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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校ＢＢＳ虽已不如往日兴盛，但仍是学生交流信息与情感的重要场所。本研究通
过对十个遴选出的活跃度较高 ＢＢＳ贴文及回复的收集整理，依照活跃高校属性、话题类型、帖
文来源、情感倾向、活跃用户等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高校 ＢＢＳ的传播内容特点，并对其产生的
原因进行深度分析，提出高校ＢＢＳ舆论引导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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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基于上海教育系统网络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大数

据舆情监测发现，在新媒体的扩张和挤压下，高校

ＢＢＳ依然是舆情信息的爆发地和传播地。在网络应
用多元化的背景下，大学生仍然热衷于通过高校

ＢＢＳ等网络论坛来发表意见、传播信息和交流情感。

不过我们也发现，虽然高校 ＢＢＳ的开放平等
性让大学生摆脱了多年知识接受者的被动压抑地

位，极大满足了其发表观点和见解、追求个性张扬

的迫切需求。高校 ＢＢＳ的互动性让大学生找到尽
可能多的志同道合者，在扩展自己交往空间的同时

也舒缓了自身的压力。但是，论坛固有的无序化、

匿名性等特征，让大学生随意发布各种虚假信息，

通过网络散布谣言 ，对他人进行诽谤 ，借此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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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心中不满情绪等行为变得可能。此外，由于大学

生缺乏对信息的辨别能力和理解能力 ，也容易造

成误信盲从和全盘否定两个极端。［１］因此，深入研

究高校ＢＢＳ传播内容，对于整体分析和全面把握
大学生思想发展动态，有针对性地提出舆论应对策

略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查阅前人有关高校 ＢＢＳ传播内容研究的
成果［２－４］，我们发现基本都是采用网络抽样方法来

获取研究样本，但是因为网络的特性和抽样技术的

局限无法在网络上实施随机抽样，这导致现有的研

究结论，都不符合概率原则，仅具个案性质，无法

从样本推论到总体中，严重制约研究成果应用范

围。为此，本研究在国内首次使用大数据挖掘和统

计工具，对高校 ＢＢＳ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的、系统
的、定量的内容分析，更为准确、全面地勾勒出我

国当下高校 ＢＢＳ反映的思想价值状况和意识形态
取向。

二、研究方法和类目建构

本研究利用上海教育系统网络文化发展研究中

心舆情监测部门的大数据平台，通过对海量信息的

计量，从全国高校 ＢＢＳ论坛中遴选出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１０个①最具活跃度和

影响力的ＢＢＳ论坛作为研究对象。于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日至６月３０日采集其全部的 ＢＢＳ贴文，共计日
常帖文９２７条，回复１６０１０条。之所以选择这段时
间，是因为其涵盖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大学

生毕业季，是集中反映大学生思想与情感情况的一

个重要侧面。需指出的是，鉴于样本数据巨大，本

研究主要针对回复数排名前２００的帖文进行统计和
分析。

基于以往研究文献和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针

对样本高校ＢＢＳ以下相关类目进行分析：
高校属性，是指高校的学科性质，以学科大类

统分为 “文科优势高校”和 “理工科优势高校”。

话题类型，是指话题的核心内容，本研究根据

实际帖文内容进行归类，共分出校园生活、政治、

情感、公共事件、教育、社会治安、行为素养、商

业经济、学校发展、求职就业、道德、公共人物、

文化娱乐、家庭生活、人际交往、社会生活等１６
类。

帖文来源，是指帖文为发布者原创还是转载自

其他作者，分为原创帖文、转发帖文。

情感倾向，是指依据发帖人语言表述的情绪倾

向、沟通语气和话语内容表述等综合判断，分为正

面情感倾向，即持认同、支持和接受等积极情感态

度倾向；负面情感倾向，即持反对、批评和驳斥等

消极乃至激进等情感倾向；中立情感倾向，即介乎

二者之间，情绪表达较为中肯、疏离，未显示明

确、强烈的情感偏向。

活跃用户，是指每月在高校 ＢＢＳ上发帖３篇
及以上的用户。

三、研究发现

（一）文科院校ＢＢＳ活跃度和负面情绪帖文数
量高于理工科院校

研究发现，以文科著称的高校 ＢＢＳ活跃度总
体上高于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 ＢＢＳ活跃度。活跃
度最高的三所大学依次是北师大、西安交大和北

