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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教育舆情报告：资本入场，教育行业加速互联网融合变革 

从 1 月的“2015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到 8月的“27 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再到 11 月的“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从“芜湖女大学生宾馆开房坠亡”，再到“常州毒地”、“毒跑道事件”、“徐玉玉事件”，2016 年的教育行业再一次

在欢喜与悲伤中度过，新华网联合中青华云舆情监测中心梳理和总结过去的 11 个月教育行业的舆情事件发展，总结教育相关

经验，力争通过大数据信息深入挖掘教育事件背后的内在，为以后的舆情事件应对提供相关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借鉴。 

现将 2016 年教育舆情研究报告发布如下： 

一、2016 年前 50 位教育热点舆情事件概述 

表 1：2016 年前 50 位教育事件热度指数排行表 

序号 时间 标题 新闻 纸媒 APP 微信 
微博 

论坛 博客 视频 外媒 评论 问答 热度指数 类别 
原创 转发 

1 10 月 
2016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活动周今日正式启动 
83972 5406 19942 68356 12542 2681 18779 10123 430 508 0 69 23304.99 

就业

创业 

2 8 月 
准女大学生徐玉玉被骗光大

学学费含恨离世 
41362 1550 13019 33907 25453 105461 12440 6288 183 853 13553 62 23053.85 安全

事故 

3 1 月 
2015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调查：科研单位起薪最高 
60179 3418 12102 88722 2040 1286 18205 15654 0 305 0 23 20686.37 就业

创业 

4 5 月 
2016 高考招生计划公布全

国各地本科招生 325 万 
46098 2388 13552 43907 3253 3200 8869 4936 129 399 2486 126 13372.48 招生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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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月 
12 省近 14.7 万高考生可享

加分大多为少数民族 
12109 459 2915 18511 2351 9711 4103 1662 1 90 898 236 5174.02 政策

法规 

6 4 月 
教育部发布来华留学数据：

一带一路增长美洲欧洲下降 
8128 310 1747 11633 1536 162 9372 3838 1 343 1502 75 3672.59 教育

管理 

7 9 月 
教育部：中青年成我国教师

队伍主力 
12615 664 3171 12024 834 716 2553 2178 13 361  5 3648.93 其他 

8 10 月 
山东单县一中四名考生高考

志愿被篡改案开审 
8981 273 2522 1940 3493 9419 1015 1094 168 44 2977 9 2988.84 招生

考试 

9 6 月 
“毒跑道事件”频发暴露多

层面问题 
11235 487 2192 3110 3864 1570 2137 1141 48 275 1477 20 2801.63 安全

事故 

10 9 月 
女教师患癌被开除:涉事学院

被曝不止一次这么干 
2958 58 727 1479 4267 16607 827 831 175 71 4416 4 2709.86 教育

管理 

11 10 月 
2017 年国考报名开始预计

190 万人争夺 1.5 万个职位 
9510 237 2484 5388 1727 4416 1157 1106 46 30 715 16 2701.43 招生

考试 

12 8 月 

河北科技大学回应韩春雨受

质疑:已有校外机构重复实验

成功 

5332 174 1314 1907 2670 6449 1519 1113 4 215 3664 73 2175.73 教育

管理 

13 4 月 
调查组介绍“常州毒地”情

况：学校卫生达标 
4739 179 1422 2139 7342 1482 1532 573 15 313 842 13 2032.57 安全

事故 

14 9 月 
教育部增设电子竞技专业玩

游戏也能上大学 
2344 36 588 632 276 15252 286 251 21 15 203 5 1710.78 政策

法规 

15 5 月 
国务院：各地各中小学校专

项治理校园欺凌 
5943 307 1232 2888 859 1654 715 448 89 27 1671 4 1560.07 安全

事故 

16 2 月 

江苏新高考方案敲定

“3+3"，从 2018 年新高一

起实施 

4796 185 909 4210 724 1308 806 618 18 23 119 2 1406.17 政策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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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 月 
河北多所高校学生陷校园贷

