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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大学生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其中网络言论成为他们表达

观点、交流思想以及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然而，这个数字时代也伴随着网络舆情的崛起，它对大学生

的网络言论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方法：对1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获取文本材料。运用扎

根理论方法对访谈数据先后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在此基础上构建从众视角下网

络舆情对大学生发表网络言论的影响机制的模型。结果：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舆情事件对大学生网络言

论产生了明显影响。在面对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或争议事件时，大学生往往表现出从众行为的趋势，

倾向于采取与主流观点一致的言论立场，以获得社交认同感或避免潜在的争议。结论：从众视角下网络

舆情对大学生的网络言论受到个人因素、数字素养、舆情特点、网络环境以及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该研究旨在深入研究这些影响因素，揭示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言论的影响机制，并为引导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指导。同时，研究结果可为高校建立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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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college students have 
entered a digital era where online expression has become their primary means of sharing opi-
nions, exchanging ideas, and accessing information. However, this digital age also brings forth the 
ris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online speech behavior of college stu-
dents. Method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5 college students, generating 
textual materials.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was employed for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of interview data. Based on this analysis, a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college students’ expression of online speech 
from the conformity perspective. Result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sig-
nificantly impact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peech. Faced with hot topics or controversial events on 
social media, students tend to exhibit conforming behavior, aligning their discourse with main-
stream viewpoints to gain social acceptance or avoid potential disputes. 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peech from the conformity perspective is 
shap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 traits, digital literacy,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
nion, online environment, and family background.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reveal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peech. It aims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in cultivating proper values and serves a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s to steer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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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自 21 世纪初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设备的广泛普及加速了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使互联

网深刻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我国网民数量迅速增长。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

民数量已达 10.79 亿，较 2022 年 12 月增加了 1109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其中大学生占相当大

的比例。 
互联网的普及使大学生更易参与信息传播和社交。然而，社交媒体和网络舆情往往会形成集体压力，

推动大学生倾向于采取主流观点。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兴盛带动了网络舆情从众心理的发展[2]。同时，

2015~2020 年间，高校网络舆情研究迅速发展[3]，引起对从众行为在网络舆情中作用和影响的广泛关注。

网络舆情作为一种新的舆情形成机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成为大学生获取和传递信息、参与社区活动

的主要方式。 
网络舆情指通过互联网传播公众事件、表达倾向性观点的现象[4]。随着网络和媒体的发展，舆情传

播方式更加多样，速度和质量提升，线上平台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优越平台[5]。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舆情事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12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琳琳 等 
 

 

DOI: 10.12677/ass.2024.132125 925 社会科学前沿 
 

件，如社会热点和突发新闻，常引发广泛讨论，迅速影响大学生言论和立场。事件的情感色彩和舆情特

点也影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表达和时效性。由于不同网民有各自独立的看法，不实、极端和非

理性的负面言论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从众行为是个体在面对群体压力或引导时，适应群体要求的认知和道德判断倾向。即使在不充分了

解情境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倾向于将周围人的意见作为参考[6]。研究显示，大多数个体都倾向于从众[7]，
将周围人的意见作为参考。学者们根据相关研究指出，在网络环境中同样存在从众行为，而且受到网络

独特的影响[8]。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从众行为表现为大学生更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言论，或采纳社交媒体

上流行的观点，以获得认同感，或避免与主流观点相抵触而可能引发的潜在争议。 
网络言论自由主体包括有能力利用互联网表达观点的群体[9]。在这个范畴中，其中大学生占据较大

比例，是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生成和影响对象[10]。大学生群体在网络中活跃，但由于特点如价值观不成

熟和情绪易激动，他们更容易受从众心理影响，尤其在处理网络舆情时。过激的言论可能引发广泛舆论

争议和网络暴力事件，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不利。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从众视角下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言论的塑造和影响机制，以及这一过程中从众

心理的作用，我们采用扎根理论进行全面分析。本研究的目标是协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促进

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此外，我们的研究也为高校建立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Charmaz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11]，旨在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在参考相关文献

著作的前提下，归纳相关理论，分析导致大学生在网络舆情影响下从众地发表网络言论的原因，此外，

通过比较分析，总结出大学生网络舆情相对于一般网络舆情的特征和大学生群体相对于一般社会群体的

特殊性，为提高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对策的针对性提供了依据。 

2.2. 伦理考虑 

本研究得到信阳师范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编号：XFEC-2023-022)。 

2.3. 招募 

本研究于 2023 年 6 月~7 月选取 2019 级~2022 级信阳师范学院本科生作为访谈对象。纳入标准：① 全
日制在读本科生；② 关注网络舆情；③ 知晓同意，自愿参加；④ 有良好的语言沟通和表达能力。排除

