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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于高校舆论的引导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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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速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对高校舆论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高

校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其舆论环境不仅关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

定。本文旨在探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论的特点、挑战及引导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加强

阵地建设、建立舆情收集及反馈机制、构建有效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以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

建设等措施，提高高校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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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舆论作为人们对社会现实和现象的评价

与态度反映，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新

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形式

多样化，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使得高校舆

论环境日益复杂。大学生作为新媒体环境下

的主力军，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传播

者，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易受外界影响。

因此，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有效引导高校舆

论，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

的问题。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论的特点

（一）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之快、覆

盖面之广前所未有。一条信息通过微博、微

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传

播至全校乃至全社会。这种快速的信息传播

方式，使得高校舆论的形成和演变更加迅

速，给高校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信息内容多元化，观点纷呈

新媒体时代，信息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

点。在高校中，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等都对高校舆论产生影响，

使得高校舆论观点纷呈。这种多元化的信息

内容，既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

也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

（三）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互动性增

强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

包括社交媒体、论坛、博客等。这些渠道不

仅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便利，也增强了信息的

互动性。大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看法，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讨论，使

得高校舆论更加活跃和复杂。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论引导面临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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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传播的不可控性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具有不可控

性。一条信息一旦发布到网络上，就可能被

迅速传播和转发，形成舆论热潮。这种不可

控性使得高校难以对舆论进行及时有效的引

导和管理，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

挑战。

（二）信息内容的复杂性

新媒体时代，信息内容复杂多样，既有

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也有负面的、消极的

信息。这些信息交织在一起，使得高校舆论

环境更加复杂。大学生在面对这些信息时，

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产生错误的思想

观念和价值取向。

（三）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

大学生作为新媒体环境下的主力军，具

有思想活跃、观念新颖、接受能力强等特

点。然而，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和辨别能力，

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和影响。这种特殊性使得

高校在舆论引导时需要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实

效性。

四、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论引导机制的

建设

（一）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

1.完善舆情监测机制

高校应建立健全舆情监测机制，对网络

信息进行及时跟踪和分析。通过设立专门的

舆情监测部门或小组，利用先进的舆情监测

技术，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和分

析。一旦发现负面信息或不良舆论倾向，应

立即进行处理和引导。

2.建立舆情分析与应对机制

高校应建立舆情分析与应对机制，对监

测到的舆情进行深入分析和研判。通过分析

舆情的来源、传播渠道、影响范围等因素，

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和措施。同时，要加强

与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共

同应对舆情危机。

3.强化网络安全保障机制

高校应强化网络安全保障机制，确保校

园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通过建立网络安全

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和

监测预警工作。同时，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网

络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网络安全意

识和防范能力。

（二）加强阵地建设

1.利用校园网络进行宣传教育

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园网络进行宣传教

育，搭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舆论引导工

作的阵地。通过校园网的信息发布和交流功

能，传播正能量和先进文化，引导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

可以定期举办一些专题论坛、知识竞赛等活

动，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参与热情。

2.加强校园网络管理队伍建设

高校应加强校园网络管理队伍建设，提

高管理水平和能力。通过组建由校党委领

导、政工部门牵头、宣传部门、学工处、团

委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校园网络管理队

伍，对校园网络进行有效管理。同时，要加

强对网络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

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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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有效的网络舆情监控体系

1.高校管理层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监管

高校管理层可以通过建立学生管理委员

会、开展学生社团活动等方式对校园网络舆

情进行监管。通过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

和引导工作，培养他们的网络道德素质和法

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明辨是非能力和自我管

理能力。

2.学生自身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

学生自身要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

正确认识自己、完善自己。通过加强学习和

实践锻炼，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

力；通过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

动，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

通过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维

护网络空间的和谐稳定。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建

设

1.提高辅导员的政治理论水平

高校应加强对辅导员的政治理论培训和

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通

过定期组织学习交流、开展专题研讨等方

式，帮助辅导员深入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高等教育方针政策；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

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特点和

规律。

2.培养复合型人才

高校应培养一批既懂网络又懂传统媒体

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和课

程设置改革等方式，培养具备新闻传播学、

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复合

型人才；通过加强实践锻炼和实习实训等方

式，提高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3.加强辅导员的自身素质建设

高校应加强辅导员的自身素质建设，提

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通过加强职

业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式，培养辅

导员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通过

加强业务培训和学术交流等方式，提高辅导

员的业务水平和学术能力；通过加强实践锻

炼和考核评价等方式，激励辅导员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

五、结论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论环境日益复杂

多变，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

挑战。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通过建立健

全舆论引导机制、加强阵地建设、建立舆情

收集及反馈机制、构建有效的网络舆情监控

体系以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

等措施，我们可以有效应对新媒体环境下高

校舆论引导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

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将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创新和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持。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继续深化对新媒体

环境下高校舆论引导机制的研究和探索，不

断完善和优化相关工作机制和方法手段，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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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uidanc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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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the way and speed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which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in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battlefield for social public opinion, universities'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not on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guidance mechanisms of public opin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By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battlefield construction, establishing public opinion collec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building an effec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ers,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universitie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new media; University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echan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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