诈骗涉案超百万元 
3489 89 843 4757 663 474 461 252 8 24 199 2 1161.41 安全

事故 

18 8 月 
官方：免除普通高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学杂费 
2870 135 831 4957 396 1591 324 138 6 1 67 0 1144.45 政策

法规 

19 5 月 
全国创新科技大会两院院士

大会中国科协九大召开 
4581 303 632 2471 936 400 793 165 8 21 16 1 1095.71 其他 

20 10 月 
江西高考改革政策发布学生

可选班选老师 
1666 116 537 5400 234 92 336 604 1301 7 0 2 1015.88 政策

法规 

21 11 月 
中国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3795 280 1031 3334 169 310 397 182 4 7 51 2 1011.41 政策

法规 

22 10 月 
教育部：明年实施本科人才

培养质量国家标准 
2928 146 465 3617 495 387 492 367 52 17 18 2 929.82 政策

法规 

23 11 月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 
3678 93 721 2230 242 243 463 313 0 6 78 5 856.01 政策

法规 

24 5 月 
语文出版社：《南京大屠

杀》课文将保留 
2556 168 545 1051 981 2026 488 426 3 45 142 3 827.45 其他 

25 6 月 
校园借贷乱象触目惊心：裸

条放款令人瞠目 
3446 53 746 1820 253 220 508 253 2 25 204 0 791.56 安全

事故 

26 8 月 
27 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

取消录取批次成主流 
2389 37 684 2543 166 149 344 342 5 8 0 0 697.52 政策

法规 

27 10 月 
错误答案 5 年无人察觉 9 岁

小学生纠错奥赛名题 
194 1 42 226 528 6231 79 28 5 3 0 0 610.66 其他 

28 6 月 
高考全国卷作文题目漫画被

指抄袭创作者否认 
1541 30 484 1806 592 107 301 639 9 22 317 1 578.24 招生

考试 

29 9 月 
学生实习每天工作 10 小时

疑被强制当廉价劳动力  
2920 55 764 264 140 69 330 329 2 5 0 0 531.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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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8 月 
教育部连续 12 年开通高校

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664 86 299 1122 176 2187 63 40 11 0 14 0 432.76 教育

管理 

31 9 月 
教育部：全日制非全日制研

究生测验将一致规范 
654 4 65 2769 44 0 124 99 0 1 11 0 385.15 政策

法规 

32 1 月 
教育部公示 39 所申请设置

的高等学校名单 
1046 57 184 563 139 91 309 116 0 4 0 0 261.42 政策

法规 

33 9 月 
亚太最具创新力大学排行：

清华北大进前 20 
296 68 124 1664 40 2 56 129 0 24 52 0 244.6 其他 

34 1 月 
人社部官员：高等院校或将

不纳入编制管理 
737 8 31 806 11 3 212 55 0 1 17 0 196.57 教育

管理 

35 1 月 
2016 考研成绩陆续公布国

家线预计 3 月中旬左右公布 
710 5 87 473 50 1 409 143 0 2 0 3 191.19 招生

考试 

36 11 月 
北大去年接受捐赠收入超 6

亿元清华超 5 亿元 
435 12 133 934 53 57 70 75 0 15 6 0 183.06 其他 

37 7 月 
湖南教育厅严肃处理高考志

愿“被填报”事件 
995 12 187 157 52 21 102 90 0 0 0 0 177.24 招生

考试 

38 2 月 
重庆男孩被世界最难考大学

录取奖学金 200 万 
643 27 91 364 128 0 243 145 0 12 0 0 170.16 其他 

39 10 月 
中央投入 40 余亿元改善西

藏农牧区学校条件 
524 32 75 768 78 4 42 12 0 0 0 0 162.82 政策

法规 

40 8 月 

“2016 在线教育开放合作

大 会 及 教 育 资 本 新 趋 势 峰

会”在京开幕 

580 12 121 633 30 4 39 35 0 0 3 0 155.59 其他 

41 4 月 
江苏高考生状告省教育厅答

卷是否属国家秘密成焦点 
636 7 47 85 58 0 38 33 2 0 12 0 102.46 教育

管理 

42 10 月 
2016 中国大学高水平学科

排行榜公布 
98 0 4 78 41 244 8 18 0 0 2 0 45.7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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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1 月 
我国从明年开始建立未就业