标准：中途退出本研究者。当访谈对象所提供的资料不再出现新的范畴时，才认为基本达到理论饱和不

再进行新的访谈。 

2.4. 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同时采用现场笔记法及观察法。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 你会关注网络上的一些热门事件吗？② 你看到网络上某些热点问题或言论的时候心里会有什么想法？

你会跟风在网络上评论吗？为什么？你会相信网络舆情吗？③ 你对网络舆情(真假)是如何辨别的？④ 
你认为你有从众心理吗？从众心理会影响你对网络舆情的判断吗？你认为用从众心理评论网络舆情会对

你产生什么影响？⑤ 你觉得大学生会在网络舆情的影响下从众盲目地发表网络言论吗？原因有什么？

⑥ 你觉得大学生从众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是否会推动网络舆情的进一步发展？⑦ 你认为可以采取什么

措施来正确引导大学生对网络舆情的判断？综合分析所有资料，保证资料分析的准确性，对遗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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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充。本研究访谈时间为 25~30 分钟，平均 20 分钟，共转录文字稿 4.3 万余字。 

2.5.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法[12]。通过放性编码提取分析文献和访谈资料[13]，共获取 59 个初

始概念。在对比与类比中，剔除前后矛盾的概念[14]，最终形成 15 个主范畴。主轴编码基于开放性编码，

进一步梳理与归纳总结，提炼出 5 个核心范畴：个人因素、数字素养、舆情特点、网络环境、家庭环境。

本研究通过不断比较与分析，最终构建出“从众视角下网舆情对大学生发表网络言论的影响机制”的理

论模型。具体编码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ding results 
表 1. 编码结果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初始概念 原始语句 

个体因素 

自我认同 
个人价值观 我已经成年了，我觉得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也有自己判断是非的

能力。 

自我判断 自己能判断一些网上的言论，我会根据我自己的相反去判断。 

社会认同 

同伴认同 进入大学后，很多人都是很陌生的，就很想融入她们，跟他们成

为一个集体。 

他人认同 有时候也会在网络上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其他人跟我想法

一致，那我会很开心，证明我的想法是的到大家支持的。 

认知水平 

信息获取 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校园相对于其他地方是一个闭塞的环境，

知道的东西比较少。 

处理能力 自己处理事情还是有些欠妥的，毕竟经历的比较少，容易跟风。 

价值观念 自己各方面还是不够成熟，可能现在认为对的事情，国歌两三年

之后就觉得是不对的。 

个人性格 

性格特征 我属于外向型的，平常就爱说说笑笑的，看到网上一些热点问

题，我也会去凑个热闹。 

情感丰富 我比较感性，碰到一些事情容易跟其他人产生共鸣。 

求知欲强 想知道一些事情的真相，网上有些东西让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表达欲强 看到一些网络上的热点问题，要是觉得令人特别生气，我也会在

网上去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特别想说出自己的想法。 

情绪状态 

愤怒 网络上的热点问题，比如有些涉及到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我就

会特别生气、愤怒，也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焦虑 对于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也害怕自己会遇上，就有点担

心。 

好奇心 大学生对各方面就是都感兴趣，就是喜欢吃瓜，好奇心比较重。 

正义感 我还是有正义感的，大学生都是正义的化身，还是因为接触社会

比较少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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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字素养 

网络文化素养 

信息辨别能力 提取一些他们都说出来的那些观点，然后可能就觉得有的是正确

的。然后其他就是一些有歧义的，就可能会摒弃自己的看法。 

网络信息筛选 就比如说网络营销号上面就是发了一些事情，就是有的会相信然

后有的感觉他很离谱然后就不会相信。 

网络安全意识 就是一旦不需要付出代价，可能就会随意的发表言论，但也会给

自己带来比如像网络暴力一类的，自己网络安全意识不强。 

语言表达能力 看到一些事情就很气愤，可能当时在气头上，有些冲动，说话就

会难听一点，就会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 

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评估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待问题就很片面，只能站在发表的那个人的角

