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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应对疫情中网络舆情的策略研究

◎龚彤彤　杨佩　李婷　何令军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实的网络舆情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极大挑战。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积极应对网络环境下的变化和挑战。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网络舆情的机遇与挑战为切入点，结合“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新理念和

新思路，正确分析面临的问题并梳理相应的策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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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而网

络舆情是这场战争的重要阵地。因此，创

建一个稳定的舆论环境，对疫情防控工作

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网络与现实已深度

融合的世界中，高校要坚持贯彻“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思想，运用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和规范网络舆情，帮助大学生把握正

确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精神家园，有效地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一、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

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难的不仅是如何攻克这个难题本身，更在

于提升民众的配合度以及网络舆情的调

控。大学生是社会中最具有活力的群体，

思想活跃且易受影响。疫情防控期间，网

络舆情偏离轨道式地发酵，偏离了“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轨道，也严重阻

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给思想

政治教育带来了极大的考验。主要表现在：

（一）思政工作者的教育内容、理念、

方法是否能与时俱进

疫情防控期间，网络舆情极大影响

着大学生生活。面对教育部发出的“停课

不停学”号召和网络舆情的失控，高校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要求思政工作者牢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互联网 +”疫情

时代应对网络环境下的变化和挑战的时代

课题，与时俱进地更新教育内容、转变陈

旧的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法，回答时代

之问，满足大学生现实需要，帮助大学生

科学应对时代带来的挑战，帮助党和政府

引导网络舆情。

（二）破坏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积

极健康的教育环境

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人们接收信息

的主要平台。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性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关注度、敏感度极

高。众多网友在缺乏理性思考下，非理性

地发言，使得网络环境十分复杂，严重威

胁着网络秩序。多元海量的信息包裹着大

学生，使大学生处于一个复杂的信息圈中。

而危害社会稳定和非健康的网络舆情，破

坏了大学生健康的教育环境，对政治立场

不坚定、大局意识不强的易受影响的大学

生产生了不良影响，出现信息异化，削弱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国内国外网络舆论双重考验

疫情暴发后，国内不良的网络舆情持

续发酵着，国外针对中国的网络舆情也从

未停歇。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全球性流

行病，波及全世界。面对疫情，西方国家

忽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下维护

网络和平安全的重要性，肆意践踏中国网

络主权，以其固有的政治偏见向中国“据

理力争”，打着“武汉病毒论”等荒谬的

言论攻击中国，联合 100 多个国家共同向

中国追责索赔。而与此相关的网络舆论在

西方竟成为了“主流”，得到了众多网民

的支持，也跟风式地要求中国道歉并补偿。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来自中外的双

重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网络舆情的策略

高校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处理应对网络

舆情，主要是树立互联网思维并以习近平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来促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同步引领、

疏导、规范大学生网络舆情。

疫情划分的四个阶段主要是依据《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疫

情暴发期即从武汉检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病例到疫情扩散达到高峰时期；控制期即

从本土新增病例逐步下降至个位数到武汉

在院新冠患者清零时期；常态化期便是境

内疫情呈现零星散发状态，境外输入得到

了控制时期；局部反弹期是河北等局部地

区出现的疫情增长态势到春节前。

在各个阶段，网络舆情纷繁复杂，形

成过程突发、不可控，对网络安全和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出了巨大挑战。思想政

治教育引导网络舆情具体表现在：

（一）爆发期间：运用冲突缓解法，

引领网络舆情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提高新闻舆论工

作有效性，需“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

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

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

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疫情爆发后，网络上类似“病毒已混合在

空气中，一旦呼吸就会感染”等荒谬的言

论层出不穷，致使网络舆情不实地发酵，

严重扰乱了学生的关注点，大学生网络舆

情也呈现出“两边倒”。一边是“秀”起

武汉日志；另一边是对疫情未知的恐惧和

被少数人的故意操作所带偏，在网络上喷

发不理性言论。对此，高校瞄准舆情矛盾

焦点，及时疏导分流；针对学生对疫情和

在家学习的不适焦虑心理，搭建网络咨询

心理辅导，并搭建与学生平等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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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学生悲观消极情绪；强化积极因素，

加大宣传抗疫的英雄人物，引领网络舆情

健康走向。

（二）控制期间：疏导网络舆情，弘

扬正能量                   

网络由于入槛低，具有匿名性虚拟性，

鱼龙混杂。学生由于理性判断能力较弱，

极易受到网络上各种恶性和虚假舆论的不

良影响。对此，学校通过“微思政”平台，

运用网络信息引擎方式，创建相关词条，

帮助学生便捷获取疫情信息；举办线上助

力抗疫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共同体意识。

同时，面对国内的网络舆情逐步向好，国

外的舆情“炸了锅”的情境，高校运用思

想政治教育比较教育法，以思政教师授课

或观看视频形式，横向对比分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学生感悟中国

抗疫的伟大成果。对于西方国家忽视抗疫

紧迫性，不断联合无良媒体对中国进行疯

狂地抹黑，以达到试图转移群众的视线来

承认抗疫失败目的的这种行为，教育学生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病毒没有国界，疫

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

才能战胜疫情。”引导学生树立“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思想，并正确认识网络，

不断学习互联网上具有正能量的思想，培

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常态化期间：宣传典型事迹，

营造健康网络舆情

疫情进入常态化期，我国总体上降低

了疫情防控力度。但由于各高校粗细化监

管程度不同，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网

络上频繁出现“吐槽”高校工作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积极回应学生疑问，

改善防疫举措，引导学生配合防疫工作，

并完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提高学校的公

信力。

抗疫取得重大胜利后，网络上出现了

忽视乃至诋毁英雄的现象，究其原因是部

分群众不能深刻理解胜利所付出的努力。

对此，学校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

完善，通过校媒体传播抗疫英雄的先进事

迹，传达抗疫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荐学生观看《在一起》等电视，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教育；建立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

促进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净化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环境；要求思政教师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课，讲好抗疫故事，让学生感

受抗疫英雄的信念，促使学生群体坚定抗

疫信心并坚持“四个自信”。

（四）局部反弹期间：预防网络焦点

形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局部出现的反弹打破了我国正常的防

疫常态化。境外输入、本土病例持续增长、

不良网络舆情持续发酵都给高校思政工作

带来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高校采用思

想政治教育预防教育法，对学生密切关注

的网络舆论进行答疑，避免爆发性的网络

舆情形成。春节的到来，疫情进一步反弹

的可能性增强。一是面对疫情可能出现的

大规模反弹现象，部分不法分子为了博取

眼球，肆无忌惮地宣传关于疫情的虚假信

息，引起学生恐慌，学校及时公布了官方

消息，稳定网络和学校秩序。同时，加强

学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校内互联互

通，并加大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二是为了减少跨地区的人员流动，保障学

生的安全，学校认真落实当地疫情防控的

要求并倡导中高风险学生留校过年。针对

部分同学在网络上“喷发”不正确的言论，

甚至散布谣言攻击学校以宣泄自己的思想

 焦虑情绪现象，学校努力对情绪化和偏差

性的学生进行人文关怀，抚慰学生情绪并

完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引导学生理

性发言，建立一个晴朗的网络空间。

三、结语

全文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

基础上，简析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面对网络舆情的现实挑战并探究思

想政治教育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分析。得

出高校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推动网络舆

情向善向好，必须运用“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

其引领作用。疫情尚未结束，高校要肩负

责任，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加强防疫

政策解读与引导，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感，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掌控

舆论主动权和话语权，加强网络舆论的正

向引导，助力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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