毕业生统计机制 
157 7 20 196 6 0 17 6 0 0 0 0 43.58 政策

法规 

44 9 月 
清华北大齐设荣誉学位系本

科生最高学术认可  
187 3 52 82 30 0 15 24 0 1 16 0 43.14 其他 

45 4 月 
全球大学声誉榜发布清华第

18 创中国高校记录 
149 3 45 32 23 38 25 12 1 58 0 0 38.9 其他 

（数据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数据采集时间：2016 年 11 月 1 日-2016 年 11月 15 日；数据内容均为中青华云舆

情监测系统采集反馈数据，已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垃圾内容过滤。热度指数按照新闻、纸媒、APP、微信、微博原创、微博转

发、论坛、博客、视频、外媒、评论、问答等 12个维度的传播力进行了综合加权计算。加权赋值计算公式为：热度指数=新

闻数*12%+纸媒数*10%+APP 数*10%+微信数*10%+微博 原创数*10%+微博 转发数*8%+论坛数*8%+博客数*8%+视频数*8%+外媒数

*8%+评论数*5%+问答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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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教育舆情态势分析 

图 1：教育热点事件关注度趋势图 

 

（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时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 

根据中青舆情监测系统粗略统计发现，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共有相关教育事件 303 个，整体教育舆情的关注趋势与各月教育事

件的个数基本保持一致趋势，亦与日常的教育活动总体安排基本一致。 

据统计，2016 年 1 月涉及教育事件 28 个，其中“2015 高校毕业生就

业状况调查：科研单位起薪最高”“ 泸州医学院改为四川医科大学后再改

名:西南医科大学”、“上海将深化高考综合改革 合并一本、二本招生批次”、

“人社部官员：高等院校或将不纳入编制管理”、“教育部公示 39 所申请设

置的高等学校名单”等成为 1 月受关注度较高的热门事件。 

2 月时值传统佳节春节，发生的教育事件数量明显减少，但因为“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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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方案敲定‘3+3’，从 2018 年新高一起实施”、“儿科本科停招 17 年

缺口 20 万 卫计委将协调恢复”等事件的传播扩散，整体舆情声量与 1 月

份基本持平。 

3 月份统计到的教育舆情事件有 27 个，由于单个事件热度数量均处于

低位，月度总体舆情声量成为 2016 年最低值。7 月适逢暑假期间，涉及教

育事件内容仍旧较多，主要以政策法规的出台和教育管理内容为主，因此受

关注度有限，总体舆情声量成 2016 年第二低。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2016年发生教育事件最多的月份出现在今年5月，

达到 39 个。这其中全国各地接连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以及随后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发起的校园欺凌专项治理成为 5月话题推热的关键。除此外， 

“全国创新科技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九大召开”、“2016 高考招生

计划公布 全国各地本科招生 325 万”、“语文出版社：《南京大屠杀》课文将

保留”等教育舆情内容也获得了广泛的媒体网民关注。 

2016年教育事件传播声量最多月份出现在 10 月，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往

热点话题“国考”再次发威，其他多个热门话题前后接续，在传播声量上形

成高关注热度叠加。具体而言，“2017 年国考报名开始 预计 190 万人争夺

1.5 万个职位”（10月 15日）、“河北多所高校学生陷校园贷诈骗 涉案超百

万元”（10月 16 日）、“2016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正式启动”（10

月 13日）、“山东单县一中四名考生高考志愿被篡改案开审”（10月 23 日）、

“教育部：明年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10 月 29 日）等多起事

件在 10 月形成了关注热点的接续，舆情总体声量保持高位走势。 

图 2：教育热点事件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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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时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 