度去看，而不能看到另一方的角度是怎么想的，就会产生偏见。 

辨析能力 就比如说网络营销号上面就是发了一些事情，就是有的会相信然

后有的感觉他很离谱然后就不会相信。 

舆情特点 

舆情传播速度 

传播路径 现在网络平台很多，我会通过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平台搜索相

关信息，加以分析。 

传播速度 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然后各种信息传播的也比较快，就是大学

生看到了可能就会评论一句，说一句什么的。 

舆论导向 

舆情趋势 网上的事情发酵的特别快，我也会看一下舆情的趋势，因为有些

事情自己也辨别不了，所以就会选择跟风。 

媒体解读 有些事情刚被爆出来，就会有很多平台去解说这个事情，有时候

听他们说的头头是道，自己也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媒体导向 有时候不想看都一直给你推荐，就是大学生比较单纯，社会经验

少，然后就别人说啥就是啥，容易相信别人。 

舆情热度 比如一个网友在网络上盲目地发表自己杜撰的观点，然后就是会

带动很多人相信他的评论，从而发表言论。 

网络环境 

社交媒体平台 

信息来源 现在网络很快，来源很多，但我还是相信官方发布的信息。 

信息过载 现在一打开手机都是推送的信息，你不想看也没办法，打开一个

APP 里面全是热点。 

信息推送 像热点问题都是推送的，都是被动的去接受。 

舆论的引导 有人或平台就会故意带节奏，故意引导你，让你产生错觉。 

言论筛选 网上很多人发生声，自己有时候分辨不了对错，有时候觉得大家

说是对的，内心就会偏向多数人。 

网络言论氛围 

网络环境污浊 就是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就是博眼球，然后就是搞怪、扮丑，就

是想要吸引流量，然后赚钱，目的不纯。 

网络的虚拟性 网络平台具有虚拟性，就是你可以随意在网上发表言论，就是可

以匿名，就像一层保护皮一样。 

网络言论自由 网络言论自由，但是有一些言论就会对大学生产生一个不正确的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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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流价值观 

公众情绪 
会出现一种跟风现象，大家都说这个人不好，但我觉得这个人好

可以，但我不会说出来，因为跟大家认知不一样，我怕别人说我

有问题。 

价值观念 从众心理也会对大学生的这个价值观造成一定的影响，会使他的

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偏差。 

舆论压力 他可能会随便发表言论，然后对别人的事情评价的话，可能会有

不太好的词语，然后很可能会对别人产生语言暴力。 

公众舆论趋势 
你自己发表的观点仅代表你个人观点。那网络上那么多人肯定是

有跟你持相反观点的，然后就很可能会有许多网友在下面就是反

驳你，然后就容易引起争执。 

家庭环境 

传统文化 

文化认同 我们传统文化就是要有集体荣誉感，所以很多事情上，大家的看

法都是相同的。 

集体主义观念 一些人从众心理比较强，然后很多人都发表那个意见，然后他就

会觉得他不发表那个意见，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传统思想 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固有的思想，就比如说必须得少数服从多数。 

家庭教育 

父母文化水平 
我爸妈也就是初中文化，他们对于这些网络热点问题在家不会太

多讨论，他们觉得网上东西很多都真真假假，也辨别不了，只要

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就是对的。 

家庭传统 我父母都是农民，传统的中国家庭，没有自己的主见，就会盲目

从众地相信网络舆情。 

家庭价值观 父母可以言传身教那种正确的三观，鼓励和教育子女使用网络的

时候谨慎发表自己的观点，不盲目跟风，多思考。 

家庭互动 

家庭支持 父母教育我们都是老老实实做人，从小压抑我的个性发展，导致

我现在都是喜欢从众。 

父母陪伴 父母在外打工，从小时候陪我的时间都很少，初中之后就一直住

校，缺少父母的陪伴。 

父母沟通 父母除了关心自己的学习，其他事情都很少交流，可能父母认为

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而不是关心其他事情。 

家庭关系 
比如说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可能对他会营造一个好的积极向上的氛

围，然后发表言论才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会胡乱猜

测，诽谤、贬低。 

2.6. 参与者特征 

最终本研究纳入 15 大学生，平均年龄 20 岁，其中女生 15 人。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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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eneral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n = 15) 
表 2. 访谈对象的一般资料(n = 15) 

