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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s never can be ignor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particularly, the widespread negative network news. It will 
make the students who were exposed the negative network news in the long-term feel more nega-
tive emotion, corrupt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 distort their social belief, and even cause them 
bring their irrational online emotion to endanger public safety behaviors offlin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ng ways of educa-
tion. Combing the network of education,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the practice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deserting negative network news’ undesired function, will let the di-
mensional space be better and healthier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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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这一开放的大环境下，新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特别是网络负面新闻

的传播，长期接触网络负面新闻会增加大学生消极情绪体验，破坏情感平衡，腐蚀大学生的认知功能，

扭曲他们的社会信念，甚至会引起大学生网上非理性情绪化大肆渲染传播、网下聚众滋生群体性危害公

共安全行为。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提升工作质量，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将网络育人与心理育人、

实践育人一体化贯穿于消解网络负面新闻的消极功能过程中，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清朗的立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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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科技时代，网络普及速度迅猛，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网民数量增至 7.72 亿，互联网普及

率达 55.8%。为了解当今高校大学生的网络使用情况，我们依托全国学校共青团立项课题，围绕网络媒

体平台使用习惯、使用频率、内容偏好、对共青团平台关注度、互动度、对学校共青团平台建设的满意

度等多方面自编《大学生新媒体使用情况调查问卷》，并通过网上作答形式，在 2017 年 8 月~11 月对天

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美术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理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 12
所天津主要高校在校大大学生进行了问卷发放，回收问卷 6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579 份，有效率为 96.50%。

参与调查的 579 名大大学生中，男生 163 人(28.15%)，女生 416 人(71.85%)，大一 289 人，占总比例 49.91%；

大二 133 人，占总比例 22.97%；大三 121 人，占总比例 20.9%；大四 36 人，占总比例 6.22%，52.68%人

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在城镇，47.32%人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地为乡村。调查中，我们发现网络新媒体在大学

生群体中使用率相当高，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 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依次是微博、博客、论坛等

公共网络平台和网络视频、音频媒体以及新闻门户网站，使用率已经远远超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

62%的大学生通过这些新媒体网络及时关注着时事新闻、社会热点事件，并且有将近 35%的大学生会使

用自己的账号转发关注的这些社会热点事件。 
可见，在互联网这一开放的大环境中，新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在众多

新闻事件中，负面新闻报道更值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关注和研究，不仅仅是因为它百年来在普利

策新闻奖的获奖率高，更是由于这种新闻本身的特点对广大受众的吸引力以及它所产生的“集群效应”

对大学生心理及行为造成的消极影响[1]。因此，本文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探究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产

生哪些消极影响及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采取怎样的相应解决措施，为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

量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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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面新闻 

负面新闻是指具有消极性的新闻报道，以那些与现行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矛盾冲突的事件以及

一切反常现象为报道主题，往往是经过人为加工、指向性明确，并产生消极的作用。2010 年，丁柏铨在

《“负面新闻”及相关概念辨析》一文中，将负面新闻概念解读出至少三个主要特征：负面事件报道题

材、负面价值、负面效果[2]。负面事件报道题材，根据主题内容可分为三类，一种是自然灾害事件，如

地震、海啸、雪灾等，一种是社会生产生活运行中出现的各类非正常运行突发事件，如失火事件、爆炸

事件、泄漏事件等，还有一种是突发的各类质疑现行社会秩序、道德标准的不良事件，如家庭暴力、校

园欺凌等[3]。负面价值，是新闻事件公众后，挑战受众原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引起受众的负性情绪。负

面效果，是指在新闻报道后，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公众反映，误导人们错误地高估事件的恶劣性质，造成

扭曲事实，持续性引起受众负面情绪，甚至做出盲目从众、过激行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和生活。 
负面新闻根据其传播的途径可分为网络负面新闻和传统负面新闻[4]。网络负面新闻是指借助互联网

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转发传播的负面新闻。与传统负面新闻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新闻的传播者不再

拘囿于权威性主流媒体，普通网民也可以发声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人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样

也是新闻的主动参与者、传播者[1]。 

3. 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心理产生的消极效应 

3.1. 网络负面新闻瓦解大学生情绪体系，增加负性情绪体验 

情绪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下，使人充满正能量，表现出乐观、积极向上的进取状态，