根据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数据反馈结果显示（图 2），2016 年教育热

点事件中，受媒体网民关注较高的舆情事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类： 

1.教育管理类。2016年教育管理类事件在全部教育事件中占比 24.8%，

同比下降 1.9%。在教育管理类舆情事件中，“山东单县一中四名考生高考志

愿被篡改案开审”、“清华北大齐设荣誉学位 系本科生最高学术认可”、“兰

州交大患癌女教师造校方辞退”、“湖南教育厅严肃处理高考志愿‘被填报’

事件”、“教育部连续 12年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是其中关注热度最

高的前五大事件。 

监测时段内，教育部在教育管理类事件中发声占比较高，“教育部连续

12 年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教育部增设电子竞技专业 玩游戏也能

上大学”、“教育部：中青年成我国教师队伍主力”、“教育部正式公布首批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教育部加强师德考核力度 实行‘一票否决

制’”、“教育部否认发布‘双一流’大学名单”等内容先后被媒体转载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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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引发网友关注。 

除了教育部门的声音，教育管理类舆情中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关注话

题是“考生信息安全问题”。“徐玉玉事件”、“河南女孩被冒名上大学”、“山

东单县学生高考志愿被改”、“内蒙古中考学生篡改志愿”、“13 省区市 10 万

名高考生信息走漏 被用于招生欺骗”等相似内容的频繁曝光，引发舆论关

注。在当前社会，不断曝光的考生信息泄露事件，刺痛了民众的个人信息保

护的神经，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在信息保护上的固有陋习，为相关制度的建设

完善提供了参考。 

2.招生考试类。统计结果显示，2016年招生考试类舆情主要发生在 4-

8 月，也即高考前后。高考招生计划变化、高考成绩线分布、部分高校自主

招生事宜成为 2016年招生考试类舆情的主要的正面传播内容。 

在负面内容的传播中，“考试舞弊”成为关注度较高的内容，教育考试

监管落实也随之成为被诟病最多的老大难问题。近年来，通过加强考试环境

综合治理，强化有关部门联防联控，推进标准化考场建设等措施，反舞弊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郑州一高校被曝考试允许学生带‘小抄’引热

议”、“特岗教师考试：30 道题和网络试卷雷同 顺序都一致”、“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辟谣‘春季高考泄题’”、“陕西咸阳职称英语考试被曝大面积舞

弊事件”、“网曝会计考试考生带手机拍题并传上网财政部回应”等热门事件

的曝光，让我们清楚的看到：目前的反舞弊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3.安全事故类。2016 年教育事件中安全事故类数量较之 2015 年明显上

升——2015年安全事故类位列七大关注话题的第六位，在 2016 年，安全事

故类占比上升第三位，增长幅度明显。 

监测发现，校园内学生间矛盾冲突引发的欺凌事件、砍人事件成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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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类安全事故的主要传播内容。今年 5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11 月李克强总理也

在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督和政策执

行力度，严厉打击校园欺凌、暴力、虐待、性侵、拐卖等侵害妇女儿童权利

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治理校园欺凌，终结校园暴力，完善相关立法，加

强法制宣传教育，发挥教育的职能作用，成为平衡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

犯罪之间的最大砝码。 

另外，2016年校园安全事故的另一大主要内容是“常州毒地事件”、校

园毒跑道事件等校园建设标准不达标问题。2016 年 5 月， 19 日，浙江瑞

安毒跑道事件，21日成都市成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问题跑道，24日北京第

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有毒跑道，6 月 14 日，北京市平谷区第六小学的塑

胶跑道用了不到 10天，25 名小学生流鼻血。 

近年来，发生在学校里的“有毒”事件屡见不鲜，“毒地”、“毒教室”、

“毒跑道”，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不健全使得此类“问题产品”接二连三，

影响学生身体健康，严重的危及学生生命安全。旧患新疾叠加让“毒跑道”

事件被舆论广泛关注，频繁的曝光和舆论的关注得到了教育部的强势回应，

“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查处，决不手软”。 

4.政策法规类。2016 年政策法规类教育舆情事件主要集中在各省各地

区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和研究上。“江苏新高考方案敲定‘3+3’”、“江西高

考改革政策发布 学生可选班选老师”、“上海将深化高考综合改革 合并一

本、二本招生批次”等内容在政策法规类中关注热度位列前十。 

除此外，“中央投入 40 余亿元改善西藏农牧区学校条件”,“官方：免

除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中国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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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教育”等政策支持内容也是政策法规类关注热度前十的内容。 

