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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主流声音与负面信息激烈交锋、生命异化现象愈加突出、网络环境虚拟性下

的身份隐匿都对网络舆情监管工作提出新挑战。与此同时，机遇与挑战并存，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也为大

学生正确生命观的形成提供便利条件，为更好地唤醒生命意识、正视生命危急、学会珍惜生命提供新的

机遇。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舆情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生命意识是摆在许多高校面前

的现实问题。基于此，从高校网络舆情视角出发，提出大学生生命美育的引导机制，即价值引导机制、

内容优化机制以及环境塑造机制，希望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走出困境提供更多思路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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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era, the fierce conflict between mainstream voices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of life, and the 
identity hiding in the virtual network environment all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supervis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t the same ti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The openness of 
cyberspace also provides convenient condition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form a correct view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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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better awaken their life awareness, face life danger 
and learn to cherish life. Public opinion event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How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life awareness is a practical problem facing many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Based on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guidance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life aesthetic education, 
namely, value guidance mechanism, content optimization mechanism and environment shaping 
mechanism, hoping to provide more ideas and help for online public opinions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to guide them out of the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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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

青年又如初升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1]青年学生正处于生命观的

形成阶段，正确引导生命观既需要实打实的教育质量来沉淀，也需要良好的校园网络舆情维护工作来支

撑。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大众生活深度融合，网络舆情影响力不断扩大，高校网络舆情是重点的关注区域。

大学生生命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生命美育能够帮助青少年实现人格心理结构的完善。”[2]
疫情防控之下的舆情案例为大学生生命美育提供丰富的鲜活素材，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效果会影响大学生

生命美育工作的开展与效果。因此高校应充分利用有利契机，利用网络舆情帮助大学生树立大学生生命

安全意识，而且对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 高校网络舆情下大学生生命美育建设的新挑战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互联网世界，随着大学生线上学习、社交娱乐地不

断演进，日益成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参与者。与此同时，高校网络舆情呈现出主流声音与负面信息交

汇、网络谣言与恐慌情绪共振、舆情主体身份的隐匿性与分散性共存、社会热点快速传播等特点。一方

面，高校舆情情况复杂多样，大学生极易在这种具有强烈煽动性言论的舆论漩涡中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另一方面，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大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演化成负面舆论。因此，为高校

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带来了强烈冲击和新挑战。 

2.1. 西方意识形态的多向性渗透 

高校网络舆情场域自由开放、可控性低，给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提供绝佳场地，易使错误思潮趁虚而

入。西方以极具蛊惑性的方式控制网络话语权，将显性和隐形相结合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公

共事件爆发后，公众对主流媒体中所存在信息真实程度无法鉴别，解读信息水平较差，部分时候容易相

信谣言，加速公共事件社会舆论泛化进程。”[3]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一些西方舆论媒体等机构趁着舆

论爆发最初的信息混乱期，通过扩大网络舆情事件的负面效应，输入西方“民主”价值观，部分高校则

表现出主流意识形态牵引力不足，留给西方意识形态的宣扬者层层推进的空间。首先，利用大学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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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与不成熟等阶段性特点，当互联网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各种舆论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时，混淆视听，

推动舆情事件向极端化发展，导致大学生很难辩证得看待突发事件，从而生命意识受到错误价值导向的

影响，严重挫伤学生主体对生命的感知。“生命整体是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自然生命是

主体进行物质生产的基础，精神生命是自然生命的一种超越与升华，两者缺一不可。其次，不法势力会

披着“为民发声”的外衣，在交流中让学生群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心理上的信任，并将西方意识

形态渗透到现实生活中，从而潜移默化得向大学生输出资本主义思想，试图改变大学生的生命运行轨迹。

最后，大肆鼓吹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事业恶意贬低。由此来瓦解大学生群体对我国社会制度的坚

定信心，煽动蛊惑学生群体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破坏社会信任体系。 

2.2. “生命异化”现象愈加突出 

“生命异化”是指主体失去了自己生命的本质，导致人性异化，自我丧失，从而生命转化为与主体

相互对立，反过来抑制生命的现象。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的触角已经深入高校的方方面面。身处其中的大

