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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传播危机与风险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230392
课程名称：舆论传播危机与风险管理

英文名称：Public Opinion Spreads Crisis and Risk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适用对象：大二

考核方式：考查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广告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系统介绍舆论学相关的基本概念、理

论，舆论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通过案例介绍、理论分析，

使学生全面了解社交网络时代舆论的新特征与新发展。使学生从理论和实践上掌握网

络舆情发生发展的机理和规律，教会学生如何对网络舆情进行检测、分析、研判和引

导。

三、课程性质与教学目的

本课程是广告学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舆论学》基本

概念和基本原理、理论舆论的本质特征，内在的构成要素以及它的演变过程和社会功

能，掌握舆论的客观法则和重要规律以及民意测验的各种手段和途径，并熟悉其基本

技术和方法步骤，以便能够认识社会思潮的激变，洞察社会舆论的发展趋势，具备对

舆情信息的经营和管理能力，以及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能力。通过本门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网络舆论环境具有双面性的认识，提高媒介素养，加强对网络信

息的辨识能力，为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做好服务工作。

四、教学内容及要求

第一章 绪论

（一）目的与要求

了解舆论的定义与分类、舆情与舆论的差异

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舆论演进的基本阶段

熟悉舆论概念的误区与争议、中国舆论生态演进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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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自媒体崛起后社会舆论演进现状及特征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什么是舆论

1. 主要内容

舆论的概念；舆论的初级形态：意见、态度；舆论的成熟形态：舆论与民意；舆

论的发展形态：舆情；舆论概念的演进。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舆情、舆论、民意。

舆论概念的使用误区

3. 问题与应用

民意与舆论的异同。

第二节 社会舆论的历史演进

1. 主要内容

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舆论演进；网络进入中国以后的社会舆论演进；自媒体崛起

后的社会舆论演进；中国社会舆论演进的基本规律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两个舆论场、民粹主义、网络民族主义、自媒体

3. 问题与应用

结合具体案例对舆论生态演进划分的三个主要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

（三）思考与实践

如何看待中国情境下政治、技术、社会、资本四个要素对舆论生态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舆论传播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第二章 舆论的本体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不同信息形态。

熟悉留言与谣言的差别及其传播特征。

掌握网络流行语、网络表情包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及其传播规律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舆论的基本形态

1.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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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态：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

信息形态：信息形态的舆论，意见形态的舆论，艺术形态的舆论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情绪性潜舆论、显舆论、自傲舆论、行为舆论、“集群行为”理论

信息形态的舆论，意见形态的舆论，艺术形态的舆论

第二节 舆论的异化

1. 主要内容

网络谣言、网络流行语、网络表情包。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谣言的概念、谣言的生产与传播；网络谣言的基本议题特征；后真相时代；圈群

化。网络流行语的基本类型、传播特征、发展趋势。网络表情包发展的阶段、传播逻

辑；集体狂欢；草根文化

3. 问题与应用

你如何看待网络流行语的变化及传播规律

谣言或流言都是有害的吗？如何正确看待网络谣言和网络流言现象？正确认识

网络谣言，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网络言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思考与实践

结合舆论异化形态相关案例，分析当前社会心态和流行文化的体现。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舆论传播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第三章 舆论的主体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网民群体画像与网络舆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了解信息搬运工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区隔及角色

熟悉网络意见领袖的群体画像及其特征。

熟悉网络水军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及作用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近代以来“舆论主体”的内涵变迁

1. 主要内容

清末及五四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国民”。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有共识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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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人民”与“自由公民”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舆论主体与政治的关联性

第二节 网民的特征及心态

1. 主要内容

网民群体特征素描

中国网民心理特征刻画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网民群体的整体特征；社会参与；群体极化；网络暴力

3. 问题与应用

你如何看待中国网民群体的“三低”问题？网民群体是如何决定舆论质量的？

第三节 意见领袖及其特征

1. 主要内容

舆论意见领袖的特征；舆论意见领袖的类型；舆论意见领袖人格特质；互联网时

代意见领袖的新变化与新特点。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意见领袖的群体行为，意见领袖的媒介接触，意见领袖的测量方法，互联网时代

相较传统时代意见领袖的新变化与新特点。

3. 问题与应用

你认为网络意见领袖群体是否成熟？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意见领袖群体的“低素

质”？

第四节 信息搬运工及其特征

1. 主要内容

信息搬运工的定义；信息搬运工特征描述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信息搬运工与传统媒体、意见领袖、网络编辑、网络水军等的区别与联系