大。

从帖 文 的 情 绪 取 向 看，文 科 优 势 高 校

（３９５％）负面情绪帖文要高于理工优势高校
（１６％）。北师大、北大、中大、南大四所文科优
势高校负面帖文数量皆远高于正面帖文数量；而理

工科优势院校中，天津大学正面情感帖文数量超过

负面帖文数量，华科大正负平衡，西交则以中立帖

文最多，达２０条，只有上交负面帖文数量高于正
面帖文数量。高校 ＢＢＳ活跃度与情感倾向分布如
表１所示：

表１　高校ＢＢＳ活跃度与情感倾向分布②

高校 高校优势 论坛名称 帖文总回复数
情感倾向 帖文来源

正面 中立 负面 原创 转载

主要话

题类型

北师 文科 蛋蛋网 ３３２７ ５ １ ２４ ２６ ４ 校园生活

西交 理工 兵马俑ＢＢＳ ２８３８ ３ ２０ １５ ３５ ３ 校园生活

北大 文科 北大未名 １８９０ ０ ９ ３６ ２９ １６ 政治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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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高校 高校优势 论坛名称 帖文总回复数
情感倾向 帖文来源

正面 中立 负面 原创 转载

主要话

题类型

中大 文科 逸仙时空 １４２４ ５ ２０ ９ ３４ ０ 情感

上交 理工 饮水思源 １０２０ １ ５ １３ １０ ９ 校园生活

天大 理工 求实 ４７６ ５ ３ ２ ９ １ 校园生活

南大 文科 小百合 ３１７ ２ ８ １０ ４ １６ 政治

华科 理工 白云黄鹤 １１６ ２ ０ ２ ２ ４ 公共事件

　　 （二）根据帖文来源分析，原创贴文受关注度

要高于转载贴文

在９２７条日常帖文中，原创帖文４８３条，转载
帖文４４４条，原创与转载的分布基本平衡。原创帖
文共计回复数５８３１条，转载帖文共计回复数１９９７
条 （参见表１），原创帖文回复数远高于转载帖文。
可见，高校 ＢＢＳ受众对原创帖文的关注度、参与
度要远远高于转载帖文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三）根据话题类型分析，校园生活类帖文最

受关注

研究发现，高校 ＢＢＳ受众关注度最高的三个

话题依次是校园生活、政治和情感，最少的三个话

题依次是家庭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社会生活。除

了 “校园生活”以绝对优势位居话题类型首位外，

政治类话题也较受关注，但这一话题原创性较弱，

多为转载，且负面情绪较多。

就关注话题的情感倾向而言，在道德、公共事

件、行为素养、人际交往、社会治安等话题上，情

感倾向虽多为负面，但基本是大学生对有违基本价

值观的行为表达不满。这也可以看出，大学生捍卫

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积极性较高。高校

ＢＢＳ话题类型及情感倾向分布如表２所示：

表２　高校ＢＢＳ话题类型及情感倾向分布

话题类型 回复数
帖文来源 情感倾向

原创 转载 正面 中立 负面

校园生活 ６２ ５８ ４ ３ ２１ ３８

政治 ３１ ８ ２３ １ １０ ２０

情感 ２２ ２０ ２ ３ １３ ６

公共事件 １２ ４ ８ ０ ５ ７

教育 １２ ９ ３ ２ ４ ６

社会治安 ８ ５ ３ １ ０ ７

行为素养 ８ ８ ０ ０ １ ７

商业经济 ７ ５ ２ ３ １ ３

学校发展 ６ ５ １ ２ １ ３

求职就业 ６ ５ １ ３ １ ２

道德 ５ ４ １ ０ １ ４

公共人物 ４ １ ３ ０ ２ ２

文化娱乐 ４ ４ ０ ３ １ ０

家庭生活 ３ ３ ０ ０ １ ２

人际交往 ３ ３ ０ ２ ０ １

社会生活 ２ ２ ０ ０ ２ 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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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根据情感倾向分析，负面情感帖文数量
及受关注度要高于正面情感帖文

