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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意义：本文主要梳理了近五年国内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主题，旨在为该领域学者作

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和潜在的研究方向。方法/过程：借助软件CiteSpace对该领域文献频数、关键词、

研究热点等进行分析识别并绘制知识图谱，以及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归纳国内教育网络舆情特征分析、

传播规律探究、舆情引导面临的问题及挑战、舆情的监控和对策四方面的研究进展。结果/发现：通过对

国内相关文献的归纳和分析，总结了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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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mainly sorts out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 topics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educati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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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and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scholars in this field for further research. Method/Process: 
With the help of the software CiteSpace, analyze and identify the frequency of literature, keywords, 
research hotspots, etc., in this field, and draw a knowledge map, and use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
thod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educati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communication law explor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Research progress in four as-
pect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countermeasures. Result/Discovery: 
Through the induc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domestic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
rent research statu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
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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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舆情”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献乔侍郎诗》“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的诗句中，其意义可以译

为为民众的意见。《现代汉语词典》把舆情理解为“群众的意见、看法”。因此，从舆情主体、舆情客

体和舆情本体三要素来看，舆情可理解为社会公众对公众事件的情绪态度与观点之和，并通过一些媒介

表达、传播。而教育网络舆情是舆情的重要属集，可以理解为围绕学生的一类群体对以教育事物为核心

的公共事件所持有的情绪、态度和看法的综合体现，并通过网络媒介进行传播。换句话讲，教育网络舆

情指网民处于互联网背景下，对教育问题、事件的看法与态度的综合体现[1]。 

在社交时代，随着前沿科技和网络媒体交互融合的深度逐渐加强，网络发声的门槛大大降低，互联

网高开放度和强互动性使公众获得较大知情权与话语权的同时[2]，也使得网络媒介成为社会环境的信息

流通场。诸如教育模式、教育收费和农村教育等相关教育事件，一经发布到网络媒介上，便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其中不乏怀着逐利动机的个人或组织进行有目的的内容转换和内容生产，致使大量谣言和不实

信息涌现，同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劣根性，产生了群体极化现象，使得舆情呈现出多样性、随

机性、情绪性和破坏性等特点，给社会安全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

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由此可见，深入研究近年来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主题，掌握国内教育网络舆情特征分析、

教育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探究、舆情引导面临的问题及挑战、舆情的监控和对策等方面，这对于维护国家

安全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 教育网络舆情研究知识图谱构建与特征分析 

2.1. 数据源及行文工具 

本文文献选自 CNKI 全文数据库，以“(主题：教育网络舆情) OR (主题：教育网络舆论)”作为检索

式，时间截止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文献为中文学术期刊，进行检索，共得到 991 篇文献，对这 991 篇

文献进行研究时间分布图谱绘制与分析。同时，选择其中近五年(时间范围为“2018-01-01 至 202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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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进行后面的研究空间分布图谱、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布图谱、关键词突变与研究趋势预测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的检索主题囊括了诸如“教育舆情”、“高校舆情”、“高校舆论”等教育网络

舆情的子主题。 
行文则利用了由英籍华人陈超美博士所研制的数据可视化系统软件 CiteSpace，该软件的基本原理主

要是运用了论文中关键字的词频计算和共现方法、论文的共被引方法等技术，并融合了聚类分析方法、

应用数学分析技术、图形学及数据可视化技术等，其功能包括论文关键字的共现方法与聚类分析技术、

作者的合作数据分析与机构合作数据分析技术等，可广泛应用于科研论文中分析和揭示行业的最新动向

和发展最新趋向[3]。 

2.2. 研究的时间分布图谱 

以时间角度梳理一个领域的文献频数可以探知该领域历史性纵向研究情况。图 1 为国内教育网络舆

情领域学者发文频数情况，共 991 篇文献。由图可得，我国关于教育网络舆情的研究可追溯至 2003 年。

在 2008 年之前，文献数量存在一定的波动，但基本保持平稳增长，说明该阶段教育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

发展呈稳定趋势。在 2008 年后，教育网络舆情的话题研究颇受相关领域学者重视，基于各个视角研究的

文献产出量不断增加，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并于 2018 年发文量达到巅峰，为 106 篇，占该主题期刊总

发文量的 10.7%。笔者认为，这可能与 2018 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宝生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

式中关于建设和破解“三点半难题”的系列表述有关。随后发文量逐渐趋于平缓，虽然仍处于动态增减

状态，但大体上波动幅度较小，说明教育网络舆情的研究已日趋成熟。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on CNKI 
图 1. 中国知网文献频数分布情况 

