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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媒体的运用 ①

田华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作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新媒体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具有传播速度快捷、个性化特征

明显、互动性强等优势，但也存在着围观现象严重、传播内容芜杂、用户习惯性质疑等问题。对此，学校及相关主管部门

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必须改变态度，从害怕、防范新媒体逐步过渡到重视新媒体，及时掌握舆情动

向，运用新媒体迅速发布权威信息，并加强与新媒体用户的合作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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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

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１］。近年来，我国各类学

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不但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构成了威胁，而且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日

益普及，一旦信息公开和新闻处置不当，很容易使突发事件演变成公共危机，不但会使学校的形象和声

誉遭受负面影响，而且会让学生、家长乃至社会陷入恐慌。

１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高度重视新媒体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媒体技术、媒介组织形态、用户使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与演进。

当前，新媒体是基于数字信息技术的具有互动性、多元性、开放性等诸多特点的一种媒体形态，微博、微

信等均可归入其中。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手机应用体验的不断提升，手机等新媒体终端成为

人们工作和闲暇时间使用最多的媒体。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及相关主管部门在面对学校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时，重传统媒体轻新媒体，重门户网站轻两微一端的现象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

事实上，在学校尤其是高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已经逐渐成为广大师生获取信息、关注热点事件的重要

甚至是主要渠道。学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对其持续不断的更新与评论，

在某种程度上为受众提供了呈现整个事件的某种映像，必然会对学生及相关人群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

成为引领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加强对新媒体传播内容的管理与调控显得尤为重要。

２　新媒体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传播特点
相比传统媒体而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中具有明显的传播特点，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传播速度快捷
随着通讯工业的发展，可拍照手机的普及，新媒体用户只要手中有一台手机或者其他的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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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发表评论。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相关的信息也往往是新

媒体用户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最先发布的。传播速度快捷的优势，让新媒体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既有可能因传播迅速抢占舆论的制高点，也有可能因为传播内容的不够全面和准确而给学校和相

关管理部门带来不利。

２．２　个性化特征明显
新媒体的“零门槛”，让每一个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

风”的时代悄然来临。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新媒体用户不但在传播的时间、地点、

内容、形式上“我的地盘我做主”，而且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言，新媒体对于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

息传播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传播手段上也更为多元，文字、图像、声音经常被综合运用，表现形式日趋

多元，信息传播的个性化特征明显。

２．３　互动性强
“从前所说的‘大众’媒介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将所需

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２］４９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中，新媒体用户

不但接受来自新、老媒体传播的内容，而且通过对相关内容的点赞、转载、评论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表

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与传播者进行互动，甚至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去。

３　新媒体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一方面新媒体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其存

在的人云亦云、热闹围观、习惯性质疑等诸多问题，也亟待引起人们的重视。

３．１　围观现象严重
２０１５年６月，沈阳市立人学校数百学生出现集体呕吐症状，对此，学生家长和当地民众既有在朋友

圈里发文感慨的，也有在微博发帖并＠中央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的……与以往人们对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以看为主”不同，不少新媒体用户不但“看”，而且边“看”边“说”，或自行传播道听途说

的消息，或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与声援，形成“蔚为壮观”的新媒体

围观现象。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新媒体围观现象，以及由新媒体围观进而引发的传统媒体围观

现象，虽然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进而促成问题的解决，但其在围观过程中对社会公众所造成

的心理恐慌，对事发学校及相关主管部门形象的危害，同样不能轻视。

３．２　传播内容芜杂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由于牵涉的面比较广，社会影响较大，往往能够迅速引发社会公众

的关注，在官方说法没有出台之前，各种未经核实的内幕、背景、最新进展，借助新媒体这种“零门槛”的

传播媒介广为传播。这些消息既有来自新媒体用户在事件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也有可能仅是主观

臆测与妄加揣测，甚至有可能是以讹传讹。在真假芜杂的传播内容中，既有可能有隐藏的事实真相，也

可能有别有用心者的蓄意为之。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学校及其管理部门如果不高

度重视新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任其泛滥、发酵，不加以正确引导的话，完全有可能让事情往相反的方

向发展，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３．３　用户习惯性质疑
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对于来自官方的信息，相当多新媒体用户的第一反应是习

惯性质疑，这种习惯性质疑一旦通过新媒体广为传播，极易产生连锁反应，进而成为一种集体的质疑、误

解甚至情绪的对立。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少新媒体用户对于所谓的“内幕”甚至谣言，却很容易轻信。

２０１５年３月发生在贵州省安顺市普定一中的食物中毒事件，虽然当地政府部门组成了专门的调查组进
行调查，公布因食物中毒需要治疗的学生仅几十名，但在新浪微博上却被传播为“食堂食物不干净导致

１１００多名学生食物中毒，医院学生爆满”，而且这样的虚假信息被不少新媒体用户所采信，这不能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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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反思。

４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媒体运用策略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性质”，往往让事发学校及相关主管部门“防火防盗防记者”，对于

无孔不入的新媒体也是“应对”多于“运用”。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必须改变对于新闻媒体尤其是新媒

体的态度，从害怕、防范逐步过渡到重视、正确运用上来。

４．１　重视新媒体，掌握舆情动向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往往会有一定的征兆，这些征兆大多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

前。其中，新媒体由于其便捷、匿名、低成本等传播优势，成为最有可能的传播途径。事实上，学生及家

长通过微博、微信对学校卫生状况、隐患等方面的抱怨、投诉、求助，贴吧、论坛里的相关热帖，都有可能

成为学校及相关管理部门获取信息、掌握舆情动向的重要途径。对于已经在新媒体上暴露出的“苗

头”，必须高度重视，不但要快速、准确地报送相关管理部门，而且要迅速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和处

理，从而将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当前，已经有不少学校，尤其是高校开始重视通过新媒体掌握舆情动

向，如华中科技大学的舆情信息研究中心在校园舆情调查与分析方面已颇有建树，值得各级各类学校及

管理部门借鉴。

４．２　运用新媒体，及时发布信息
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半小时之内网上就会出现文字、图片、视频，铺天盖地［３］。当前，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关于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几乎就是现场直播。而且由于新媒体的开放性和自

由性使得新媒体成为各种舆论意见的角力场和集散地，也经常成为裹挟着流言、充斥着非理性情绪的无

序世界，使得舆情监测与引导更加困难［４］。对此，在出现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学校及相关管理部

门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通过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无疑是最

为明智的选择。其中，对于谣言，迅速澄清事实的真相；对于事故造成的危害，宣布补救措施；对于事情

的最新进展，及时更新……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舆论危机，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４．３　借力新媒体，加强合作互动
“网络首先聚合的是那些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这是它的威力和诱惑力之所在。”［５］３８事实上，不单网

络是这样，微博、微信等其他新媒体也是如此。人们之所以关注新媒体、使用新媒体，其中一个很大的原

因就在于通过新媒体能够找到具有相同观点、相同志趣的人，能够找到自己所属的“圈子”。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新媒体的用户是“参众”，参与者以“我”为基点，进入同嗜的圈子，获得“我”的愉悦体验，这

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内循环［６］。从这一角度而言，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新媒体用户的迅

速关注与讨论，既源于对事件本身的关注，也有对这种参与式传播的“热衷”。因此，在学校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学校及相关主管部门认真搜集与整理群众意见，并及时、主动地进行回应，加强与

他们之间的互动，不但能够满足“参众”的知情权，而且能够赢得他们的理解与尊重，促成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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