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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军校学员的网络舆情分析及引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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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舆情对军校学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也是构建积极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的重 

要环节。详细分析了军校学员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关注内容和传播特点，针对这个特殊网络群体提出有效的 

网络监控手段，最后提出管理和引导军校学员网络舆情的策略，以有效维护军校网络舆情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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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信息 

传播形式，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友言论活跃已达到 

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 

上形成网上舆论，通过这种网络来表达观点、传播思想， 

进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达到任何部门、机构都无法忽 

视的地步。可以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网络舆论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它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 

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所持有的具有较强影响力、倾 

向性的观点和言论，是网民关注的热点，是民众讨论的焦 

点，集中反映一个时期网络舆论的中心。网络舆情一般是 

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社会事件的发生 、发展和变 

化，民众对网络话题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信念和 

价值观。2011年 1月第2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学校网民比例占23．2％；北京高校大学生思想动态 

滚动调查资料显示，69．6％的学生把网络作为获取社会信 

息最主要的渠道⋯。由此推断，高校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 

思想和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军队网络舆情是广大官兵借助军营网络媒介，在网上 

所发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近 

年来，随着教育网、长城专网、全军军事综合信息网、全 

军政治工作综合信息网等网络的成功开通，并逐步辐射到 

全军各所院校。军校学员作为青年官兵的优秀代表，其思 

想活跃，知识面广，通过浏览网络开源信息，发表评论以 

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为把握学员思想的基本动向，了 

解和掌握军校网络舆情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素材。 

在此背景下，基于互联网监视、分析网络舆情已经成 

为共识，如何回应、引导好网络舆情成为摆在军校学员管 

理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军队院校应紧贴网络时代特 

点，努力提高应对与学员息息相关的网络舆情的能力。 

二、网络舆情传播机制 

军校学员除了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国际互联网外， 

还能够使用普通高校大学生所不能访问的．mtn域名的军 

网，因此其接触的网络信息源覆盖面更广，表达情感的网 

络载体更加多样。军校学员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主要包括 

以下渠道 ： 

(一)电子公告板BBS 

对高校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BBS是高校网络舆 

情的主要载体，也是目前大学生讨论、表达意见的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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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军校学员也不例外。由于校园 BBS具有贴近校园生 