2.3. 研究的空间分布图谱 

2.3.1. 研究作者分析 
作者共现分析能反映一个学科或领域的核心作者及作者间的合作强度和关系。选择近五年的文献将

其以 Refwork 格式导出，导入 CiteSpace 软件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时间设置为 2018 年~2022 年，切

片时间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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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Knowledge graph of author distribution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图 2. 教育网络舆情发文作者分布知识图谱 

 
作者合作网络中共存在节点(N = 217 个)、连线(E = 38 条)和网络密度(Density = 0.0016)。鉴于参与教

育网络舆情的研究的作者多与团队内部的合作常态性，该网络密度偏低，表明国内网络舆情的研究力量

相对分散。由图 2 可以看出作者合作网格较为稀薄，各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且都为 2~3 人之间的

小规模合作，较大多数作者进行独立研究。借助 CNKI 进行检索，可发现作者之间的合作一般局限于作

者所属单位内，未能形成有较强凝聚力的科研群体。其中，来自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刘博和朱佳雯

二度合作，他们聚焦于“互联网 + 教育”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管理。发文量超过 1 篇的核心作者

及发文量如表 1 所示，其中来自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者刘博发文量为 3 篇居首位，其他作者发文

量多为 1~2 篇。可见，该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authors who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1 paper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表 1. 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中发文量超过一篇的作者统计 

频数 年份 作者 频数 年份 作者 

3 2018 刘博 2 2019 张志刚 

2 2019 严波 2 2018 朱佳雯 

2 2018 任凯利 2 2018 朱冰 

2 2021 刘娜 2 2021 杨果 

2 2020 刘娟 2 2018 杨硕 

2 2021 刘晶 2 2020 赵丽娟 

2 2020 卢珂 2 2019 赵青 

2 2019 崔孝彬 2 2018 邵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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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研究机构分析 
领域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可以呈现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机构和机构间合作网络关系。借助 CiteSpace 进

行发文机构知识图谱绘制与分析，可以得到具有 196 个节点，23 个连接的教育网络舆情研究机构共现图

谱，如图 3 所示。从图片分析来看，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其次分布于研究院所、教育机

构有限公司等机构。观此可知，高校仍是我国教育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主力。从二级机构来看，教育网

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级院校的社科类学院，如马克思主义学院，传媒学院和教育学院。通过分析主

要机构的相关文献发现各发文机构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总体来看，合作强度不大。合作机构网络的

形成主要由行政归属关系或者地理位置相近主导，跨区域的机构合作较为稀缺。 
 

 
Figure 3. Knowledge graph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distribution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图 3. 教育网络舆情发文机构分布知识图谱 

 
进一步统计出国内舆情演化模型研究领域发文量前 10 的核心机构，如表 2 所示。从研究机构发文量

可以看出，广东白云学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和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以总发文量 3 篇，成为我国该

研究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近年来，各高校院校利用自身优势，探索了教育网络舆情监测、应对的实

践路径。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top 10 distribution where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1 paper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表 2. 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中发文量 10 位的机构统计 

序号 数量 年份 机构 

1 3 2021 广东白云学院 

2 3 2019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3 3 2018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 2 2020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 2 2021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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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6 2 2021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7 2 2019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8 2 2020 河北农业大学 

9 2 2018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 2 2020 贵州医科大学 

2.4. 研究的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布图谱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整体内容的提炼和总结，能够反映文献的核心内容。本文统计分析，发现 415
篇期刊中包含 168 个有效关键词，表 3 为教育网络舆情研究关键词共现频表，显示出前 10 位的高频关键

词列表。 
 

 
Figure 4.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图 4. 教育网络舆情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对文献进行关键词的共现分析，结果显示该网络中节点数 168 个，连线数为 218 条，其中网络舆情

出现频次为 184 次，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出现次数，教育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其他关键词分别为：大学

生(79)、思政教育(45)、高校(42)等。从图 4 和表 3 中，不难发现近年来国内学者侧重于对涵盖大学生、

辅导员等关键词的高校舆情进行研究。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top 10 keywords,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in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表 3. 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中前 10 位关键词、频数、中心度统计 

序号 发文量 年份 机构 

1 184 2018 网络舆情 

2 79 2018 大学生 

3 45 2018 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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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42 2018 高校 