网民意见中普遍提及的一点是，变相的权力寻租反倒因为教育政策支

持力度的上升而出现变本加厉的情况，“能不能出台教师严谨课后开补习班？

麻痹的学费再便宜再免费，也扛不住老师上课不教，下课狂开补习课这种恶

心的做法，费用还死贵”（腾讯网友大风起兮云飞扬）、“什么时候能教育能

全免费？我们的义务教育虽几十年进化免除了点，但变相的收费还是多啊。”

（网易网友 SUC-Project-Yang）等类似观点获得不少网民点赞。可见，如

何有效将国家政策法规对穷困学生、对偏远地域的扶持落到实处，，如何避

免权力寻租，做到好事办好，仍旧需要教育有关部门加强监管，落实责任。 

5.学生表现类。2016 年教育舆情中学生表现类话题个数较多，但信息

爆点较少，整体关注热度普遍不高。主要是因为相关话题内容多关注少年天

才在高考、奥赛、雅思、托福等考试中表现，此类话题对于网民参与讨论吸

引力不足。 

每逢高考季，“撕书狂欢”发泄情绪，为高考减压的剧情陆续上演。对

此，厦门市教育局向各区教育局、各直属高中下发了《关于做好高三年学生

心理疏导工作的通知》。禁止各地学生以撕书、吼楼等形式宣泄考前压力。

事件引发网友热议，各界网友及专家纷纷就此发言，一时间“学生如何有效

减压”成为媒体、官员议论的焦点。网友认为，学生减压既不能以粗暴的方

式撕书吼楼，也不能“一禁了之”，需要创新多种应对方式，杜绝简单地通

过组织学生撕书、吼楼等形式宣泄压力。 

学生表现类的另一个关注热点是涉学生的黄色新闻，“武大学霸被曝多

次网上约炮”、“19岁高考生考前嫖娼被抓 高考结束后将被刑拘”等内容在

互联网上形成短暂的舆论关注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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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业创业类。今年教育舆情事件中就业创业类内容以就业相关内容

为最多，“我国从明年开始建立未就业毕业生统计机制”、“2015 高校毕业生

就业状况调查：科研单位起薪最高”、“2016 高校毕业生创历史新高 仅半数

已找到工作”等有关就业信息在网络热传。 

2016 年 10 月 12 日至 18 日举办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内容被多次提起。根据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

的反馈结果，2016 年传播较热的教育舆情事件中，仅有“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提及创业创新，其余有关创业方面内容获得的关注有限。 

7.反腐倡廉类。2016 年高校反腐继续进行，一方面，教育部今年巡视

北外、上财等 8 所直属高校，教育巡视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另一方面，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勇和张培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北京部分高校基建项目违规 寻租

挪用现象严重”被媒体曝光，教育领域反腐再度引发网友关注。 

在今年的教育反腐倡廉类舆情事件中，因“举报”而曝光的舆情事件较

去年有所增多，教育反腐引入民众监督力量获得社会点赞。“湖北学生‘举

补助金拍照’引关注”、“合肥工业大学回应校长被举报：多个问题事实不

符”、“教授疑因举报同事丢工作 9名学生赴教育部陈情”等举报内容先后

在网络上出现，网络舆论呼吁纪检监察部门介入调查，加强对举报信息的核

实，尽快落实相关责任追究。 

图 3：教育舆情观点倾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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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时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 