活、使用方便、承载量大、传播快捷、用户群集中、互动 

性强等特点，多数学员对BBS有强烈认同感，更愿意使用 

BBS来获取新闻信息及相关评论，了解他人的看法和观点 

并进行讨论和交流。BBS一般都设有版主，成员以匿名的 

身份登录，能够在平等自由的对话环境中为学员提供广泛 

的舆情表达空间。 

(二)网络新闻与评论 

网络新闻报道的热点往往反映了社会的热点，包括现实 

的事件和人们的态度等，而评论是在新闻报道后开设的供网 

民发表意见的新闻跟帖，这种讨论主题明确，可以及时和直 

观地反映社情民意。该类舆情信息一般集中在国际互联网上 

的各大门户网站上，是学员获取网络新闻的主要途径。 

(三)博客和微博 

博客即网络日志，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自身经历、表 

达自我感受等内容，与他人分享交流和互动。微博是一个 

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 

用只言片语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它对用户 

的技术要求门槛很低，可以通过手机、网络等方式来即时 

更新自己的个人信息。博客和微博在大学生群体中颇受欢 

迎，它被认为是一种时尚标志的同时，更是人们可以自由 

地表达 自己、展现 自己、经营自己的平台。 

(四)即时通讯 

用户根据个人兴趣组成群或小组，形成相对固定的群 

体组织，通过聊天工具，在互联网可以实现一对一、一对 

多甚至多对多的直接 即时交流，特点在于互动性和参与性 

极强，具有网上实时交流信息的优势。在学员中颇受欢迎 

的有QQ、MSN等，随着这些工具功能的不断扩充，即时通 

讯在反映网络舆情方面的作用也将日益增强。 

(五)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为网络用户提供了一种极为快速、简单和经 

济的通讯和交换信息的方法，Emml使用非常方便，即写即 

发，因此电子邮件是互联网上应用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手段 

之一。军校学员可以通过使用军网信箱和国际互联网信箱， 

在不同的网络中发送电子邮件进行信息交换。 

三、网络舆情主要内容 

军校学员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除 

了对社会热点、突发事件等社会公众舆论比较关注之外， 

还对军校内独有的学术、军事、文化、个人发展等有特殊 

的情感。从国内外政治事件到校园生活、学习技巧、爱好 

兴趣和个人情感，学员都会在网络上发表言论 ，某些精华 

帖往往能获得强烈反响，通过不断的回复跟帖，最终形成 

强大的网络影响。 

结合我校学员实际情况，针对 国际互联网上的 “跨线 

桥论坛”(hap：／／bbs．nudt．net)和军网上的 “ESIM论坛” 

进行了为期 5天的数据统计 ，统计时间为2011年4月23日 

至 4月 27日，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典型网站关注内容统计表 

主题数 评论数 每日新增评论数 网站 论坛版块 

(4．23) (4．23) 4
． 23 4．24 4．25 4．26 4

．27 

母校情怀 1736 31109 lo7 184 19 134 77 

谈天说地 13O549 2586952 25l 373 192 399 480 

灌水乐园 l1554 261835 408 505 347 551 674 

跳蚤市场 52827 382158 136 1l7 94 122 173 

心情日记 3228 217776 49 74 29 55 69 跨线桥论坛 

有情天地 5889 203oo8 66 6 15 24 11 

女生大本营 9752 168525 29 72 20 56 48 

佳园论坛 7148 71196 12 25 12 33 50 

数码影像 5247 71981 6 6 2 12 7 

美食旅游 6089 99384 17 8 9 16 10 

海纳百川 3245 48831 16 17 24 21 13 

新闻时事 12931 l16859 l5 13 18 28 26 

部队点滴 347 6126 l l3 12 34 19 

校园生活 12673 182276 161 14 121 66 57 

体坛风云 9672 87034 11 16 18 3l 6 

博览群书 4213 47982 13 2 14 1 6 
游戏天地 8362 164o20 24 9 33 21 16 

图片天空 10817 313O29 3O6 117 98 211 3o5 ESIM论坛 

原创摄影 1235 24082 75 14 45 13 62 

跳蚤市场 18765 984O1 172 59 54 89 73 

衣食住行 4665 71573 18 5 19 43 2 
计算机应用 10367 65166 66 4 16 23 6 

手机数码 5056 41993 23 15 14 21 l1 

学术交流 2392 16662 62 l1 78 64 23 

外语园地 2101 19191 2 5 6 l 4 

考研专版 1123 9556 16 49 56 32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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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虽然不能涵盖所有关注内容，但可以反映出军校 

