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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新闻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以及网络舆论引导应该体现其专业素质、道德素养

和社会责任意识。然而，在实际的宣传报道中，新闻媒体会出现回避报道、主观报道、报道重心偏移等

问题，导致网络舆情愈演愈烈。本文通过对三起重大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总结了新闻媒体在重大网络

舆情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力，探讨了其应当具备的职责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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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jor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news media should reflect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ies, moral 
literac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in reporting on related events and guiding online pub-
lic opinion. However, in actual propaganda and reporting, news media may encounter problems 
such as avoiding reporting, subjective reporting, and shifting the focus of reporting, leading to in-
creasingly intense online public opin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ree major online public opinion 
events, summarize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news media in these events, and explores their re-
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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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可以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和报道，引导舆论。媒体报道的内容和方式

直接影响公众对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媒体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网络舆情事件具有

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信息来源多样等特点，一些负面的、片面的消息会引起公众恐慌，造成社会

不稳定。因此，媒体必须本着客观、公正、负责的态度，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和报道，引导公众正确认

识和评估事件，推动事件的解决和处理。 

2. 媒体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的角色功能 

2.1. 提供信息渠道，满足公众知情权 

新闻媒体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承担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重要任务。知情权是受众在新闻

传播活动中所享有的一项权利。随着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正朝着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迈进，

公众的知情权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和社会效益也越来越突出。重大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引发了社会公众

对其中所涉及的社会现象、问题以及政策等的激烈讨论，反映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同时也暴露出网络

舆情事件背后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公众对社会道德和人权的看法，关乎大多数人的利益。因

此，有效提供信息渠道，不仅要满足受众对于网络舆情事件知晓的权利，全面、完整地对网络舆情事件

进行报道，培养受众对危机的认知，在网络舆情事件不同发展阶段均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还要将网络舆

情本身所具备的重要性及其与受众之间的关联性为受众所知。 

2.2. 构建话语空间，有效引导舆论 

新闻媒体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新闻媒体除了要对重大网络舆情事件进行报道外，还“反映社情民

意、表达人民群众愿望与呼声”[1]，为公众提供一个话语表达的空间。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新闻媒体拓宽

了信息传播渠道，但网络信息的公开性和隐匿性让网民的意见生成了一股强有力的舆论力量。在重大网

络舆情事件中，新闻媒体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同步跟进事件报道，并将公共领域延伸到网络空间，社

会公众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表达。而此时，普通网民难以对相关信息作出合理全面的分析，在舆情

信息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和政府需要通过发布权威的信息来进行舆论疏导，媒体需要对公众的

立场和意见通过持续报道的形式进行舆论引导，将权威的、可靠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主要性舆论。因

此，媒体应该充分发挥其专业性，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告知公众孰是孰非，以事实为依据，营造正向

的舆论氛围。 

2.3. 发挥社会监督功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新闻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

务进行监督、评议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2]。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媒体角色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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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功能贯穿于网络舆情事件发展全过程，及时关注舆情动态，准确把握引导时机，及时对社会问题作出

反应。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应当承担起肩上的重任以及对社会的责任，遵守职业道德准则，

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引导，促进问题的妥善解决，提倡积极、主动、稳妥，反对炒作、渲染、夸大，

凝聚正能量，使舆论引导取得析事明理、解疑释惑的效果。 

3. 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媒体传播存在的问题 

3.1. 媒体角色失语，在重要事实前回避报道 

媒体受到市场化经济的影响，将“利益”作为新闻报道的考虑因素之一，这就导致媒体在一些没有

利益的事件中会出现失语的情况。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进一步加快，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

大，尤其是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媒体在网络舆情发展期缺少对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的分辨，缺乏对

相关事件事实真相的报道，在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前选择回避报道，不采访、不发声，

或错过最佳时机进行相关报道，浪费新闻资源，缺乏对社会关切的回应，避免或晚挖掘报道价值。 
比如“成都四十九中学生在校坠楼”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关注，一些成都地