根据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数据反馈（图 3），2016年教育舆情事件的

整体健康度较为良好，其中以国考报名、高考招生计划、敏感事件调查结果

通报、一线教育情况报道等内容为代表的中性事件在整体教育舆情事件中

占比达 53%，成为一年中主要关注点。 

正面舆论关注度在整体舆情事件中占比 19%，主要涉及传播话题是教育

政策法规出台，教育领域会议召开，以及部分学生表现优异等。 

负面舆情在整体教育舆情中占比 28%，一些热门事件的大规模扩散，影

响了教育舆情事件的健康度。例如“校园贷诈骗事件”、“徐玉玉事件”。 

从教育热点事件网民观点倾向来看，与 2015 年网民意见有着较大变化

的是，中性评论占比大幅提升，跃居第一位，负面评论占比则相对减少。在

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上，网民不再一边倒的否定质疑相关政策，也不再是肤

浅的情绪化表达，而是开始逐步加入自己的理性思考，对相关事件的评价也

逐渐深入问题本质，这一点改变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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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对于一些务实性政策法规、反腐倡廉工作，以及部分热点事件的官

方回应工作态度表示认可。例如，专项治理校园欺凌、中央投入 40余亿元

改善西藏农牧区学校条件、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允许

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适度兼职兼薪等务实举措在网民心中接受程度比较高，

网民参与讨论和评价的数量也明显增多。 

图 4：教育热点事件地域分布图 

 

（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时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 

图 5：教育热点事件地域及网民关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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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时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 

根据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数据反馈，2016 年教育舆情事件发生地域

主要分为呈现以下四种态势： 

（1）舆情事件多，网民关注度高，舆情数据量大。2016 年北京、江苏、

山东等省份教育舆情事件个数均突破 150个，相关数据总量 400万条上下，

与之相对应的是网民关注热度也较高。 

以北京的“毒跑道”事件，山东的徐玉玉事件、高考志愿篡改事件、中

考泄题事件，江苏的常州毒地事件、包书皮毒性致病事件为例，这些事件所

带的矛盾、反差、不公等属性使得事件标签化传播趋势明显，加之媒体特殊

的议程设置，此类负面事件传播呈现出高曝光度、高关注度特征，相关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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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情信息也随之不断暴增。 

（2）舆情事件较多，网民关注活跃度活跃，舆情数据量中等。此类特

征的发生地域主要集中是广东、浙江、上海、福建等东部沿海省份。根据统

计数据，上述地方的舆情事件大概在 100-150 个。这些区域网民开放性程

度较高，事件讨论意愿也较为强烈，但这些区域发生重大舆情事件的次数少，

而且危机应对处理较为恰当，因此总体舆情事件扩散范围有限，舆情数据量

发展有限。 

例如，上海市教委 2015 年 12 月 17 日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严

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实施办法》，在 16 年 1 月

6 日 56 所高中接到举报信，部分教师在机构补课。1 月 7 日，上海教育局

重申，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官方的快速回应和处理及

时避免了流言的滋生和传播，也尽可能的把事件影响压缩到最小。 

（3）舆情事件一般，网民关注活跃度一般，舆情数据量中等。此类特

征的发生地域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陕西等中西部地区。据

统计，这部分区域舆情事件大概在 50-100 个，除个别事件传播影响力大以

外，其余事件网民关注和事件传播均较为一般。 

（4）舆情事件少，网民关注活跃度一般，舆情数据量大。此类特征的

发生地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主要是因为国家政策扶持出台、变动、落实

等内容引发媒体跟进报道，网民关注点进入（？）。 

《中央投入 40 余亿元改善西藏农牧区学校条件》这一普及基础教育的

政策给西藏地区带来了网络关注，相关数据量达到 400 万次，但西藏当地

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和反应较为一般。两者在传播态势上形成强烈反差，成为

教育舆情热点事件发生地域中最为特殊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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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教育热点事件来源分布图 

 

（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时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 

根据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反馈数据，新闻是教育舆情事件传播最热

平台，占比达 29.7%；微信、微博平台分列二三位，占比 28.0%和 21.9%。

论坛信息占比 7.4%，App 新闻占比 7.2%，博客占比 4.7%。纸媒、问答、视

频相关内容相对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教育舆情事件的来源分布格局与现阶段自媒体

时兴，传统媒体式微趋势规律略有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2016 年的教育

舆情事件中，包括教育部、教育局在内的教育主管部门发声较多，一些政策

法规的出台、宣传主要以传统的媒体渠道（纸媒、新闻、电视）进行传播扩

散，微博、微信平台对于此类内容可以增加的报道素材有限，因此在传播内

容上，只能单纯转载新闻报道。这种限制导致了微博微信网民参与意愿降低，

内容发布数量减少。因此，互联网新闻成为 2016年教育舆情事件的最主要

来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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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微信、微博、论坛等自媒体平台的传播内容以负面舆情内容