学员关注网络舆情内容的广泛性，总结其内容主要包括以 

下几点 ： 

(一)国内外时政要闻 

军校学员关心时事政治，愿意讨论热点时政要闻，如 

空袭利比亚、日本地震与核辐射等，尤其是那些能触动民 

族情感的事件，往往会激发军校学员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军 

人强烈的使命感，如南海领土纠纷、保钓事件、强烈谴责 

台独势力等，言论和内容大多尖锐和犀利。 

(二)个人经历与心得体会 

学员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或者经验引起共鸣，较多的 

内容是毕业生工作经历、课程考试经历、考研经验、论文 

发表体会等，此类内容与学员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主题与 

评论较多。 

(三)思想情感交流 

大学生渴望得到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关注，却又往往 

在相处和表达过程中充满困惑，极需倾诉和沟通。由于观 

点不同，某些敏感话题也可能引发一定规模的讨论和某种 

程度的争论，很可能导致网络口水战。 

(四)兴趣爱好 

军校学员多才多艺，“人以群分”能够在网络上自动形 

成不同的网络社区，社区内部成员具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 

乐于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或学习心得。这类内容大多真实 

客观，气氛融洽，某方面的专家达人在社区内享有崇高的 

威望与绝对的话语权。 

(五)生活常识与技术咨询 

主要通过提问方式，问答具有明确的 目的性 ，针对学 

习、毕业分配、部队实际情况及一些社会问题寻求网络咨 

询和帮助。此类问题得到响应与解答后，达到发帖者的目 

的，但可能在数月乃至数年后依然有人回复。 

(六)发泄不良情绪 

这类舆情内容在地方高校比较普遍也比较棘手，大学 

生在遇到误解或挫折后一时难以调适，便通过网络宣泄对 

学校或社会的不满情绪，内容一般比较极端。军校学员政 

治觉悟普遍较高，极少出现类似事件，一旦出现则危害较 

大。 

四、网络舆情传播特点 

军校学员身处高校这个知识性、开放性较强的文化环 

境下，作为年轻群体，他们乐于不断接受新事物，同时又 

因其肩负的历史使命，使得军校网络舆情有着与一般舆情 

不同的传播特点 J。 

(一)群体认知呈现极化聚类 

军校学员的交际圈大多只限于校园，与社会网络舆情 

相比，军校学员网络舆情主体高度集中，他们均为接受高 

等教育的军人学员群体，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经 

历等均有高度的相似性。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与一般的网 

络群体相比，军校学员群体具有交往频率高和持续时间长、 

相互作用和人际吸引大、群体认知共性强等心理特征，上 

网学员的 “群体极化”倾向更加突出。一旦个体的言行在 

网络上得到认可，群体效应就极易被点燃，从而形成网络 

舆情。实践证明，在网络传播领域里，兴趣相同的团体会 

自动聚类到同一类专题讨论版面，彼此进行沟通讨论，最 

终想法会趋于一致，且形式上变得更加极端。舆情表达的 

个性化特点在Blog上体现得更加明显，而群体极化在校园 

BBS上更加突出。 

(二)传播过程互动性强 

网络媒体传播特性有别于传统媒体，网络舆情传播具 

有明显的互动性，大型门户网站能够及时反映公众对新闻 

事件的评论，网民在获知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内就可以在 

网上发表言论，这一点在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亦是 

如此。军校管理模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单线条式管理，下 

级绝对服从上级，而网络上是一种相对平等、宽松的双向 

交流，因此网络舆情的强烈互动性吸引了大量的学员参与。 

(三)传播路径迅捷难控 

由于网络传播的快捷和互动，为学员的思考、情感表 

达和沟通交流提供了良好空间。如果一则有代表性的帖子 

得到大家的认同，就会很快扩散开来，反复转帖与跟帖， 

形成网络舆情。同时，学员自我主张意识强，不会轻易认 

同别人的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网络舆情形成的难 

控性。 

(四)意见领袖作用突出 

高校网络舆情事件中，意见领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意见领袖在网络论坛和博客中积累了较 

高的声望，在舆情事件酝酿和发酵过程中，舆情主体更容 

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意见领袖的言论和意见往往会影 

响和改变其他人的意见，引导和推动事态进一步发展。意 

见领袖在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的作用，可 

以概括为加工与解释、扩散与传播、支配与引导、协调或 

干扰，他们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五)观点偏差性 

军校学员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大多数人有着强 

烈的是非观念，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明确。与此同时，由 

于学员学习生活圈子较为封闭单纯，人生阅历浅，年轻气 

盛，加上在网络上发言者可以隐匿身份畅所欲言，缺少有 

效监督和约束，网络成为一些学员发泄情绪的渠道。在高 

校BBS上，时常能见到不少过于偏激的观点，进而造成消 

极甚至负面的网络舆情。对于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敏感话题， 

煽动不满情绪，有时不易被识破，使学生在认识上产生偏 

差，从而使网络舆情既有积极的观点意见，又有消极偏激 

的谩骂攻击。 

五、网络舆情监控 

网络舆情监控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指通过对网络各 

类信息汇集、分类、整合、筛选等技术处理，再形成对网 

络热点、动态、网络意见等实时统计报表的一个过程。 

网络舆情监控系统是利用搜索引擎技术和网络信息挖 

掘技术，通过网页内容的自动采集处理、敏感词过滤、智 

能聚类分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统计分析，实现对网 

络舆情监督管理，最终形成舆情简报、舆情专报、分析报 

告、移动快报，为决策层全面掌握舆情动态，做出正确舆 

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 J。 

网络舆情监控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子系统： 

(一)网络信息采集 

采用元搜索、信息雷达技术和智能信息抽取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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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特定领域的信息采集，如新闻、论坛、博客等实时监测、 