编号 性别 年龄 生源地 使用智能手机 
的年限 

是否关注网络 
热门事件 

是否会在网络 
热门事件下发 

表言论 

N1 女 21 三门峡 7 是 是 

N2 女 20 洛阳 8 是 否 

N3 女 20 郑州 10 是 否 

N4 女 20 周口 8 是 是 

N5 女 20 驻马店 6 是 否 

N6 女 20 安阳 8 是 否 

N7 女 20 驻马店 6 是 否 

N8 女 20 郑州 8 是 否 

N9 女 19 信阳 7 是 是 

N10 女 19 南阳 7 是 否 

N11 女 19 许昌 4 是 否 

N12 女 20 濮阳 10 是 否 

N13 女 20 郑州 6 是 是 

N14 女 19 信阳 5 是 否 

N15 女 21 商丘 5 是 否 

3. 从众视角下网络舆情对大学生发表网络言论的影响因素 

3.1. 个人因素 

在从众心理视角下，大学生发表网络言论受到个人因素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群体，大学生的个人

特性和心理状态使他们更易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并在网络上发表从众言论。社交媒体上热门话题的迅

速传播激发了大学生表达观点的渴望，使他们更易从众，追随舆论。缺乏独立个性的大学生，在群体中

相互影响和渗透[8]，加之好奇心重、价值观不成熟以及思考问题片面等特性，导致他们更易将他人的意

见作为自己的参考标准，从而表现出从众行为。社交性和渴望融入的心理使大学生更容易受同侪影响，

在网络舆情中更倾向于发表与主流观点相符的言论，以获得社交认同感。这一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

得尤为显著，呈现出一种集体行为的趋势。以下摘录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N7：“大学生对各方面就是都感兴趣，就是喜欢吃瓜，好奇心比较重。”N13：“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待问题就

很片面，只能站在发表的那个人的角度去看，而不能看到另一方的角度是怎么想的，就会产生偏见。” 

3.2. 数字素养 

由于大学生尚未踏入社会，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和知识，阅历较浅，且充满年轻气盛。数字素养的

不足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网络中的不法分子的煽动，从而跟风发表一些不当言论[15]。大学生由于缺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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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见、认知能力、思辨力，面对于同一舆情事件，当意见产生分歧时，一部分大学生放弃深入剖析的独

立思考过程，陷入盲从的心理误区。这使得他们失去自我判断的能力，过度依赖和妥协于他人观点，产

生从众行为。在盲目从众心理的驱使下[16]，随主流采取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态度，进而在网络平台上发

表观点。这种从众行为既反映了数字素养的不足，也暴露出大学生在网络舆情中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弱

点。以下摘录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N2：“就是感觉自己陷入了虚拟的环境，就会盲目从众地相信网络舆情，没有自己的主见。”N15：“自己有

时候就很难辨别这些舆论的真假，有时候觉得是真的，但官方辟谣说是假的，很难去评估这些事情的真假。” 

3.3. 舆情特点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发表网络言论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从众心理的视角下。网络舆情具有传播速度

快、传播内容失真等特点。受此影响，网络舆情必然会迅速传播，在短时间内扩散到网络上，形成全社

会关注的热点事件[17]。大学生具有时间自由、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等特点，因此能更快地捕捉到热

门事件。然而，由于网络舆情内容的真伪难以辨别，导致大学生极易产生从众行为。在没有完全了解和

掌握事情真相的情况下[18]，盲从地在网络上发表个人观点和看法，甚至可能发表一些极端言论以吸引注

意。这种从众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显著，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思考能力，他们可能更容易被舆情

引导，陷入信息泡泡中，而非基于深入的独立思考。以下摘录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N1：“就比如说网络营销号上面就是发了一些事情，就是有的会相信然后有的感觉他很离谱然后就不会相信。”

N10：“现在网络各种信息传播的也比较快，看到了可能就会评论一句，说一句什么的。” 

3.4. 网络环境 

相较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主动输出，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和地域限制[15]。网络环境的

言论自由和虚拟性体现在参与网络的任何个体不受职业、身份、年龄等方面的限制。每个人都能以虚拟

和匿名的身份在网络上表达个人观点和看法，发表言论。现代社会中存在焦虑、不满等负面情绪，而由

于网络言论的自由，这些情绪在网络上得以集中释放。从众效应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蔓延[18]，失去理性

的大学生群体易受到过激言论的影响而偏离正轨。为了获取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认同感，他们会主

动改变自己的想法，从而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这种从众行为表现为在面对激烈的网络言论时，大学

生会随波逐流，迎合主流舆论，而非基于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以下摘录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N1：“就比如说网络营销号上面就是发了一些事情，说的跟真的一样，就会相信。”N8：“网络言论自由，但

是有一些言论就会对大学生产生一个不正确的引导。” 

3.5. 家庭环境 

在从众视角下中，大学生的言论表达受到深刻的家庭环境影响。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强调稳重谨慎，

