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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技术的曝喷发展，一方面拓展了高校网络舆论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对信息时代的大学生意识形态教

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前高校学生正生活在一个由媒介信息所营造的“拟态信息”环境之中，稍有不

慎就会陷入“舆论漩涡”。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进行界定，以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为导向，阐述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健全高校网络舆情的检测和预警机制、提

高对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重视度以及加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等三个方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

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路径，以促进大学校园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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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losiv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expands the spa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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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t present, college students are 
living in an environment of “mimic information” created by media information, and they will fall 
into “public opinion whirlpool” if they are not careful. Therefore, the Marxist news view and the 
concep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defined. Guided by the Marxist 
news view,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are elaborat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campu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university’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from three aspects: perfecting the detection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university’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mproving the attention to the guidance of university’s network public opi-
n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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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分析越来越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1]。近年来，互联网技术更迭日新

月异，开阔了大学生的视野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多元化的风险。致思理路，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机制，

高校是不容失守的前沿阵地，分析研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及应对路径是一个重要的

时代命题。 

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界定 

2.1.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涵义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上的把握

还是欠缺科学性。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涵义主要涉及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

克思对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的总观点和看法。第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体系来建

构认识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的分析工具。第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

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厘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并运用其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主义新闻观教

育，对于提高我们新闻组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保证我们社会主义新闻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2.2. 高校网络舆情的涵义 

“高校网络舆情”是“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学者对高校网络舆情的涵义进行了深入剖

析。刘燕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指大学生对所有公共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期望、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2]王健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指与高校业务相关的网上留言和意见。[3]吴勇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

校师生对建设和谐校园的态度和意见。[4]。章忠平等指出，高校网络舆论是指高校教师和学生通过网络

对特定的校园生活现象所表达的情感、态度和意见的总和。[5]通过前面对高校网络舆情定义的论述，由

此，可以将高校网络舆情定义为：在一定的网络虚拟社会空间中，以高校师生为主体，以各类高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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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事件等为主的重大公共事件为客体，对该事件所产生的态度、看法、情绪、意愿的集合体。 

3.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分析 

3.1. 高校网路舆情具有隐匿性与外显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扎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虚拟网络可以将未经验证的信

息来源和具有特定刺激的多起中介事件立即传播给网民，诱导群体心理产生变化。以微博为例，微博的

主要组成部分是以网民为主要节点，而在微博重，大部分大学生是以虚拟 ID 登陆并在网上发表意见。但

在实际上，通过认证的假用户很多。因此，至目前为止，微博仍然是一个相对隐匿的信息发布平台。网

络形式下的“拟态环境”对大学生主体身份造成较大影响。同时，大学生面一方面不想用虚拟身份表达

自己的观点，也不想把虚拟网络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大学生又希望通过虚拟网络发表意见

来对他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力。一开始团体成员有一定的偏向，但在商榷后，人们总是倾向极端的观点[6]，
这种群体极化现象从现实生活延伸到网络之中。 

3.2. 高校网络舆情具有丰富性与多元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高校网络舆情信息在内容丰富的同时，传播方式呈

现多元化的特点。在网络多元化环境中，信息传递的方式从单向的交流转变为多方位的交流，大学生不

再是单纯地接受信息，而是可以与不同的平台交流，并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信息传播模式可自行配置，

从线性传播模式转换为非线性传播模式，网络中的热点事件可快速传播。大学生可以针对相关校园问题、

社会现象等发表观点、建议、意见、看法等。网络舆情的多元化发展，加大了高校舆情应对的难度，给

高校的网络舆情管控带来新的考验。 

3.3. 高校网络舆情具有迅捷性与互动性的特点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变”，就要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实现新的发展。和其他网络舆情危机

一样，高校网络舆情体现了迅即性和互动性的特征。大学生可以使用不同的媒介平台来表达他们的兴趣

和感受。网络设施和技术的持续发展，为信息的储存和普及提供了更快、更方便的有利条件。[7]随着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诸如微博、微信和短视频等各种新媒体成为大学生网络活动的平台。大学生可以快速

