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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了解高校学生对“灰色网络舆情”

不同关注度、学生个体自信度和本身心理状态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方向，课题组重点完成了如下两项工

作：一是针对“灰色网络舆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

情况设计了问卷调查，在上海、杭州、南京、南通等江

浙沪城市多所高校发放问卷1000份，为课题组研究提供

了依据。二是对不同领域专家、思政辅导员、学生代表

进行访谈，听取灰色网络舆论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建

设的观点和建议。

（二）大学生关注“灰色网络舆情”的渠道

从目前学生接触网络渠道占比来看，依次为微博、

微信，QQ和抖音。上述均为日常的社交软件。其中，微

博的内容更加开放、自由、隐蔽，热点问题更为集中。

从访谈调研中了解到，甚至有学生在微博上网恋。山东

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田录梅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微博对大

学生抑郁总效应显著，即微博使用越多，抑郁越多。由

此可见，学生用的最多的平台，尤其需要被高度关注。

（三）大学生对“灰色网络舆情”的关注度

通 过 调 研 数 据 分 析 ， 约 9 4 % 的 学 生 还 是 比 较 关 注

“话题吸引力强、扩散容易、反应过度的”等“灰色网

络舆情”信息。超过35%的学生对“灰色网络舆情”表

示非常和比较关注，只有不到10%的学生不关注（见图

1）。可见大学生，对于“灰色网络舆情”有很高的敏感

性和关注度。

“灰色网络舆情”下00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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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网络舆情”话题具有吸引力强、扩散容易、反应过度等特点。高校大学生由

于社会经历少，复杂事务认知浅，在面对这类舆论时心理波动增大，易产生怒发冲冠、

扼腕叹息等现象；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高校需积极借助信

息化网络平台，建立监控机制；同时，线上线下加强多部门联合，第一时间预警、研

判、处理，将风险控制在最小。此外，高校要加强大学生自助、互助模式，完善心理健

康教育机制，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完整性。

“灰色网络舆情”即网络思想舆论领域灰色地带。

近年来团中央有关调查研究发现，超半数大学生手机每

日上网时长超五小时，可见大学生是互联网人群的重要

组成。由于大学生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与社

会存在隔断，他们面对谣言、色情等“灰色网络舆情”

时，判断容易被误导，身心极其容易受影响，价值观出

现 扭 曲 ， 冲 击 校 园 的 安 全 与 稳 定 。 因 此 ， 大 学 生 面 对

“灰色网络舆情”时的心理状态，是高校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又一重要切入口和着力点。

“灰色网络舆情”的认知

及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情况

（一）“灰色网络舆情”的概念

“ 灰 色 网 络 舆 情 ” 概 念 是 2 0 1 6 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

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

地 ， 一 定 要 守 住 ； 黑 色 地 带 是 负 面 的 东 西 ， 要 敢 于 亮

剑，大大压缩其底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

转化为红色地带。

“灰色网络舆情”是有意为之的虚假网络舆情，一

般具有负面声音，不断地向高校大学生传递灰色文化信

息及价值观念，话题具有吸引力强、扩散容易、反应过

度等特点。这类舆论容易造成高校大学生心理波动大，

心理认知障碍，盲目活跃或易怒发冲冠，一些人可能因

此对社会前途和国家未来发展产生怀疑甚至悲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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