5 38 2018 网络舆论 

6 37 2018 辅导员 

7 21 2018 新媒体 

8 14 2018 教育舆情 

9 12 2018 舆论引导 

10 11 2018 对策 

 
关键词的聚类图谱可以表明该领域的不同研究关注点。图 5 中有有 8 个标签，代表八个聚类。每个

聚类的标签都是共现网络中的关健词，聚类的序号是#0~#7，聚类序号的数字越大，说明该聚类中包含的

关键词越少，反之，数字越小，说明该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包含的关键词较多的聚类侧面也能反

映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基于上述，该领域主要研究方向在于网络舆情和思政教育。此外，聚类分

布集中度和重叠度较高，图中覆盖着显示知识转折点的关键节点文献和表示发展脉络的共引连线，说明

国内教育该领域研究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 
 

 
Figure 5.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eyword clustering 
图 5. 教育网络舆情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视图 6 能够反映出各个聚类发展演变的时间跨度和研究进程，为各个子领域的演变路径提供了直观

而准确的参考。由左至右依次表示关键词出现的时间序列，由上至下依次表示聚类信息的递减性，可由

时间轴视图梳理研究热点的历史来源和发展脉络。网络舆情研究从 2018 年到 2022 年一直是学术界研究

的热点话题，且随着大数据和新媒体的发展，研究方向逐渐多元化，如影响因素、形成机理等。教育网

络舆情危机应对作为一项复杂繁琐的系统工程，其干预效果受多个因素影响[4]。研究分析教育网络舆情

演变的影响因素能为其应对及预警研判提供参考，因而，近年来影响因素也成为了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

究的一个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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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eyword 
timeline  
图 6. 教育网络舆情关键词时间轴图谱 

2.5. 研究的关键词突变与研究趋势预测 

关键词突变指的是在较短的一段时间中部分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通过关键词突变分析，能够掌握

研究领域的前沿与趋势。图 7 中显示了思政教育、网络身份、突发事件、舆情治理等 20 个关键词。可以

看出，2018 年~2022 年间，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关注点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2018 年~2020 年，该领域学 
 

 
Figure 7. Knowledge graph of educatio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keyword emergence 
图 7. 教育网络舆情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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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注的话题为“网络”、“自媒体”等；2020 年~2022 年，学者聚焦于“思政教育”、“突发事件”

等。2019 年岁末，我国突发大规模疫情，处于恐慌状态的群众利用社会网络平台进行情感态度表达，也

存在一部分网民将网络平台作为泄愤的通道，使海量的真假信息一时间进行裂变共振，从而产生了群体

极化现象，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交流空间、育人重

点及教育路径在这段时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5]。基于重大疫情防控的这一特殊背景，不难理解 2020 年至

今国内教育网络舆情研究前沿主要体现在思政教育、突发事件与教育网络舆情间的联系路径构建。 

3. 相关文献内容梳理 

文献内容梳理可以折射出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2002 年，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通过建立“教育

舆情系列调查课题组”，开创了我国教育舆情研究的先河。目前，国内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以趋于成

熟，来自高等教育、新闻与传播、社会学、统计学和图书情报学的各界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网络

舆情进行了研究，且主要集中于教育网络舆情特征分析、传播规律探究、舆情引导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舆情的监控和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3.1. 教育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掌握舆情基本特征是应对教育网络舆情的必要条件之一。国内学者从舆情本体、传播过程、传播媒

介、影响因子等维度阐释了教育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陈荣明(2018)认为高校网络舆论具有网络舆论主体

多元化、内容两面性和社会影响力强等特点[6]。王保化、骆潇(2019)以互联网为背景，揭示出教育网络

舆情具有接近权与参与权并存、范围广泛与时效性并存以及多元性与难控性并存等特征[1]。廖智辉、张

学波(2019)认为当前教育网络舆情具有演变快、发展程度超出传统时空场域范围、舆情呈现网状传播、舆

情分析手段丰富等区别与以传统媒介为主导的舆情演变特征[7]。邵林(2021)分析了现实生活中的案例，

提出了教育网络舆情具有涉及范围更趋复杂化、容易引发人群更大范围内关注、传播迅速等特点[8]。 

3.2. 教育网络舆情传播与演化规律 

自新兴科技嵌入社会交往链条，群众开始在网络上展示自己的态度、发表自己的看法，网络成为了

舆论的发酵场，关乎民生的话题如教育事件等更是一经发布到网络上，就犹如导火索般迅速产生舆论效

应，舆情由此开始传播与演变。基于此，窥探教育网络舆情传播与演变规律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