主张积极融入集体，使得孩子在思想和行为上过度依赖他人。这导致大学生在面对问题时首先考虑他人

的看法，失去了独立判断能力。使他们产生从众行为。而鼓励独立言论表达的家庭则培养出更具创造性

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传统文化对个体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

值观的塑造[8]。当一个观点得到多数认同并引发共鸣时，个体可能在舆情氛围的影响下放弃原有的想法

[19]，选择同意多数人的意见，从众地在网络上表达观点，以在内心中获得一种稳定踏实的安全感。在这

一过程中，家庭的教育方式对大学生从众行为产生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以下摘录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N12：“可能从小到大的教育方式让一个人不会发表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去听取别人的想法。”N9：“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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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种比较固有的思想，就比如说必须得少数服从多数。” 

4. 讨论 

从 20 世纪开始，从众现象成为研究热点[20]。指在团体中为获得认可或避免惩罚而采取与大多数人

一致的行为[21]。网络上的从众行为受匿名身份影响，较少群体压力，但大学生在网络舆情中较为单纯，

容易受影响，表现出不理智行为[22]。这导致他们在网络上不顾后果地跟风发表不客观的言论，缺乏社会

责任感和法律意识[23]，同时带偏网络环境，不利于文明和谐。 
个人因素在从众视角下网络舆情对大学生发表网络言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大学生作为网络群体中

最积极参与社会热点事件讨论、情绪态度最敏感、自我意识最强烈的一群，高校大学生更易受到复杂多

变的网络舆情影响，从而在网络上从众地发表言论[24]。由于缺乏独立个性，他们在群体中相互影响、相

互渗透，表现出在网络上发表从众言论的倾向。这种趋势与大学生社交性强、渴望融入社会群体的心理

相互作用，使得他们更易受同侪影响，倾向于发表与主流观点相符的言论，以获得社交认同感。 
数字素养是影响大学生在网络舆情中表达观点的重要因素。大学生对外界充满强烈兴趣，但同时缺

乏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25]，进而产生从众行为。大学生通常更快接受新事

物，但由于网络舆情内容难以辨别真伪，数字素养不足导致他们在未完全了解和掌握事实的情况下盲从

地发表个人观点。当代大学生作为一个科学文化素质较高的庞大网民群体，网络已经不可或缺地融入其

生活[26]。然而，由于网络舆情信息的真实性辨别困难且传播速度较快，大学生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时往往

更加盲目从众和随意。 
舆情的传播速度快、内容失真等特点使得大学生更容易迅速捕捉到热门事件。由于大学生尚未融入

社会，缺乏社会经验，且心智发育尚未充分成熟，在信息的涌入和短时间内舆情迅速扩散的情况下，大

学生因为好奇心重、思考问题片面等特性，而更容易从众地发表言论。网络从众行为还会抑制大学生的

个性发展，束缚思维，甚至扼杀创造力[27]，这容易导致群体性的思想僵化和固化，最终造成大学生独立

性的丧失[28]。 
在网络上，大学生持续参与信息的交流和传递[29]，作为最积极参与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的群体，更易

在网络上表现出从众行为。此外，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泛滥和多元化也增加了大学生在网络上发表不同观

点的压力，推动他们更容易受到主流观点的引导。由于其思维敏捷，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因此在网络舆

情中易受到影响，倾向于在网络平台听取其他网民的观点，并盲目从众地发表自己的言论。 
家庭环境作为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直接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也是导

致大学生网络从众的原因之一。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强调稳重谨慎，使得大学生更易受到网络舆情的影

响，盲目跟风表达个人言论。而鼓励开放思考和独立言论表达的家庭则培养出更具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

力的网络言论。 
大学生在网络舆情中发表从众言论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个人因素、数字素养、舆情特点、网络环

境以及家庭环境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他们在网络上言论表达的行为模式。深入理解这些影响因素有助

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大学生网络言论行为，并为培养理性、独立的网络言论表达能力提供有针对性的引

导。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在校大学生中对网络舆情关注较高的对象进行访谈，整合

和分析访谈资料。研究指出，在网络舆情的影响下，导致大学生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

数字素养、舆情特点、网络环境以及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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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样本数量较少且来源较为有限；其次，虽然已总结出 5 个核心

范畴，但是否还存在其他核心范畴仍需进一步挖掘；最后，虽然采用了扎根理论构建的理论模型，但为

了对其进行完善，仍需要运用问卷等多源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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