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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突发事件及其舆情传播特点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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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高校突发事件的新类型、成因从７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其舆情传播特点进行归类总结，初步探讨了有效
管控突发事件的方法。这对于高校管理者系统地认识突发事件，掌握其舆情传播规律，及时化解，突发事件正确引导舆

情，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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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突发事件是指由于人为的、自然的或社会政治
原因引起而突然发生的，对高校的教学、科研、生活、稳定

造成重要影响的高校内部事件［１］。高校历来都是突发事

件频发的重点区域之一，尤其是近年来，高校突发事件呈

现多发态势，校园环境、校园文化、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

都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这对于高校广大教师以及管理者

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

联网的普及，大学生的信息沟通渠道越来越便捷［２］。突

发事件的舆情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并加以强化。这些重大

突发事件扩散传播极快，容易被新闻媒体、社会大众、广

大师生所关注。因此，若舆情没有得到准确、全面监测，

或这些舆论与信息管理引导不及时、不细致就有可能加

大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难度，稍有不妥还会加剧矛盾、扩

大事态，其后果不堪设想。故理性分析研究当前高校重

大突发事件的新类型及其成因，把握其舆情传播特点，是

新时期维护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的必要课题，这为高效管

理者系统地认识突发事件，掌握其舆情传播规律，进一步

将突发事件及时化解并对其进行正确的舆情引导提供了

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同时，这对于创建安全、和谐的高

校学习与生活环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类型
由于当今社会的纷繁复杂，高校作为其中的一个单

元，其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今高校已不再是象牙

塔中单纯的那方净土。故而高校重大突发事件多发，且成

因复杂，并出现了许多新类型。通过对高校突发事件性质

的总结与分析，其成因主要表现在如下七个方面。一是民

族与宗教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局势的不安定，尤其是引

发的政治、军事类事件对高校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导致高

校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如非法游行集会、罢课、政治运动

等［３］。二是由于高校的大扩招，师生人数快速成倍增长，

校园管理成本和管理难度日益加大，高校各类重大治安类

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如师生人身遭受意外伤害、校

园暴力冲突等事件。三是公共卫生导致的重大突发事件

如传染病、食物中毒等。四是不可抗力导致的自然因素及

环境恶化引起的如地震、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五是由于

教学管理环节出现管理不善、泄密、违规操作或学风师德

问题等引发的重大突发事件。六是因为人际关系、家庭环

境或者心理疾患等导致的各种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

些突发事件中的学生很多都认为父母离异对自己的影响

巨大，因此应该引起学校、家长以及社会的高度重视。七

是因为信息安全管理不善而引起的因网络舆论而引发的

重大突发事件。以上这些新类型表明如今高校存在突发重

大事件的风险。因此，高校管理者应加强舆情监测和正确的

舆论引导 ，有效规避这些风险，确保高校安全和谐稳定。

２　高校舆情传播多元化
在以往舆情传播凭借传统媒体的时代，高校管理部

门掌握着校园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的主导权，而现在，由于

高校管理者已不再是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传播主导者，多

样化的传播方式大大削弱了高校的管理者作为“把关人”

的功能［４］。在高校重大突发事件中，大学生既作为信息

接收的客体，又是网络信息传播者，他们可以通过以下媒

介进行舆情传播：社团、社区吧、微博、飞信、ＱＱ、微信和校
园 ＢＢＳ等各种新媒体工具。

（１）校园贴吧。目前高校社区贴吧是高校舆情传播
的信息发生源，主要是由于一方面社区贴吧很少受到学

校的控制，论坛中的网友身份大多不真实，大学生可以畅

所欲言，尽情宣泄，另一方面社区吧不像微博一样更新

快，周期短，信息容易一闪而过，帖子只要能得到多数人

的关注，就会留在前面，不会沉底，使得高校突发事件给

人以深刻的印象［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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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微博。微博已经成为高校突发事件舆情传播主
要媒介，较之于贴吧，微博在引导舆论方面更能释放正能