研究发现，高校 ＢＢＳ受众倾向于在网上发布
负面情感帖文，且负面情感倾向帖文更易获得关注

与参与。这同时也体现了高校 ＢＢＳ的 “排气筒”

功能，大学生喜欢通过网络平台来发泄对社会的不

满情绪。

在９２７条帖文中，正面情感倾向的帖文数１１８
条，中立情感倾向帖文数３４５条，负面情感倾向帖
文数４６４条，负面情感倾向显著高于正面情感倾
向；同时，负面情感倾向的帖文数回复数也明显高

于正面情感倾向帖文回复数。高校 ＢＢＳ帖文情感
倾向分布如表３所示：

表３　高校ＢＢＳ帖文情感倾向分布

正面 中立 负面

帖文数 ２３ ６６ １１１

回复数 ７４１ ２５７７ ４５１０

　　 （五）根据活跃用户分析，文科院校活跃用户
数要多于理工科院校，但其影响力仅体现在校园生

活类帖文上

从高校 ＢＢＳ活跃用户分布中发现，相对于理
工科优势院校，文科优势高校 ＢＢＳ帖文的活跃用
户数量更多，发帖更活跃，受关注度更高。

从活跃用户发布的帖文类型来看，多集中在校

园生活上，如食堂餐饮、宿舍管理、校园活动等，

在这些话题中，回复受众的态度倾向往往与活跃用

户较为一致。但是在政治和公共事件上，活跃用户

虽然也有一定影响力，然其收获的关注度、参与度

与认可度却均不高。究其原因，高校活跃用户多为

大学生，其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必然代表了同一群

体的呼声，但在需要具有较高文化底蕴和价值判断

力的社会事件上，个人综合素养所限，其观点表达

的认同度必然较低。

此外，根据注册用户在高校 ＢＢＳ上的发帖量
和回帖影响力等综合判断，共有６所高校有活跃用
户。其中，５月份北京大学未名 ＢＢＳ活跃用户 ３５
人，西安交通大学兵马俑论坛５人，北京师范大学
蛋蛋网２３人，复旦大学日月光华论坛２人，南京
大学小百合论坛２人；６月份北京大学未名ＢＢＳ活
跃用户共有１３人，复旦大学日月光华论坛 ３人，
天津大学求实论坛３人，西安交通大学兵马俑论坛
５人，北京师范大学蛋蛋网２３人。高校 ＢＢＳ活跃

用户数量分布如图４所示：

表４　高校ＢＢＳ活跃用户数量分布

学校 ５月 ６月

北大 ３５ １３

北师大 ２３ ２３

西交 ５ ５

复旦 ２ ３

南大 ２ ０

天大 ０ ３

四、分析讨论

依据传播系统模型，ＢＢＳ的信息内容受到多种
因素影响，从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的角度看，其传

播内容受到传播者与接收者的自我印象、人格结

构、人员群体、社会环境、组织规范等因素的影

响；从媒介角度看，其包括媒介规范、媒介技术、

媒介框架等因素。以此为分析框架结合上述研究发

现，我们认为，高校 ＢＢＳ传播内容特点受到以下
因素的影响：

（一）信息获取与自我表达的需求促使ＢＢＳ原
创帖文关注度较高

作为社会化媒体发展历程中的较早形态，以及

ｗｅｂ１０转向ｗｅｂ２０时期的重要桥梁，ＢＢＳ从一开
始所呈现的媒介形象即为 “受众创造内容”，这也

是互联网发展早期 ＢＢＳ火爆的原因所在。这一特
性以及媒介形象，使得 ＢＢＳ并非是作为一种专业
化的信息生产组织而存在，有别于一对多的专业化

新闻媒体，ＢＢＳ更像是一个多对多的讨论平台。所
以，作为受众，使用 ＢＢＳ的最主要需求，并不在
于获得专业化新闻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与文章，而