实现信息接收者和传播者之间的身份转换[8]。因此，网络舆情信息具有时效性强，内容真实的特点。在

网络平台上，平等的话语权缩短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得网络讨论更加自由、方便。 

4.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存在的问题 

4.1. 高校缺乏检测和预警机制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的核心。我国大部分高校可能不熟悉网络舆情演变阶段，甚

至是不了解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主体的认识不足直接导致网络舆情的检测和预警不能够找到合理的方式

来进行。我们的技术手段还不够充分，大多数高校无法完善对网络舆情的信息采集、过滤、分析，无法

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导致爆发网络舆情危机。另外，部分高校没有充分重视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

警，只在事件广泛散播时予以应对。就目前来看，大部分高校都不具备比较完善的监测指标和监测系统。 

4.2. 高校的网络舆情引导功能不突出 

坚持问题导向，就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运用于实践中，随着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高校对网络舆

情的引导变得越来越困难。目前，在实际舆论指导工作中，高校重视封锁，无视指导的情况很多。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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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网络信息的技术平台，我们也无法在新媒体环境中快速引导和应对网络舆论。很多高校舆情引导

工作没有及时到位，导致高校舆情引导工作理论与实践脱节。高校舆情部门未能及时做好舆情研判，建

立反馈机制，缺乏与大学生网民进行有效沟通。其次，由于大学生不了解对其进行引导的目的，舆情监

管与高校疏导逻辑之间出现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应该如何及时进行引导是关键。 

4.3. 高校缺乏利用网络新媒体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网络舆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高校在一些网

络事件发生后，掌握处理时机相对比较困难。例如网络舆情收集信息的及时和完善，介入和引导网络事

件的时机，错误的网络信息的澄清和解决等。时间点的处理在每个阶段都特别重要。目前，很难打破新

媒体对网络舆情引导的地位。如果高校能够处理好与网络舆情的关系，那么对网络舆情的处置和预防就

会更好地把控。 

5.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 

5.1. 健全高校网络舆情的检测和预警机制 

在新传播格局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本遵循，健全高校网络舆情的检测和预警机制，是保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鲜活生命力的有力支撑。实现网络舆情的检测，需要收集、分析、整合海量化的信息，

并通过多种技术予以保障。对于不同的网络事件，各高校的处理方式不同。技术总是在不断地更新和变

化，所以各高校不应该放松对网络舆论技术的警惕。与此同时，不仅要求在技术上不断被完善和更新，

也要在技术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各高校构建还需建立有关舆情的知识库，来更好地掌握并控制网络舆情

的发展趋势。 

5.2. 提高对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重视度 

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才能不断提高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水平。因此，高校必须充分认识到加

强网络舆情引导的重要性。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开办主题活动，悬挂横幅，更新公告板等方式，来提

高大学生们对主流思想舆论的认同，并在意识形态上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高校教师要考虑学生

的立场和想法，改变传统的单一教育理念，并将新型的教育理念运用于课堂宣传和指导工作，积极传播

正能量，及时修改学生的偏激想法，帮助他们树立对生活的正确看法和态度。 

5.3. 加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具有引领作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广大学生开阔了

视野，接受了更多丰富的知识。[9]然而，面对传播媒体发展变化速度、影响范围增强，大学生普遍缺乏

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地运用。因此，逐步开设媒体素养课程，并将媒介素养学习灵活地运用于生活中。

也能够让大学生准确地识别网络信息，通过媒介传播信息，识别网络欺诈。其次，加强学生网络道德意

识的涵养也是很有必要的。网络道德教育应积极渗透于思政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中，利用正反案例，加

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6. 结语 

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之下，不断丰富其理论中对实践指导思想。

网络新媒介的发展，催生了话语体系的更新，形成了网络文化的新样态，但同时又增加了舆情应对的困

难程度。对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导向，从健全高校网络舆情的检测和预警机制、提高对高校

网络舆情引导的重视度以及加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等三个层面探讨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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