题。贺武华、贾晓宇(2018)分析了校园“裸贷”事件的舆论过程，指出了公众对教育失范行为的网络舆论

传播通常历经社会问题向话题转化–个人意见的网络化拓展–事实和意见信息的传播–主流媒体意见主

导和整合四个阶段[9]。杨跃东、李猛哲、鲁欣正(2021)将自媒体舆情的传播特征与教育考试业务相结合，

发现国家教育考试网络舆情呈现始发期、裂变期、爆发期、消散期四个阶段的演变规律[10]。鲁杰，王媛，

赵媛(2022)将教育网络舆情演变划分为网络教育舆情传播–主流媒体报道宣传–公众舆情观念转变–政

府化解舆情矛盾四个阶段[11]。值得注意的是，大多学者基于单独的案例对其舆情演化进行分析，对其他

情况下的舆情演化缺少适用性。 

3.3. 教育网络舆情引导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近年来，教育网络舆情事件依旧层出不穷，网络社会的高开放度、强遮蔽性和交互性，给社会各层

应对教育网络舆情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吴国毅、刘晶(2021)认为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及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着观念亟待更新、过程管理不足、管理手段落后、治理队伍薄弱等问题[12]。谭妤晗、

李峰(2021)基于学生、高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新时代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引导现状，他们认为教育网络

舆情治理存在以下问题：学生容易出现语言失范、高校舆论引导机制缺失、思想引领活动尚待完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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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监管效力不够、家庭监督承担有限等[13]。 

3.4. 教育网络舆情的引导、应对和学校思政教育强化现实路径 

国内学者主要立足于学校层面，特别是从思政教育的角度对教育网络舆情引导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建议。张云霞、王晨(2018)认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开展应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来统摄，“内”包

括高校网络思政工程的创建、专业舆情引导队伍的建设以及青年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三方面，所谓“外”，

就是要健全网络舆情信息搜集机制、充分发挥校方媒体舆论的导向作用和搭建透明的网络舆情互动平台

等[14]。周春晓(2018)提出推进话语转型、转变网络舆论管理方式、优化话语平台和机制建设等建议[15]。
王帅(2021)指出，高校需立足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解决现实

问题，把经验提升到科学理论高度，构建应对风险挑战的长效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不断提升思想政治

教育质量，确保高校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16]。 

4. 结论和展望 

大数据背景为众多学科范式变革提供了客观环境，嵌入了研究链条中，重塑了各领域的主要研究对

象、研究思维、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变革意味着带来机遇，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人员可以以此为契

机，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方法、多元主体集成性下的教育网络舆情研究。本文以 2018 年~2022 年教

育网络舆情中文期刊为数据基础，借助 CiteSpace 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加上文献内容相关梳理，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首先，时间分布图谱表明国内教育网络舆情领域基于各个视角的研究成果从 2003 年开始不断丰富，

并在 2018 年达到峰值，目前发文量呈现较为平稳的波动状态，表明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已趋于成熟。

未来期待相关领域学者有更深入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其次，空间分布图谱表明参与教育网络舆情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众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未形成

较为核心的学者和机构，未来应要求相关学者和机构在研究主题上保持专注度，对研究主题进行深度挖

掘，避免浅尝辄止。同时，学者间和机构间的合作网络较为稀薄，未来需要宏观引领，促成学者间、机

构间广泛合作交流，这有助于更具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的产生。其次，教育网络舆情领域研究主要集

中在高校，会导致研究成果存在偏颇，因而期冀未来其他行业、领域的学者加入教育网络舆情的研究。 
再次，关键词的共现和突变图谱表明：“辅导员”、“大学生”、“思政教育”等是近年来教育网

络舆情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不难发现，近年来大多学者聚焦于高校舆情，尤其是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

合持续强化。但值得强调的是，教育舆情事件不单单涉及到高校，诸如“红黄蓝幼儿园幼师发男童闻脚

照”、“成都 49 中学生坠亡”等非高校舆情事件层出不穷，掌握舆情背后的本质，急需研究探讨，因而

需要学者扩宽研究范围，提高涉及幼儿园、中小学等场合的舆情事件的重视程度，加大相关研究力度。 
综上所述，各界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网络舆情进行研究，且主要集中于教育网络舆情特征、

教育网络舆情传播规律、舆情的监控和对策等方面的研究。但当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如何挖

掘舆情隐情，提出深层次治理建议，使舆情研究现实价值达到最大化；如何研发专用的舆情监测工具实

时实地地进行舆情数据采集；如何提炼教育网络舆情的基本共性，构建可落到实处的舆情共振模型，实

现舆情高效高速治理的目标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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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XXSZ2022ZD13)、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一般项目“基于知识图谱的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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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研究”(SM202111417008)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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