在于获得专业化媒体之外的信息以及进行自我表

达。因此，原创是受众对 ＢＢＳ的天然期许，也就
造就了高校ＢＢＳ的原创性内容数量居多且关注度、
参与度高。

（二）学科特点促使文科优势高校活跃度较高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这类学科的学

生更倾向于关注社会问题并进行意见表达，这也是

此类学科的内在要求。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优势的学

校，其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数量、学生人数、学生质

量往往高于以理工科为优势的学校，因此，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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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意见表达也明显高于以理工科为

优势的学校，投射到作为问题关注与讨论平台的高

校ＢＢＳ上，也就反映出文科优势高校活跃度高于
理工科优势高校。同时，批判精神是人文社会科学

所推崇的素养，批判性帖文也就更易出现在文科优

势高校ＢＢＳ中。
（三）消极社会心理环境影响大学生情感倾向

在改革开放收获了经济腾飞的丰厚成果之时，

诸多社会问题也成为社会整体的忧虑，道德滑坡、

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使整个

社会心理呈现消极倾向，从 “校长猥亵幼女”、

“房姐龚爱爱”、“重庆官员艳照门”，到薄熙来案、

刘志军案、复旦投毒案等等近年的媒介热点，更能

窥视出这一消极倾向。在大的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

下，受众也更倾向于在 ＢＢＳ进行负面情绪表达，
使ＢＢＳ上的情绪在整体上倾向于负面。

（四）ＢＢＳ内容板块设置影响大学生话题关注
作为各自高校的校园媒体，对本校事务的关注

是其天然属性。这十所高校 ＢＢＳ都设置了诸多校
园生活的板块，例如本校新闻类的有西安交大的

“交大快讯”，天津大学的 “天大快讯”；教务类的

有南京大学的 “教务信箱”，北大的 “课程特区”；

校园活动类的有中南大学的 “校园生活”，再加上

基本每所高校都拥有的交友版、跳骚市场版等等，

这些板块都是与校园生活相关的，受众在高校ＢＢＳ
上更倾向于关注和发布与校园生活相关的话题。

（五）受众共通的空间与组织制约活跃用户的

影响力类别

看似由受众自由创造内容且受众分散的高校

ＢＢＳ有着极大的集合性，因为它是本校师生的集合
地。高校ＢＢＳ背后的组织，是高校 ＢＢＳ受众讨论
的对象，同时也是高校 ＢＢＳ受众身份的证明，所
以对于高校 ＢＢＳ上的活跃用户，受众对其身份的
判定总是校园这一组织内部的成员，或是老师、或

是学生、或是校友，校园及校园事务是他们与活跃

用户最大的交集，是目光共同投注的地方；再加上

信息价值的接近性原则，即越是身边的事务越容易

获取关注，所以高校 ＢＢＳ活跃用户的影响力主要
是在身边的事务，尤其是校园事务上，而在其他地

方的影响力则较弱。

五、策略建议

高校ＢＢＳ作为大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与

情感的重要平台，其内容会对大学生思想成长、价

值观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对高校学生工作也

有着直接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在研究其内容特征的

基础上探索有效的引导策略，以限制其消极的影

响，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包容自由言论，活跃ＢＢＳ交流氛围
高校要充分认识到 ＢＢＳ受众群体的主动性，