为主，不公、反差、矛盾、黄色等争议事件信息在自媒体平台的关注度远超

于传统媒体。 

以徐玉玉事件、毒跑道事件、校园贷诈骗事件等热门负面事件为例，在

这些事件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网民的意见表达，同理代入心态使得网民天

然的同情弱者，为弱者的权利维权鼓呼。另外，自媒体平台摆脱了以往的议

程设置传播模式，充分体现了网民的话语权，通过质疑官方，质疑黑幕，质

疑事件中强势一方，网民可以获得网络的存在感和认同感，因此在自媒体平

台中负面内容传播影响力要大于正面内容。 

纵观整个 2016 年，可以看出教育舆情事件主要还是以硬新闻为主，政

策法规走宣传渠道，负面事件曝光走社会新闻渠道，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仅

在事件的快速扩散和影响面传播上体现出其传播优势。因此，在相关舆情应

对中，可以对信息源、信息传播、信息扩散结果分阶段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研

究。 

图 7：教育热点事件来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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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时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 

根据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数据反馈，高等教育（占比 42.9%）和基础

教育类型（39.6%）占整个教育类型舆情事件的 82.5%，成为 2016 年度教育

事件的主要涉及类型。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内容分布占比 4.0%和 3.0%，其

他类型（涉及学生主体，但事件原因并非教育原因）内容占比 10.6%。 

据统计，2016 年涉及高等教育话题的主要内容包括高校学科排行、专

业设置，以及学术造假、考试舞弊、校园借贷等问题。这其中尤以校园借贷

和考试舞弊内容居多。近半年来，经媒体曝光的大学生因“校园贷”出问题

的案件 20 余起，涉及大学生人数超过 2000 余人，涉案金额数千万元。高

校学生深陷校园借贷困境，成为今年高等教育舆情事件的一大突出问题。有

关如何避免校园贷款再次引发悲剧，政府监管问题，金融机构经营问题，校

园教育问题，学生自主意识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严峻而紧迫的解决课题。 

另一方面，考试舞弊内容在今年也多发，“泄题”、“小抄”、“作弊”等

字眼出现次数较多。“上外被指泄露英语专四答案 考生称五百买答案”、“山

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辟谣‘春季高考泄题’”、“研究生考试泄题案告破 系组

织作弊罪第一案”、“山东菏泽中考泄题 6 名涉案人员被立案侦查”……尽

管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的要求加强考试监管，但屡次曝光的舞弊问题也

让考试监管落实在网络上诟病较多。 

基础教育中，政策法规、校园安全是关注的重点，这其中政策法规主要

涉及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教学设施建设和完善，以及各地针对中高考招生

出台的监管和限制措施。由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由此引发可能的责任监

管、具体实施落实情况跟进以及效果反馈等具体内容也被广泛提及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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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安全主要涉及毒跑道事件、常州毒地事件、校园欺凌事件等多个热

门事件，由此延伸出的青少年自我保护培养问题、未成年人行为规范问题、

校园安保设施建设健全问题成为亟待落实的现实问题。另外，这些事件也引

发了校园选址的建筑标准、校园跑道建设的行业标准讨论。上海市质监局表

示，将争取“在国家没有相应的副剂添加标准规范的前提下，结合上海的特

点以及对这方面工作的认识和技术储备，及时制定整体标准，补充完善有毒

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和检测方法方面的标准”。 

2016 年有关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的信息内容相对较少，两者的话题关

注都主要集中在各地学校违规办学、人员管理不当上。对于如何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如何有效提升学前教育的教育水平和人员管理着墨较少。 

图 8：教育热点事件高频热词分布 

 

（来源：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时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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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词云数据显示，“学生”（提及 385 万次）、