3. 问题与应用

信息搬运工群体在微信传播平台的基本作用及角色如何

第五节 网络水军（网络推手）及其特征

1. 主要内容

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的概念；网络水军的演变发展；网络水军的行为特点；网络

水军的组织机制；网络水军影响效力；理性看待应对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水军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网络水军在论坛时代、微博时代及后微博时代三个阶段的

发展与演变；舆论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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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与应用

谈谈你对网络水军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影响及作用大小的看法，引导学生提升媒介

素养，远离水军和键盘侠行为，提升其社会网络环境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思考与实践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舆情四类主体在危机事件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功能及传播效果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舆论传播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第四章 舆论的客体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舆论议题生成的元场域。

了解网络议题的话语修辞特征及规律

熟悉舆论议题分布及基本规律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舆论议题生成的元场域

1. 主要内容

网络及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化生存和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人类心理的普遍影响；

中国社会处于深刻转型时期；转型期中国社会大众心理。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网络社会，网络化生存，网络族群，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分析及整体社会

结构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心理

3. 问题与应用

如何看待舆论议题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节 舆论议题特点

1. 主要内容

舆论议题分布及特点；舆论议题的历史演变规律；舆论议题的话语修辞特征。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1）舆论议题分布话题领域与基本特点。

（2）舆论议题的历史演变规律

（3）舆论议题的话语修辞特征

3. 问题与应用

如何看待舆论议题分布的时间，空间特征，舆论议题分布是否有规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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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与实践

对 2020 年的热点舆论议题进行统计分析，大致总结出舆论议题分布的话题领域

与基本特点。结合 2020 年疫情期间的网络舆论议题，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

舆论的作用，在议题的探讨中使学生感受疫情期间医务工作者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

家的职业精神，培养其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影视营销案例，组织学

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教学

方法。

第五章 舆论的生成与传播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舆论启动的基本模式及类型。

掌握舆论的生成及传播规律。

掌握舆论情感动员的主要模式及动员机制。

（二）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舆论的生成机制

1. 主要内容

舆论的启动模式；舆论的生成模式。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舆论的启动模式：信息爆料启动模式；情绪启动模式。

舆论生成模式：爆米花模式、风吹浪起模式、飘雪模式、瀑布模式和沉默的螺旋

模式

3. 问题与应用

除了课程介绍的舆情启动范式，你认为是否还有别的舆论启动范式？

第二节 舆论的传播规律

1. 主要内容

舆论的发源地；网络舆情的时间分布；网络舆情的空间分布；社会舆论场的地域

特征；网络舆情的关涉主体。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舆论的发源地：随着媒体的不断升级变化不断的演进变化（传统大众媒体时代、

web1.0、自媒体时代、移动互联时代）

网络舆情的时间分布特点：4-6 月和 11-12 月两个高峰期

空间分布：东部沿海为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置舆情议程；集中在湖南、广东和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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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社会舆论场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区的民众对不同的热点话题关注度的特征

网络舆情的关涉主体：公检法、职能部委、明星、市级政府、县级官员及以下……

3. 问题与应用

如何看待不同媒体发展时代的舆论传播发源地及其规律

第三节 舆论的情感动员机制

1. 主要内容

后真相时代的社交网络与情感动员；后真相时代的社交网络与情感动员行为表

征；后真相时代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策略。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情感动员行为表征：（1）通过主动发布信息寻求情感建构和情感共鸣（2）通过

转发、评论、点赞等行为表达情感（3）通过线下集群行为表达强烈情感。

情感动员策略：怀疑策略、示弱策略、简单归因策略、贴标签策略、拔高策略

3. 问题与应用

网络上的舆论情感动员与线下群体的情感动员的差异。

（三）思考与实践

后真相时代舆论的情感动员机制；使学生意识到后真相时代下，众多舆情爆发是

基于情感动员机制，应客观理性看待网络言论，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有基本的判别能

力。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影视营销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第六章 舆论传播周期及阶段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学界对舆论传播阶段的基本划分标准及代表学者。

熟悉不同信息导入型的舆论传播阶段的异同及特点

掌握社交媒体崛起后网络舆论传播周期及传播阶段的新特点、新变化与新趋势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舆论传播阶段研究