量，可以从不同角度引导大学生认识突发事件，化解舆论

的负面影响，另外对于微博有正规的监管体系，更加强调

信息真实可靠，信息即使被发布者删掉也可以追溯，这样

在极大程度上避免和压制了谣言的散播［６］。

（３）微信、ＱＱ、飞信在传播舆论方面不像贴吧、微博
那样基于公众大胆发表言论，他们依托好友建立信息发

布平台，在舆论传播方面受到顾忌很少产生负面信息。

（４）电子邮件。Ｅ－ｍａｉｌ在互联网上的应用和运营
也是很广泛和成功的。它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威力也不容

忽视。通过发Ｅ－ｍａｉｌ不仅可以进行个人之间的联系，也
可以运用群发软件同时向多名用户传递信息。

（５）学生社团和寝室。社团是大学生互相交流和学
习的地方，一个社团可以聚集全校各种专业各个学院的

学生，他们可以同时借助网络媒体进行舆论传播。而寝

室是大学生生活的地方，一些焦点话题他们最喜欢在饭

后休息前在宿舍讨论。这两种场所的信息扩散也是不容

忽视的，要根据不同传播媒介正确地进行待舆情引导［７］。

３　高校舆情传播的特点
３．１　传播速度的快捷性

在新的环境下，高校舆情的传播和表达比起一般舆

情来讲速度要快，呈现出高效快捷的的特点。大学生思

想活跃，行动积极，热衷于对社会焦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

点，其群体居住比较集中，经常接触网络，空闲时间相对

多而集中。一些高校突发事件通过各种传播媒体迅速地

报道扩散，师生们在第一时间内就获知突发事件的信息。

３．２　表达形式多样化
目前的媒体传播具有报纸、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

的诸多优势，信息表达形式多样，支持文字、音频、图片、

视频等多媒体信息的传播，可以采用“文字＋视频”、“文
字＋图片”、“音频＋视频”、“文字 ＋图片 ＋音频”、“
文字＋音频＋图片 ＋视频”等多种随机排列组合方式
来完成，信息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丰富了网络传播的内容，

这种信息表达的立体性大大增强了突发事件的直观性，

吸引了更多的社会群体关注高校突发事件［８］。

３．３　传播内容复杂化
大学校园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播媒体日益丰富多样，传播方式也呈现立体化，这就导

致了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复杂，涉及的

范围之广给高校管理者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其舆情

传播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就业、情感、心理、各种自然

灾害、犯罪、自杀等各种影响高校安全稳定的事件［９］。如

２００２年的非典事件、２００４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害４
名同学的刑事案件、２００８年的汶川地震、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
日发生在上海商学院徐汇校区一学生宿舍楼的火灾，

２０１２年９月的长沙钓鱼岛事件，２０１３年的复旦投毒案等
多起突发事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尤其是这

些突发事件的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快速的传播速度以及

社会影响力应引起高校管理者的重视。

４　结　语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广大师生的信

息交流方式产生了重要变化。当前的媒体传播环境具有

反应及时、开放自由 、广泛参与的特点，高校突发事件舆情

传播的主体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舆情传播传播速度快捷迅

猛，呈现“涟漪式”扩散效应，表达形式的立体化，多样化，

传播内容的复杂化，所有这些使得高校舆情呈现出日益复

杂的新态势［１０］。因此，创新舆情管理的新方法，加强对突

发事件舆情的正确引导，建设业务素质过硬的高校舆情管

理团队显得越来越重要。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和思

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者、指导者，在高校危机管理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是有效阻遏高校突发事件的基层防线。教育部

规定的辅导员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了解和掌握高校学

生思想政治状况，针对学生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及时进

行教育引导，化解矛盾冲突，参与处理有关突发事件，维护

好校园安全和稳定”［７］。能否正确引导、应对突发事件中

的舆情，是对辅导员综合能力的考验，是检验辅导员是否

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高校应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

设，提高辅导员对于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和处理能力。高

校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水平关系到高校治校能力的高

低［１１］。面对传播方式的新变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高校

管理者应认真分析突发事件的成因，加强引导的针对性和

目的性，研究科学决策的方法，制定更完善的危机管理体

系，确保高校的安全、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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