学生一旦没有明确的生命目标就会随着舆论爆发出现迷茫、彷徨、不知所措的情况。马克思指出：“他

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4]当他们无法正

确的看待舆情事件，就会导致加剧自身和事件之间的矛盾，长此以往损害抗挫折能力，导致生命异化现

象产生。在高校网络舆情事件中个别学生主体失去生命意识，其生命的整体性被逐渐瓦解，原本多姿多

彩的宝贵生命，被其肆无忌惮得浪费。处于人生花季的大学生们，本应对美好的生命充满热情，但是却

出现对生命无情与漠视现象，甚至出现浪费生命的行为[5]。随着国际国内思想交锋日益频繁，部分大学

生对生命缺乏正确的认识，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因此，在负面网络舆情的发酵下，生命异化越来越激

烈。 

2.3. 舆情人才支撑体系不够健全 

舆情队伍综合性人才匮乏，尤其是其生命美育知识储备不足，导致舆情引导工作缺乏生命危机意识。

“网络舆情就是公众对互联网上传播的某一焦点或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

或言论的情况。”[6]高校舆情危机处理工作普遍是在危机爆发后开始对负面舆论进行压制，忽视了舆情

发酵过程中的疏导作用。部分高校对生命美育培养工作的重视度低，不仅无法实现对青年学生正确的生

命引导，而且难以让学生系统得接受生命美育，从而导致缺乏相关人才供给。大多高校网络舆情队伍都

存在着专业性较弱、相关人员专业知识储备不足、舆情引导工作中忽视生命之美等问题，缺乏引领大学

生走向生命的美好的动力。网络舆情队伍缺乏政治敏锐性，没有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协同攻关的作用，仍

停留在单打独斗的历史。当面对与生死相关的网络舆情事件时，学生的舆情分析能力不高，舆情队伍专

业人才储备不足，不利于学生主体的全面发展。舆情管理者生命意识方面的疏导能力不够，进而使负面

舆情被不断放大，大学生也会心生质疑，给非理性言论可乘之机，使大学生在身心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

的问题。 

2.4. 网络身份隐匿加剧舆论波澜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信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还创造了虚拟的网络环境和虚拟的用户身份，使

人们实现了真实身份的隐匿。“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

反映，是社会活动中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显著特征。”[7]人的身份遍布于整个社会，是建立社会秩序的

重要前提，但身份隐匿成为网络虚拟世界的普遍现象，这种虚拟身份的可变性和隐蔽性，使交往变得虚

幻。这些网名、昵称原本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行为主体的自由权利，但随着网络舆情的不断演变，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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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隐匿性也加大了化解高校舆情的难度。 
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出生于网络时代，网络虚拟世界中身份隐匿背景下，助推学生主体对个性的过

度追求，加剧舆情风波。当前许多家庭仍然存在唯分数论，过度重视文化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对孩子

生命价值培育，导致大学生群体对生命价值关注度不高，更多的是主张个性解放，使学生主体更加注重

个人的情感体验，关注个性需求，缺乏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个性化的价值追求是大学生群体身上最

显著的特点。”[8]部分大学生缺乏正确的生命引导，加之互联网虚拟世界身份隐匿下的网络活动约束力

不足，在网络上肆意释放个性，导致网络舆情事件不断增多。 
另一方面，身体隐匿不可避免的造成的虚假信息，加剧大学生网络到现实生活中的信任危机。由于

网络身份的隐匿性，一些网站为博眼球、扩大流量，对舆情事件添油加醋进行转发、报道，利用大学生

的好奇心来吸引关注，制造舆论风波，导致低水平的价值追求。身份隐匿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弱化了生

命教育的针对性。 

3. 高校网络舆情下大学生生命美育建设的新机遇 

数字时代改变着舆论的传播生态，智能化重构舆论传播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9]。非理性的网络舆论会带来负面影响，不言而喻，理性

的网络舆论势必能为大学生的生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而高校网络舆情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

地，加强生命观建设与网络舆论的有力引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高校网络舆情工作，引导大学生