1. 主要内容

学界对舆论传播阶段的基本划分标准及代表学者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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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研究视角下的传播阶段研究

危机管理研究视角下的传播阶段研究

传统舆论研究视角下的传播阶段研究

第二节 网络舆论传播阶段

1. 主要内容

六阶段划分及依据；网络舆论传播各阶段的界定和大致时长；不同信息导入型网

络舆论传播阶段；社交媒体时代舆论传播阶段的新变化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六阶段划分：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反复期、缓解期、长尾期

网络首发型舆论传播阶段模型、传统媒体首发型舆论传播阶段模型

社交媒体时代舆论传播阶段的新变化：社交媒体爆料阶段、大 V转发的热点化阶

段、媒体跟进报道的新闻化阶段、扎堆曝光集中化阶段、全民参与的段子化阶段、刻

板印象构成的标签化阶段

3. 问题与应用

草根媒体导入型和新闻媒体导入型网络事件传播阶段的差异有哪些？

（三）思考与实践

结合反转新闻相关案例，分析其舆论传播阶段演化过程，使学生对“后真相时代”

有全方位的感知，能客观理性看待网络舆论传播，树立正确的舆论价值观。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影视营销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第七章 舆论传播的媒介形态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舆论传播的主要媒介形态及其特点

熟悉不同媒介的舆论扩散特点

掌握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信息转播及危机营销的策略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即时通讯工具(IM 软件)、博客、网络社区、搜索引擎

1. 主要内容

在即时通讯工具、博客、网络社区、搜索引擎中危机信息的呈现。

在即时通讯工具、博客、网络社区、搜索引擎中危机信息的扩散

在即时通讯工具、博客、网络社区、搜索引擎中危机信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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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即时通讯工具(IM 软件)、博客、网络社区、搜索引擎传播特点、受众特点以及如

何利用其开展危机营销

3. 问题与应用

能结合案例分析符合利用媒介传播特点展开危机营销

第二节 社交媒体危机议题传播模式

1. 主要内容

微博传播的特点、优势；网络社群内部议题生成的特征和模式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1）节点：参与信息互动的用户。

节点的三种类型：核心节点、桥节点、长尾节点

（2）微博传播特征：成本低、速度快、多样化、开放性；信息交换频繁有效；

“弱连带”；圈层化传播

（3）网络社群：空间的跨地域性，成员高度专业化，

3. 问题与应用

结合微博热议话题谈一谈微博舆论传播的特征及效果

（三）思考与实践

你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网络与传播源头，在推进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各

自起什么作用？

观看两会 Vlog 报道视频，分析新媒体环境下，传统主流媒体转型策略，在时政

新闻的观看过程中一方面帮助学生理解主流媒体转型之路，同时了解当下国家政策，

培养其关心时事政治的基本素养，弘扬家国情怀的良好风尚。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影视营销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第八章 舆论测量与监测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舆论调查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了解网络舆情监测技术。

熟悉焦点小组对舆情热点分析的方法；熟悉网络舆情监测的操作流程。

掌握内容分析法的基本流程；掌握词频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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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舆论测量方法与监测技术

1. 主要内容

传统舆论测量方法；互联网舆论测量方法；网络舆情监测技术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传统舆论测量方法：邮寄调查、入户调查、电话调查、焦点小组、内容分析；

互联网舆论测量方法：网络问卷调查法、社会网络分析法、词频与社会语义网；

网络舆情数据采集基本技术：网络爬虫、网页去重、数据采集原理

数据分析基本技术：全文检索技术、文本挖掘技术、可视化技术

第二节 网络舆情的监测与搜集

1. 主要内容

网络舆情监测的基本要素；网络舆情信息采集；网络舆情监测的操作流程；舆情

信息的搜集；网络舆情监测的工作机制。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网络舆情监测的特点及优势，网络舆情的需求主体，网络舆情监测的不同要求，

网络舆情的需求调研，舆情监测的原则。

网络舆情信息采集站点选择，信息采集策略，网络舆情监测的流程。

网络舆情信息搜集：舆情案例的搜集、舆情观点的搜集、热词词频的统计、一般

信息数量的搜集、其他信息的搜集

网络舆情监测的工作机制：日常值班机制、舆情预警机制、团队协作机制、舆情

会商机制、数据管理机制

3. 问题与应用

网络舆情监测中的站点选择和传统的抽样调查中的样本抽取有何异同？

（三）思考与实践

选择最近发生的热点舆情信息，采集梳理关于该事件的观点和言论。

网络舆情监测对于政府和企业有哪些意义？通过对该问题的探讨使学生认识到

舆情危机对社会环境的危害，培养其网络空间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影视营销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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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网络舆情信息的经营与管理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网络舆情的价值、产业链特点。