它是人身心发展的驱动力；而消极情绪，使人体感知较多的负能量，产生压抑感、落差感和对自己、周

围人与事以及社会的不满、牢骚甚至愤恨。人们很可能会在受到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事件影响时，产生

较强烈的消极情绪。竭婧等人采用实验对比的研究方法，实证了观看网络负面新闻视频会对大学生的社

会情绪有极大的影响，使大学生的积极情绪明显下降而消极情绪显著地增加[5]，即使是阅读了网络上的

负面新闻也同样地使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6]。长期反刍在负面新闻引起的消极情绪，会损害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 

3.2. 网络负面新闻腐蚀大学生的认知功能，弱化个体理性思维 

网络负面新闻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腐蚀大学生的认知功能。一方面是媒体的报道策略，媒体为了

高点击量，在接触或报道负面新闻时，不去考虑如何报道可以发挥负面新闻的积极影响来引导受众，而

采用标签化的策略进行报道，即媒体人一般对报道内容的属性先进行概念化定性，然后再用精炼的结构、

固定的话语进行整体叙述。这种标签化报道[7]，虽然便利了人们对其所报道对象的归纳和接受，但是，

这种标签化思维，将标签和受众认知之间的关系凝固僵化，形成集体刻板印象的定式思维，影响了社会

公众信息加工方式，扭曲受众对事件的正常认知，从而削弱了个体的理性思维和思考深度。另一方面，

受众间的相互影响。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淹没在群体中的个体往往表现出盲目、轻信、缺乏理智，并且极

易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的特点。开放性的新媒体环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发表个人言论、互动传播的

平台，这种经过再加工的新闻直接影响了其后受众对原新闻的感知。闫岩以启动效应为理论依据，研究

了公众在线评论对负面新闻感知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他用户的评论显著影响了读者对新闻的感知判断，

人们更倾向于在其他网民观点的基础上做出轻率判断，而非根据新闻报道做出自己的谨慎、客观思考[8]。
在标签化的负面新闻报道和言论发表公开伴随新闻传播的大开放环境下，对于涉世未深、社会生活经验

鲜缺的大学生而言，更是很难做到独立发声与理性思考，很可能成为一些别用心者的附和者和波澜推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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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网络负面新闻破坏大学生的社会信念，影响社会行为 

网络负面新闻对社会内容的报道，从政治角度来看，多是站在道德或法律的至高点来批评现行的政

策。这对思想观念不成熟、缺乏思辨能力的大学生而言，长期网络负面新闻的侵染，降低他们对本国形

象和国家文化的认同感，降低政府、社会的权威信任度，甚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抵触行为。有

调查研究表明，喜欢阅读积极、正面新闻报道，会提高大学生的信任水平，而偏好阅读暴露社会阴暗面、

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等负面题材新闻，会降低个体的信任感。关于媒介对受众心理长期影响的涵化理论

也强调，人们接触的负面信息越多，他们会基于对媒体提供的真实世界的印象，更倾向构建危机社会的

信念，即实际生活的现实社会也是消极的，人是不可信的。这种人际信任感的降低甚至缺失，将增加攻

击等反社会行为发生的概率。此外，负面新闻往往被众多媒体深度报道，尤其热衷于对细节的披露，在

一定程度上客观真实地复原了新闻事件，但不可否认地是，这种大量细节线索的描述，会引起读者的

效仿和追随，增加不良事件的发生，造成恶性循坏，比如暴力事件的大量报道提升人们攻击行为发生

的比例。 

4. 应对网络负面新闻，化解大学生成长危机 

4.1. 思政教育者要树立正确新闻观，打造青年网络教育阵地品牌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的印发、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的顶层设计中，都强调了推动网络教育，加强网上引领，建设青年网络思想阵地。共青团积极响应、贯

彻落实，大力实施网上共青团工程，重点建设青年之声。然而，在 2017 年 8 月~11 月对天津 12 所主要

高校的 579 名在校大学生问卷调查中，发现仅有 16.06%的大学生了解并且已关注“网上共青团”，还有

18.65%的人虽然不了解“网上共青团”但已关注，也有 15.89%的人即使了解“网上共青团”但是未关注，

而 49.4%的人不了解也未关注“网上共青团”；在提到“青年之声”时，也仅有 10.36%的人了解并且已

关注，还有 9.84%的人虽然不了解但已关注，也有 13.13%的人即使了解“青年之声”但是未关注，而多

达 66.67%的人不了解也未关注。没有大学生对网络教育平台的了解和关注，与思政教育工作者想要达到

的网络育人目标的实现，至少还没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距离。 
打通思政教育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关键是网络平台的高质量建设与打造。网络思政平台不在多，关

