事例带动，引发情感“共鸣”。一方面，高校

可以通过多媒体的呈现方式，传播先进典型事例，引

起师生在情感上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高校可以从校

友中挖掘优秀的典型事迹，将校友事迹通过课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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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进行宣讲与传播，起到典型示范作用，鼓舞广大

师生，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第二，发挥辅导员、班主

任的引导作用，加强学生心理辅导。一方面，高校应及

时开展知识宣讲，引导学生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采取

正确的措施。例如高校辅导员通过 QQ、微信等网络

社交平台，向班级同学发放权威消息手册，及时传递

正确的知识。另一方面，高校要开设师生互动窗口，加

强对学生的心理引导。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互动是学

生缓解心理焦虑的一种方式，能让学校了解到学生的

心理状态，有利于学校进行舆情引导。第三，构建新媒

体传播矩阵，把控网络舆情的监管 [10]，全方位传播正

能量。在内容的规划上，高校要开设相应的宣传栏目，

将相关的应对之策进行重点宣传。同时高校可以结合

事件的发展阶段进行议程设置，引导师生的言论表

达。在传播渠道上，高校应利用自有媒体与外部媒体

进行全媒体宣传，运用微信、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形成

宣传合力，加强舆情引导。

总之，在新媒体时代，面对突发公共事件,高校加

强舆情管理机制建设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蕴藏着新的

建设路径。高校可以从制度制定、舆情应对、宣传引导

等多个角度发力，加强舆情管理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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