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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5G时代的到来，网络成为社会反映舆情的主

要方式，在舆情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

事件时有发生，网民们通过网络接收此类信息，对此

反映出的态度和行为倾向，构成了网络舆情。高校与

国家、社会紧密联系，是反映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

由于高校的开放性，也成为了各种思想和矛盾的交汇

点。高校如果发生突发性事件，很容易成为舆情的导

火索，对高校、社会将会造成极大影响，破坏高校发

展，影响社会稳定。基于此，本文针对高校网络舆

情，从舆情关注度、舆情状态和舆情变化度三个方面

构建指标体系，提高舆情预警有效性，并就此提出舆

情预警对策。

二、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在网络舆情预警方面，不少学者构建了指标体

系，理论上可以很好地监测舆情发展，但其中也有一

些不足之处。首先，部分指标较为主观，难以实现数

据化，例如受众心理承受能力；其次，指标冗余度

高，导致舆情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众多，过度追求指

标的全面性，将会导致部分指标产生冗余；最后，不

少指标难以利用计算机自动化处理，某些指标需要专

家评分，无法实现实时监测。

根据网络舆情的变化规律，本文构建了3个一级指

标和11个二级指标，力求以最少的指标达到最好的预

警效果，如图1所示。同时，这11个二级指标都可以量

化计算，方便自动化处理。

其中各指标如下：

（1）网络搜索量：舆情事件在某段时间内的用户

关注度和曝光率。

（2）原创微博发布量：用户发布而非转发的原创

微博数量。

（3）转发量、评论量：某条微博被转发、被评论

的数量。

（4）观点倾向度：用户就某一舆情事件的态度倾

向，如支持、中立、反对。

（5）舆情真实性：主要通过参与舆情事件的用户

中，已认证用户数量所占比率来表示，因为此类用户

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6）内容直观度：主要通过带有视频、图片等直

观内容的微博数量比率来表示。

（7）网络搜索量变化率、原创微博发布量变化

率、转发量变化率、评论量变化率：某一段时间内网

络搜索量、原创微博发布量、转发量、评论量与时间

的比率。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舆情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分析并预测突发事件发生后网民的情

绪倾向，能为涉事方的应急管理提供有效支撑。本文针对高校网络舆情，从舆情关注度、舆情状态和舆情变化

度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为高校舆情机制提出四个对策，提高其舆情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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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

三、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一）确立有效的网络舆情数据采集与监测制度

有效的舆情监测必不可少，能在突发事件发酵成

舆情事件之前及时感知，当已发生舆情事件后，全面

采集舆情数据，预判其走向。网络数据繁杂，建立有

效的舆情监测需要两方面因素：第一，有针对性的人

员分配，针对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等采用不同监测方

法，安排不同之职责的监测工作人员；第二，高效的

数据采集、挖掘和分析工具，目前不少高校在这方面

仍处于人工阶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舆情监测的实

时性。

（二）培养专业的舆情预警工作人员

现阶段，很多高校舆情预警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

相关知识，基于此，打造专业的舆情预警队伍极为重

要。第一，吸纳一批在舆情监测处理方面经验丰富的

年轻教师，组建舆情预警队伍；第二，通过定期举办

网络讲堂、召开经验交流会、组织各类培训等方式，

提高舆情预警能力；第三，为舆情队伍提供必要的支

持保障，建立奖惩机制，提高其工作效率。

（三）根据舆情类型进行分类预判

高校网络舆情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校园安全、

心理建设、教育政策、高校行政等，不同舆情类型的

传播路径和利益相关人员有所差别，因此，针对不同

的舆情类型，进行不同的分类研判。

（四）根据舆情演变过程进行分段引导

高校网络舆情大致分为产生、发展、衰退三个阶

段。在舆情产生阶段，网民们主要讨论该事件的真实

性，涉事方应尽快出官方通报，主动告知网民实情；

在舆情快速发展阶段，网民聚焦于该舆情事件背后的

各种潜在问题，涉事方应主动调查该事件，发现管理

上的不足，并加以检讨，向网民们公布解决方案，传

播正能量；在舆情衰退阶段，涉事方还需就该舆情事

件进行反思总结，将解决方案落到实处，避免再次发

生类似事件。

四、结语

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广泛性等特点，如果被用

来传播煽动性信息，就极容易造成错误的舆论导向。

高校在发生危机事件后，即便做出了反应，也很难主

导网络舆情传播的走向，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检测和

预警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此，构建高校网络舆情预警

指标体系，并提出引导机制，提高高校的舆情预警能

力，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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