采集、内容提取、下载及排重等。 

(二)舆情分析 

舆情分析为系统的核心功能，主要包括热点识别能力、 

自动分类、聚类分析、倾向性分析与统计、主题跟踪、信 

息自动摘要功能、截取证据、趋势分析、突发事件分析、 

报警系统、统计报告等。 

(三)舆情服务 

将采集并分析整理后的信息直接为用户或为用户辅助 

编辑提供信息服务。如可以自动生成舆情信息简报、舆情 

统计分析图表、舆情检索 以及追踪已发现的舆论焦点并形 

成趋势分析，用于辅助决策。 

六、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网络舆情作为反映军校学员思想动态的重要窗 口，对 

其实施有效的监管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系统工程。针对军校学员网络舆情的传播内容与规 

律，应树立正确的引导策略，保证军校网络舆论导向的正 

确性。 

(一)密切关注学员思想动态，加强学员心理健康教育 

要密切关注学员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形成的网络表 

达的内容和形式，网络空间能及时暴露现实中具有一定隐 

蔽性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网络舆情有利于管理者及时发现 

和处理现实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及时引导和教育。管理 

者要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及时有效地把 

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避免突发性、破坏性危机事件的发 

生。应该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纳入工作体 

系，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引导，及时把握 

并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提高 t5理健康素质。 

【二)重视校园网络舆情分析，建立舆情报告常态机制 

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校园舆情分析机制，实时把握校 

园网络舆情态势，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学员思想动态的跟踪 

性研究和前瞻性探索，使学员管理工作具有针对性和实效 

性，防止矛盾由小变大和蔓延升级 ，防止各类矛盾相互叠 

加和汇聚激化。此外，要建立网络舆情巡查和网络舆情报 

告常态机制，通过新闻发布和调查处理等方式进行网络舆 

情引导。 

(三)注重培养意见领袖，把握话语权与疏导主动权 

高校网络舆情有一定的发生发展规律，管理者需要掌 

握科学的传播规律，利用这些规律开展网上宣传和引导舆 

论的工作。针对意见领袖会对大多数学员产生影响，应有 

意识地培养一批意见领袖担任版主，增强其再校园BBS上 

的感召力，引导网络舆论向积极、正面、理性的方向发展。 

建立围绕学员思想焦点和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坚持疏导原则，通过讨论教育和正面引导等方式解决问 

题 。 

(四)采用技术手段构建军校网络舆情分析与预警平台 

构建软件平台，利用社会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网络舆 

情分析与预警，主要内容包括：密切关注本校学员舆情态 

势，对某些热点或敏感话题的评论进行倾向性分析与统计； 

分析某个主题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学员所关注的程度，并 

预测其发展趋势；对校园热点事件进行持续追踪，对事件 

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综合分析；对各类话 

题、事件和倾向能够 自动摘要并形成舆情简报；及时探测 

校园敏感事件并预警。 

七、结束语 

军校网络舆情的迅速形成 ，已成为影响学员思想和行 

为的新兴力量。军校学员网络舆情的开放性、复杂性和特 

殊性，决定了开展网络舆情引导的必要性。面对军校网络 

舆情的不断兴盛，在看到问题存在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 

识网络舆情环境对学员成长的有利影响，以正确的态度对 

待军校网络舆情行为，要确立军校学员网络舆情必须引导 

也能够引导的观念 J，建立健全军队网络舆情监管与预警 

制度，并以学员可以接受的方式开展及时有效的网络舆情 

引导 ，构建积极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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