自觉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是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也是数字时代高校网络

舆情工作的必然要求。 

3.1. 针对网络舆论价值引导，唤醒生命意识 

通过官方媒体渠道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进行主流舆论价值观输出，唤醒大学

生积极向上的生命意识，共同筑起生命共同体的安全屏障。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高校舆情引导保持主动

性和预见性，主导舆情传播方向，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坚守网络思想引导主阵地，利用网络

评议实战经历，在展示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发出历史最强音，始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放在制高点，培养大学生成为政治立场坚定、恪守道德底线的舆情参与者。通过网络媒体对疫情防控舆

情英雄事迹的全方位报道，大学生主体势必深刻感受到生命的责任与担当，在榜样人物的熏陶中懂得生

命的意义与价值。利用网络舆论场域中的表率作用，引领更多大学生提高政治站位，提升舆情素养。坚

定立场，将辅导员培育成学生价值观引导者，引导主流思想，营造良好网络空间。让大学生更好地审视

自己，为精神世界带来强烈冲击。学生主体对知识的向往与追求同样不可忽视，高校可以通过组织学生

群体学习舆情相关知识，让大学生群体具有舆论资源整合能力，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实现校园网络舆

情风气治理，以此丰富自身知识体系。加强思想引领，找准党的主张和大学生生命密切关注相结合，助

力主体生命健康成长，维护高校安全稳定。 

3.2. 提供网络舆情交流渠道，辩证审视生命 

高校通过对舆情危机的回应，化解舆情事件中的现实矛盾，完善学生主体对生命认知体系。“死亡

是人类生命的新陈代谢，旧生命的死亡是新生命诞生的保障。”[10]在大舆情概念背景下关注生命本质，

推进生命理性建设。通过舆论回应，让学生主体明白人生命的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正确的看待生与死，

以免引发心理错位问题。保障舆情回应时效性，引导学生热爱生活，寻找生命中存在之美。利用网络空

间的开放性与时效性，拓宽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在舆情事件出现后，及时准确地通过网络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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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解疑释惑，满足公民知情权。坚决打击恶意谣言，利用官方媒体公开事实详情，获取学生的理解，

并积极酝酿正面舆论引导。在舆论平稳后，通过正面引导达到对大学生的教育作用，维护校园稳定。 

3.3. 建构网络舆情话语体系，懂得珍惜生命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1]。高校舆情建设的话语体系是

提升舆情影响的重要工具。高校网络舆情话语体系的构建，核心围绕着如何促进学生、学校的更好发展，

专业、客观的话语体系来规范主体生命行为。在网络舆情环境下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声，建立对话

机制，由过去单项灌输式改为双向交流，增加双向互动，提升学生主体对良好生命行为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通过提升话语亲和力，使生命美育入脑入心，努力实现生命的最大价值。将疫情作为生动教材，生

动地诠释了生命的意义，激发大学生落实到实践行动，落实生命责任之美，懂得生命因责任而展现色彩。 
把握高校网络舆情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贴合生活实际，实现情感上的共鸣，

以引领式话语体系帮助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把握高校网络舆情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及时疏

导，促进正能量传播，有利于赢得学生主体的信任与认同，从而提高主体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构建生

命和谐之美。 

4. 建立高校网络舆情下大学生生命美育的引导机制 

网络媒体时代，舆情危机的演变具有很高的动态性，特别是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不确定性及主体的

复杂性都对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面对网络舆情该如何有效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生

命观，成为了高校的“必修课”。 

4.1. 价值导向机制：落实马克思主义生命观的正确引领 

高校网络舆情是发挥价值引领的重要途径之一。掌握主流意识，巧妙的将舆情治理与生命观引导相

结合，凝聚起强大的正能量。 
首先，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结合当前疫情之下高校舆情热点事件，借助伟大抗疫精神彰显

生命的壮丽，帮助大学生更好的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坚持正面引导，提升舆论引导力。积极培育网络

媒体主体力量，充分利用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带领大学生群体参与高校网络舆情工作，通过切实体

验，懂得体会生活。高校必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价值引导作用，将网络舆情化解于萌芽状态，持续净化