方媒体却在汹涌舆情发酵时，集体缺位，引发网友对该事件的猜测，这也让谣言的出现和扩散有了可乘

之机，而成都地方媒体本应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却在舆论发酵后才姗姗来迟，不仅错

过了事件报道最佳时机，还严重损害了地方媒体的公信力。 

3.2. 媒体角色错位，主观造成新闻不实 

媒体角色错位，表现为“说”得不到位，比如从“客观者”错位为“主观者”，在网络舆情产生与

发展期，媒体的发声尤为重要，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社会各界更加期待专业的新闻媒体传递真实情况。

“引导公众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等待科学调查结果，是在自媒体八面来风、乱箭齐发的舆论场上，专

业媒体应担负的责任[3]。”在舆情爆发期，新闻媒体应将真相从“噪声”中剥离出来，展现在社会公众

面前，成为客观事实的报道者。与此同时澄清不实言论，对谣言进行辟谣。然而，部分媒体却在这一时

期错位为“主观者”。 
在“鲍毓明事件”中，南风窗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掺杂着主观性，在报道中，南风窗过分站在受

害者李星星的立场，发文称《上市高管鲍毓明性侵养女四年》，随即凤凰新闻、澎湃新闻等媒体相继报

道，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出现了舆论一边倒现象：公众痛骂当事人鲍毓明，对性侵未成年的情节愤怒不

已。可最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却是：鲍毓明不构成性侵，李星星年龄造假。在这起事件中，许

多媒体都对该事件进行片面的报道，报道内容未经过严密的取证和严谨考究，夸大事实的进行报道，不

仅误导舆论，还导致当事人遭受了网络暴力。 

3.3. 媒体角色混同，“客观报道者”变“他人评判者” 

角色混同是指“角色承担者不遵从特定角色规范要求，将某一角色的行为方式用于充当其他角色”

的角色越位行为[4]，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媒体的角色混同表现为媒体角色从自我“客观者”越位为他人

“评判者”的角色混同。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混淆“客观者”与“评判者”角色，容易陷入媒介审判误区。 
在“庆阳女生跳楼事件”中，一些新闻媒体转移关注焦点，对该女生轻生的原因和围观群众起哄等

进行大量的报道，偏离了报道的重心，在案件还没有定论时，媒体和公众就对其作出了审判，一些媒体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片面性报道，并且由于该话题具有争议性，相关报道一经发出，便在网络

平台迅速传播，激起了数波舆论浪潮。在情与法的博弈中，坠楼女孩、班主任老师、学校、和双方家长

围观路人等都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不仅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更是对相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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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司法审理造成压力和影响。 

4. 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新闻媒体有效发挥作用的路径 

4.1. 利用先进技术手段监测和分析舆情 

随着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新媒体渠道逐渐成为新闻媒体占据舆论的重要阵地。以大数据、

算法推荐、机器学习为核心的技术改变了传播格局，深刻改变着网络舆情的生成模式与传播机制[5]。数

字媒体时代的到来，使网络舆情的出现和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此同时，舆论生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但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其技术优势助力舆论生态的监测、

分析和治理。 
首先，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实时监测，把握舆情发展的整体态势。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技术，全面监测网络信息，并进行网络信息的收集和跟踪，形成舆情监测系统和风险预警系统，结合情

感分析技术以及舆情的发展对舆情的走向进行评估，第一时间抢占舆情应对的主动位置。其次，借助智

能化的信息分析技术，对舆情类型、发展阶段、公众情绪、关键节点等进行深度分析，对过往舆情事件

进行深度挖掘，借鉴过往经验，生成整合舆情应对新方案。最后，利用数字化技术，助力舆情应对处理。

打造数字化舆情互动新产品，生成以算法为基础的智能舆情服务平台，为舆论引导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形成正向的舆论氛围，找到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契合点。 