尊重学生言论和思考的自由，同时也要鼓励学校、

老师能够在 ＢＢＳ中与学生形成积极的双向沟通，
能够发布可引起讨论的话题，使真相、事理等舆论

渴求的东西在辩论中得以确认，进而被认同，逐步

获得学生的理解，把高校 ＢＢＳ打造成为更加具有
活力与朝气的平台。

（二）发布原创贴文，提升ＢＢＳ贴文思想内涵
舆论引导高校 ＢＢＳ尽可能地发布原创帖文，

尽量避免从报刊等专业媒体复制相关文章进行观

点、观念引导，尤其是长篇。可借用报刊观点，用

简单、贴近生活的事例和话语进行再加工后阐述出

来，尽可能表现出作者独到的思考与见解。如果是

学校、老师等发布的帖文，除了分享信息和交流情

感之外，还应该体现一定的思想性、指导性，使其

能够在ＢＢＳ环境中发挥引领学生思想的作用。
（三）寓教于乐，增强ＢＢＳ的思政育人功能
要多从校园生活等大学生日常环境中的事例入

手，把价值观、意见、事理等蕴藏到生活事件中，

通过事件的传达来引导舆论。这主要是指在舆论引

导中要注重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紧密贴合，拉近与

学生的距离，引导他们把视角从网络虚拟世界的

“猎奇、泄愤、跟风”转移到身边的现实生活，正

确认识生活中的问题，探求有效的解决方法。

（四）塑造典型，形成ＢＢＳ道德示范讨论场
舆论引导除了塑造正面典型人物或事件，还可

通过塑造负面事件或人物进行，通过批判负面的事

物、现象使受众从不同的视角形成全面、深刻的思

考，在观点的交锋、探讨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念。

（五）加强互动，引导积极网络舆情形成

在高校ＢＢＳ中，关注最多的话题是校园生活，
最常见的包括食堂饭菜、行政服务态度、治安管

理、后勤保障、教师行为、图书馆行为等等，意见

多以负面批判为主。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应主动

到ＢＢＳ上与学生展开交流，听取批评意见，共同
探讨相关事件的解决方案，只有在这样的互动中，

才能有助于事件解决、情绪平复，使舆论朝着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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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方向发展。

（六）培育舆论领袖，掌握言论主导权

相关部门可先与舆论领袖进行沟通交流，听取

意见，同时向其表述己方意见，促成网民意见向有

关部门的流动和有关部门意见向网民的传达；此

外，也可以在 ＢＢＳ平台上逐渐把不同部门培养成
为舆论领袖，获得学生的信任与支持，同学生中的

舆论领袖密切配合，在舆论引导中主动地发挥作

用。［５］

（七）明确政治立场，将现实讨论转向理论引

导

对于政治话题，可引导其从政治事件、政治现

实转向对政治理论的讨论。从一些政治话题的帖文

来看，对政治事件的讨论很容易情绪化，即不谈建

设性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见不满、崩溃、

失望等情绪化词汇。而单一的民主话题，则有

“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的弊端”、“我们该要什

么样的民主”等包含正反两面及建设之道的讨论。

由此可以看出，受众对政治理论的讨论更为理性，

而对政治事件和政治现实的讨论则更为情绪化。所

以，为正确引导关于政治话题的舆论，可引导其从

政治事件、政治现实的讨论转向对政治理论的讨

论。

（八）丰富终端，实时跟进大学生网络生活

要应对新的网络媒体平台所具有的 “友好性”

和 “便捷性”两点优势，开发多样化的终端接入

手段，譬如时下最为热门的移动终端 ＡＰＰ应用，
方便大学生随时随地关注ＢＢＳ。在微信、微博等私

人社交媒体唱主角的今天，高校 ＢＢＳ建设者要提
供一个功能尽量全面的校内网络平台。［６］

注　　释：

①　十所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中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文中简称：北大、北师

大、天大、复旦、上交、南大、中大、华科、中南、西交。

②　特别说明的是，中南大学云麓园论坛及复旦大学日月光
华论坛帖文未排入前２００，故不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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