完善自我的生命。 
其次，巩固马克思主义生命理论在高校网络舆情事件中的指导地位。在网络舆情不断发酵过程中，

应始终坚持以网络为契机，让大学生主体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生命理论指引下的美好前景，懂得生命的方

向与态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汲取先进的思想养分、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当前网络舆情背景

下生命美育提供正确的指引。将生命活出美感，不再只局限于个体有限的生命，而是主张活出高质量的

生命。 
最后，培养经验丰富的复合型舆情队伍，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增设网络舆情疏导体系。将高校舆情

工作和日常学生思想教育管理有机结合，高校舆情引导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恶性

网络舆情爆发后，网络舆情管理人员要有敏锐性，对事件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构建校园大舆情格局。 

4.2. 内容优化机制：突出问题意识满足大学生生命需求 

要始终坚持以内容为主导，高校通过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回应，满足大学生对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即

自我安全感需求。面对突发的网络舆情，高校应做到反应及时、主动防范，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最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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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来化解舆论危机。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高校舆情事件，必定会在学生群体中引起激烈讨论，高校应始

终坚持问题为导向，面对舆情事件高校应及时准确回应相关问题，满足大学生好奇意识。并在此过程中

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利用网络资源正面发声，站在学生角度思考问题，保护学生根本利益，尊重生命安

全。不可避重就轻，应把学生最关切的问题回应明确。开展线上心理课程讲座，取得大学生主体的信任

与理解，增强对思想教育的认同，提高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并赢得舆论认可。 
二是坚持教育为先，舆情危机出现后要重视大学生思想疏导。高校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将生命知

识引入舆情宣传实践，在处理舆论风波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满足学生基本生命需求。“教育的本质就是生

命教育。”[12]加强高校网络信息化建设，开设生命美育相关专栏，用专业知识深化生命认识。展开多渠

道联动加强预警监测机制的完善，通过多渠道快速收集，建设高效快速的舆情反映机制。出现重大舆情

事件，坚持问题为导向，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正面宣传、分享英雄事迹、让大众走进英雄人物

感受榜样力量，鼓舞青年向英雄学习增添心中信念，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4.3. 环境塑造机制：营造适宜生命主体成长的网络空间 

网络舆情环境下，学生主体生命意识扭曲，是高校，更是全社会的难题。“营造强信心、暖人心、

聚民心的环境氛围。”[13]坚持疏堵并举，一方面高校积极培养大学生媒介素养，从大学生主体自身出发

构建良好网络环境。另一方面，高校应按照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积极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建设，营造适

合大学生主体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 
一方面，依靠大数据监督系统，提升舆情监测水平，加强舆情监测，关注师生思想动态，及时回应

学生生活困难，增强对生活的信心。实时了解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拓宽民意反映

渠道。尤其是疫情之下，校园的管理问题及大学生心理疏导问题，即是重点也是难点。应将辅导员与学

生代表纳入高校网络舆情队伍，辅导员与学生的接触最为密切，可以充分发挥其有利优势，对学生展开

思想疏导。因此加快高校网络舆情安全体系建设，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灌注情感生命创造有利

环境。 
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网络治理，肃清网络舆情内容，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

管力度是控制舆论发酵的必要手段之一。”[14]当前互联网日新月异，情况复杂多样，其中网络治理法律

规章制度的落后性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冲突。严格规范大学生网民的行为准则，重视网络空间中

不当言论的处理，坚持从源头上精准把控，不给其他意识形态渗透留空隙。因此务必完善网络行为管理

与规范，推动网络治理贯彻落实，净化网络空间，推动生命主体免受其害。 

5. 总结 

在这个信息高度融合、舆论传播不断更替的新时代，信息传播的媒介日益丰富，导致舆情引导的不

可控性也在不断增强。疫情防控之下完善高校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引导，对校园稳定有直接影

响意义。高校网络舆情下，将大学生生命安全教育作为核心，通过舆论价值观引导，增强学生的综合素

质。帮助学生提升舆情素养，从而有效分析网络舆情信息，形成健康的生命意识，实现现代化高校育人

的培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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