4.2. 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把握舆情事件发展的节奏 

重大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比较突然，并且往往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在事件发生后社会大众急

需了解事件发生的情况。面对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媒体要在第一时间发布正确的信息，坚持及时准确、

公开透明、正确引导的原则，抢占舆论引导的先机。第一，新闻媒体应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反应，将经

过多方核实的准确消息及时报道，主动地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第二，对相关事件的报道

遵循持续发布、连续发布和动态发布的原则。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发生后，人们对该事件的讨论会形成

舆论，新闻媒体应当按照舆论引发、形成、影响扩大、和影响消退四个阶段，根据相关节点，持续动态

的发布信息。把握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节点，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主题，不回避重要问题和信息，

向大众提供准确权威的信息。 

4.3. 正确引导舆论，实现舆论引导科学化、民主化 

媒体对社会舆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主流媒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多

传播一些真实、正确的信息，正确引导舆论走向。第一，新闻媒体应有效设置议程。新闻媒体对于重大

网络舆情事件要有自己的认知和想法，为大众解读时应当秉持当代价值观与正确理念，合理设置议题，

引导公众进行理性讨论，帮助他们了解事件的本质和复杂性，提供专业的解读和分析。第二，构建舆论

引导的科普机制。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的舆论引导过程中，新闻媒体通过科普宣传、教育等方式，提高

公众的信息素养、科学素质，让公众更好地辨别真伪信息，自觉维护网络舆论秩序。第三，加大舆论引

导力度。舆论引导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管理的过程，是各要素之间有机互动的过程，舆论引导要改变单纯

依赖政府的传统观念，建立起引导主体间的对话和协同机制，发挥多元主体的协作作用。 

4.4. 寻找恰当的时机，建立共情的连接 

网络舆情往往是由网络事件和大众的情绪构成。情绪是网络舆情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员

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所有人都可能形成舆情源头，引发舆情的因素空前增加，加之后真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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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情绪表达早已超越了对于真相的探求。作为新闻媒体，我们需要关注人们的情绪与情感诉求。 
新闻媒体在重大网络舆情处理过程中，应当把握恰当的时机，主动利用新媒体与公众对话。首先，

与公众积极互动，打造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发生后，人们第一时间就能从新媒体平

台获取消息，新媒体平台的共享性、个性化、互动性凸显，民众可以互相交流意见，表达看法，迅速形

成民意舆论，权威性的官方媒体应及时与民众进行积极互动，遏制谣言的传播，在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

下，信息不仅会快速传播，人们的参与度也更高，推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同频共振。其次，引导

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善待他人，拒绝网络暴力和恶性媒体报道批评等，积极有效进行民众的情绪引

导，从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深刻洞察大众的诉求和情绪，主动进行反思和总结。 

4.5. 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专业素养 

新媒体时代，多平台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也变得复杂，一些新闻媒体注重追求经济效益和受

众注意力，利用受害者的遭遇吸引流量，制造噱头，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也没有发挥作为新闻媒

体应有的功能。媒体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报道时，尤其是涉及公众敏感点的时间和司法案件时，应该把公

众利益和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真实客观地进行新闻报道，最大程度降低对当事人的伤害，不人云亦云，

遵守新闻传播伦理道德与法规，对涉案者及其家属保持情感理性，避免对他们的隐私过度挖掘和过多关

注。 
增强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不断学习相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时代习近平新闻舆论思

想指导新闻实践工作，学习掌握新技术，与时俱进，增强自身的创新意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5. 结语 

网络舆情事件的不断发生和演化，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网络舆情事件

信息传递的主体之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新闻媒体发挥着监督、引导、传播

和反馈等多重功能。因此，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新闻媒体要及时提供真实有效的事件信息，把握正

确的舆论导向，主动利用新媒体，关注大众的诉求与情绪，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道德素养，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有效发挥媒体在重大网络舆情事件中的作用，促进舆情事件的公开化、透明化和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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