“教育”（297万次）、“中国”（294 万次）、“发展”（264万次）、“孩子”（233

万次）、“学校”（223 次）、“大学”（提及 200 万次）、“建设”（160 万次）、

“学习”（141 万次）、“活动”（130 万次）是网络讨论中提及度最多的十大

词汇。 

“教育部：将对全国中小学‘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26 省份出

台关爱留守儿童政策 不满 16 岁不得单独居住”、“保障学生健康 教育部要

求立即叫停在建或拟建塑胶跑道”……每一个教育政策的出台目的都是为

了学生，每一个教育事件的背后关于的也是学生，“学生”是教育领域的关

注主体，也是 2016年教育舆情事件中提及度最高的网络热词。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

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全覆盖。”提质量、促公平和调结构成为十三五时期中国教育发展

的基调，“教育”与“中国”、“发展”成为年度网络热词也在情理之中。 

三、2016 年教育舆情特点 

根据中青华云舆情监测系统采集的媒体报道和网民讨论数据，2016 年

教育热点舆情事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双创”时代，“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成为 2016 年度

最热门单个话题，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备受关注。 

近年来，我国双创事业蓬勃发展，创客群体持续壮大，众创、众包、众

扶、众筹“四众”平台焕发勃勃生机，“互联网+”、分享经济、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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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经济、智造经济等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四新”正在加快

发展。2016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大热，背后也说明了双创理

念已经深入人心，我国开始迈入创业创新的新征程。 

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是近年来双创关

注的焦点。然后在在 2016 年的教育舆情事件中，有关就业创业的热门话题

相对较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如何深化改革、精准定位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

点。 

眼下，各大高校纷纷开设创业教育，但大学生创业经验不足等问题仍然

明显。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教育工程，既有的创新创业课，要么缺

失了创新二字，要么只是走一下形式，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难免成为负担。因

此，高校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必须结合高校实际，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

体系，有效促进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校内资源与社会资源紧密对接，

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第二，自我约束能力差，学生法制教育亟待突破。 

谈及 2016 年的教育舆情事件，因学生间小矛盾引发的校园欺凌事件、

因疏于防范到导致的电信诈骗、因超期消费引发的校园借贷被骗……这些

负面事件的连续曝光，青少年安全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让人担忧。 

网络舆论在分析这些问题校园事件的发生原因时指出，导致现阶段学

生问题不断的原因可能多元，但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共同点是学生法制教

育的弱化与缺失。这一点，与传统的教育观念和对于法制教育的忽略有着直

接的关系。 

舆论普遍认为，社会转型时期，校园学生曝光问题较多，高校犯罪已经

出现新的势头，加强高校学生法制观念和促进法制宣传刻不容缓。只有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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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大学生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思维，才能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能力，懂得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第三，教育改革加快，政策发展回归教育本源。 

2016 年的教育舆情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教育政策法规不断

出台，教育改革步入快速推进期。 

2016 年，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出台，还是各地新高考方案的修

订，中国教育综合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以往曝光的教育不公、教育腐败等

问题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40亿元改善西藏农牧区教学条件”，这些务实举措的不断出台让网民对于

中国教育改革充满了信心。 

然而，在相关政策的出台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政策落实变形、不到位

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十三五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基调是“提质

量、促公平和调结构”，未来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方面，如何确保公平底线，

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关注重点。 

第四，传统教育模式受冷遇，在线教育开始加速跑。 

近年来，在政策和资本的双重作用下，在线教育已成市场“宠儿”，众

多资本巨头纷纷布局在线教育产业。2016 年 8月“2016在线教育开放合作

大会暨教育资本新趋势峰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教育资本联盟”启动，

各界资本开始聚焦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抢先分享优质教育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家对教育行业的高度重视、云计算等相关技术的

应用和推广推动在线教育市场快速发展，一些传统教育机构的变革速度也

在逐渐加快，传统教育转型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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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融入教育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不同教育产品与互联网的融入方式

会有差异，未来谁能赢得市场优势，关键就看谁能把互联网和教育融合得更

好。 

 

 

中青华云出品 

2016年 1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