键是质量提升。提升网络平台质量建设，对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尤其

是对负面新闻的报道。提升新闻素养，肩负教育责任，在对负面新闻报道时，摒弃掉媒体界的浮躁心态，

立体深度多角度挖掘新闻本身价值，不仅事实客观的传达真相，同时还要坚守正确的新闻观，媒体社会

公信力的维护，以及如何营造正确的舆论场引导受众，最大化地减轻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带来消极效

应。不同寻常的报道策略、有厚度有深度的报道内容，不仅缓解大学生消极情绪，更能引导大学生理性

地接受、思考和消化负面新闻，适应和满足大学生的心理诉求，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而打造出青

年人的网络思想阵地品牌，网上引领作用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4.2. 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与心理建设，共创清朗网络空间 

面对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产生的心理消极影响，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是转变大学生对网络负面

新闻态度与行为的直接途径[9]。负面新闻更容易促使受众对受害者的怜悯与同情，甚至会产生个体投射，

置身于受害者身份自居，尤其是对于大学生群体，更是强化了他们的弱势群体意识，固化受害者心理，

这种巨婴式思维，使他们在做判断时，不考虑客观事实，而是倾向于优先同情、支持那些受害者。这种

以主观意识处理问题的方式，实质上是缺乏法律意识和法治能力。因此，应针对大学生在使用新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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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特点，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大学生法律素养和法制观念的培养，着重提高大学生依法解决问题的

法律思维。 
同时，加强大学生新闻素养教育是化解负面新闻危机的重要一环。在这个网络新时代，人人都是媒

体人，都需要具备新闻素养。增强新闻敏感度，提升新闻专业素养，提高辨别网络新闻信息真伪的能力，

一方面使他们在面对新媒体中的真真假假的负面新闻时，能够做到坚持真实、客观、公正，正确判断与

评价负面新闻，而不被网络负面新闻误导。另一方面规范他们文明上网、理性上网行为，意识到自己的

言行是新闻传播链中的一环，甄别转发，不肆意攻击、传播有害信息，做一名合格的新闻传播者和“中

国好网民”。 
除此之外，还应注重大学生的心理建设。对于注意偏好负面新闻的大学生来说，自身会主观选择性

地“忽略”媒体的正面报道，因此，构建清朗网络空间不可或缺对大学生的心理建设。充分关注互联网

大环境下，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产生的心理消极效应，有针对性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大学

生的心理疏导，重点培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提高认知思维能力，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的社会心态、

良好的群体情绪，和谐的人际关系，主动防范群体性社会风险的侵蚀。 

4.3. 实践育人知社会，真情实感化危机 

新时代 95 后大学生伴随我国互联网“一起长大”，网络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们通过网络来

了解认识社会。然而，长期地暴露在网络负面新闻信息中，再加上类似“标签化”的报道，很可能扭曲

大学生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形成类似“富二代堕落横行”、“公务员权利压人”、“这个社会是人情社

会，只有靠关系才能实现”等不合理信念。这些片面的社会认知和网络情绪，无意识地迁移到他们现实

生活中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与群体之间的合作信任以及对社会的态度之中，甚至激发他们做出反社

会倾向行为。对这些虚拟无限空间中的感知淹没了他们对周边有限物理空间社会里的真感知。 
只有他们真正走入社会，看到很多发生在身边的普通好心人做出的友好善事，感受到来自他人微不

足道的善举给自己带来的温暖，体验到帮助、服务他人这种付出后的成就感和快乐，就会发现这个现实

社会不是网络虚拟构建的缩小版，而是同样充满真善美和爱的美好社会。整合各类实践资源，丰富实践

内容，不断创新实践形式，积极拓展实践平台，扎实推进实践育人，吸引更多的青年大学生走下网络，

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在生动地实践中构建心中的社会地图，描绘未来的人生。 

5. 结语 

未来社会是科技信息化社会，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就必须

充分关注新媒体大环境，研究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将网络育人与心理育人、实践育

人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被动引领与主动践行相结合，消解网络负面新闻的消极功能，师生齐力共

同维护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和风清气，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和实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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