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 言

在互联网+时代，对高校来说，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

信息的主要渠道，信息化校园的建设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

供了很大的便利性和趣味性，适应了学生的即时化、碎片化

的学习，当然，这种即 时 性 通 信 工 具 如 ：微 博、微 信、QQ、陌

陌、YY 等也成为现在高校大学生交流观点、表达情绪的重要

场所。
高校是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的安全稳

定是整个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大学生的非常

规突发事件会影响高校和社会的稳定。
高校的非常规如法事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网络信息

的传播贯穿始终，高校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差，自我控制能

力不强，会加速或提升高校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概率。
随着高校网络化、信息化校园建设的推进，互联网的各

种新型通信工具和交流平台给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的便利

的同时，也给高校的网络信息突发事件管理提出了挑战。
比如：大学生对社会热点的网络负面舆情，网络诈骗，突

发非正常死亡等，高校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的同时，加强网

络舆情的引导和管理，建立完善的大学生非常规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机制。
1 研 究 的 意 义

由于网络评论、新闻、跟帖、论坛、微博、博客、群组软件

等网络新媒体迅速发展，舆情信息随时随地互动传播，庞大

数量的网民已经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深度介入各种

社会现象、问题和事件的孕育、发生、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抗

日游行事件、水污染，各种交通事故灾害，食品安全，高校学

生心理问题、轻生问题等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在事件发生之

后，高校学生往往通过互联网的流媒体第一时间获取事件信

息，并进行反馈和传播。高校大学生对突发事故的反应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事件的处理和发展进程，因此通过对大学生

突发事件网路舆情调查与机制研究，不仅有助于对谣言的及

时制止，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应措施，提高突发事件的处理

效率和效果。因此，对网路舆情下大学生非常规性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机制研究既是网络发展的需要，也是各级教育部门

及高校管理者的迫切需求。
2 调 研 结 果 分 析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分析，主要采用卡方分析方法，

针对学生对于高校学生对突发事件的关注情况、高校学生对

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参与情况以及高校对学生的突发事件

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情况等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下述结

论。
2.1 关注情况与参与方式的卡方分析

通过上述卡方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关注突发事件的程度

与学生参与突发事件的讨论方式的卡方检验中，检验的统计

量 sig=0.000<0.05，说明卡方分析的结果是显著的，即学生

对于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与其参与突发事件的参与方式具

有显著的关系。
2.2 关注情况与是否参加过安全教育课程的卡方分析

通过上述卡方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关注突发事件的程度

与学生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课程的卡方检验中，

检验的统计量 sig=0.000<0.05，说明卡方分析的结果是显著

的，即学生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课程对于突发事

件的关注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2.3 突发事件参与方式与是否参加过安全教育课程的卡

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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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卡方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参与突发事件方式与

学生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课程的卡方检验中，检

验 的 统 计 量 sig=0.000<0.05， 说 明 卡 方 分 析 的 结 果 是 显 著

的，即学生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课程对于参与突

发事件的方式具有显著的影响。
所以，从以上的三个卡方分析来看，高校大学生入校安

全教育与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以及关注程度与以何种方式

参与突发事件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有入学安全教育，

大学生的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比较关注，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处

理，对高校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网 络 舆 情 视 角 下 大 学 生 非 常 规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管 理 机 制

研 究

高校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速度快、影响大，应对

这种非常规突发事件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难度大，如不能

建立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信息收集机制、研判机制、策略选取

机制、现场应对机制和事后跟踪机制，务必会扩大非常规突

发事件的影响面和破坏度，所以上至党委，下到班级同学，要

全员参与到有计划有准备的大学生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

管理机制中去。如下图所示。

高 校 大 学 生 对 非 常 规 突 发 事 件 网 络 舆 情 的

应 急 管 理 机 制 示 意 图

3.1 高校大学生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信息收集机制

信息收集机制是整个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

基础，其信息收集队伍的合理性，信息采集的完整性、可信度

等都会影响到后续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研判，也会影响到是否

能预测非常规突发事件。从前面调查分析的情况来看，在信

息收集机制中，首先要从班级和学生会中选出网络舆情员，

再组成学院的网络舆情信息员队伍，进行专门的培训和任务

分派。其次，建立信息收集的计划，周报或者月报，具体报什

么内容，如何呈报，都要做个详尽的计划，按计划有序的常态

化的专人跟踪负责。最后，从调查的数据分析来看，最重要的

还是要从舆论上引导全体学生正确关注和参与非常规性突

发事件，增加每个学生的网络舆情和信息敏感度。
3.2 高校大学生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信息研判机

制

事件的研判要以信息搜集为前提，所以信息的收集非常

重要，当然信息收集后，在二级学院以上层面，包括学生处和

党委要进行专门的网络舆情信息的研判，判定的结果将直接

影响都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理效果。
首先，要对收集的信息进行鉴别，判断其动机和用意，当

然不同类别的信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其次，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分析内在的原因，比

如很多心理问题的，可以联系进校的心理健康测试结果，判

定是即时性，还是延续性的。
最后，舆情的专家团队要分析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总

结出焦点，找出解决问题的症结，形成书面的事件信息研判

报告，要具有前瞻性、时效性和可行性。
3.3 高校大学生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策略选取机制

非常规突发事件策略的选择是根据事件的研判和高校

现有的资源情况综合考虑的，不同策略的回应方式不同，应

该极可能的满足突发事件当事人的诉求。在选取策略的过程

中，应该尽可能的以下三个原则。首先是效果最佳原则，就是

采用的策略最大化的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使其恢复到事发之

前的状态，尽量减少对学校的负面影响；其次是信息准确原

则，在选择策略的时候尽量做到信息准备完备，以减少由于

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当事人和网民的情绪激动，迫使学校处于

被动的局面。在事件策略的选取方面，应该由党委领导下的

各级组织机构相关人士共同讨论决定。
3.4 高校大学生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机制

在高校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方面，首先我们

应该做好应急预案，根据之前的信息收集、研判、策略选择等

做好准备，同时应该做好常规和非常规两类突发事件的应急

处理方案，从组织、措施、应急、信息沟通、安抚、医疗等每个

方面都要做好精细的实施方案，以确保万一发生非常规突发

事件，就是按照预案进行处理。其次，充分发挥高校爱校学生

的热情，积极投入整个突发事件的服务中，以学生的身份见

证事件的过程，增加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可信度和易接受度。
最后，要建立一支专业的网络舆情队伍，利用信息化手段随

时关注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展趋势，以备给后续的工作提供

思路。
3.5 高校大学生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跟踪机制

非常规突发事件得到应对之后，有可能引发网络的热议

而将事件继续放大，或者高涨的网络舆论得到了消退，不管

属于那种形式，高校还是要继续加强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

情的跟踪机制。首先，关注应对策略实施后，网民及媒体对事

件的态度情况。其次，关注网络的新闻报告后的评论的立场。
最后，关注网络新闻媒体的报道数和论坛的跟帖数量是否有

所增加。通过这些关注和跟踪，分析对比应对措施之后高校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效果，从而判定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持

续时间和应对力度，确保从头到尾万无一失，让事件慢慢化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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