熟悉网络舆情主要环节价值创造、网络舆情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网络舆情信息的经营

1. 主要内容

网络舆情的价值；网络舆情产业链的特点；网络舆情主要环节价值创造；网络舆

情产业的主要经营模式；网络舆情产业的发展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网络舆情的价值：信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技术价值；

网络舆情产业链的特点：各环节关联度高，长周期与短周期交集，产业分工趋向

细化

网络舆情产业的主要经营模式：“技术＋服务”模式；“技术＋增值”模式；“服

务＋增值”模式，“技术+服务+增值”模式

3. 问题与应用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可以释放出更大价值吗？

第二节 网络舆情的管理

1. 主要内容

网络舆情管理的目的与意义；网络舆情管理的方式和内容；网络舆情管理的国外

经验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网络舆情管理的目的与意义：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管控网络舆情；以净化网

络舆情环境为原则规范网络媒体行为；控制网络舆情边界以保护公众个人权益。

网络舆情管理的方式：法律规范、行政管理、互联网信息服务自律、技术支持、

主流意识形态引导

3. 问题与应用

为什么必须重视网络舆情管理？

（三）思考与实践

网络舆情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做好经营管理。

讨论河南水灾期间，网络舆论体现出的价值。通过该案例分析，一方面让学生看

到网络舆论对于社会价值观正确引导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让学生感知“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优良美德。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12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影视营销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第十章 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

（一）目的和要求

熟悉网络舆情与国家形象、政府决策的关系

掌握舆情引导与控制的基本手段及效果差异。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 网络舆情与突发事件、社会形象、政府决策

1. 主要内容

突发事件概念、类型、特点；突发事件对网络舆情的影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

危机管理；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风险评估；网络舆情与国家形

象传播；网络舆情与政府决策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突发事件类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事件的特点：突发性、危机性、破坏性、不确定性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对核心价值观产生冲

击；影响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制度论、公共关系论、全面整合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风险评估方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专家会议法、德

尔菲法、概论风险评估法

网络舆论下的中国国家形象，网络舆情与机构形象，网络舆情与地区形象，网络

舆情与个人形象

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网络舆情与公共参与，网络舆情与社会和谐

3. 问题与应用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评估结果如何运用？

网络舆论对国家形象有什么重要影响？

网络舆论中如何塑造政府形象？

第二节 网络舆论的引导与控制

1. 主要内容

对事实信息的引导与控制；对传播通路与传播节点的控制与引导；对舆论客体的

控制；对意见信息的引导与控制；对情绪的引导与控制

2.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舆论应对的基本误区：思维误区、做法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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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与应用

有人不主张使用“舆论引导”的概念，认为舆论无法引导但可以控制，你是如何

看待这个观点。

（三）思考与实践

如何看待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三原则

（四）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演示

以教师 PPT 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影视营销案例，组

织学生案例讨论。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音视频演示以及问答启发式

教学方法。

五、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内 容 讲课 习题课 讨论课 实验 其他教学环节 小计

舆论传播概述 2 0 0 0 0 2

舆论的主客体 3 0 1 0 0 4

舆论的生成与传播 1.5 0 0.5 0 0 2

舆论传播周期及阶段 1.5 0 0.5 0 0 2

舆论传播的媒介形态 3 0 1 0 0 4

舆论测量与监测 3 0 1 0 0 4

网络舆情信息

的经营与管理
1 0 1 0 0

2

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 3 0 1 0 0 4

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危机

应对专题
1 0 1 0 0

2

小组期末汇报 0 0 0 0 2 2

期末复习 2 0 0 0 0 2

期末随堂考试 0 0 0 0 2 2

总计 21 0 7 0 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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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1、教材：李彪《舆论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07

2、参考资源：

《网络舆情概论》 周蔚华，徐发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01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20）》喻国明，李彪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0.10

《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传播及舆论引导研究》 喻国明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06

七、说明

无

大纲制订人： 徐嘉徽

大纲审定人：

制订日期：2021 年 0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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