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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校园网络文化成果生产引导和推广运用机制研究

张茜茜　廖炳坤

福州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0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校园网络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快捷的交流方式，同时对大学生的生活、

学习以及思想观念产生诸多影响。本文研究优秀校园网络文化成果生产引导与推广运用机制，探讨其传播影响因素，构建

基于 SIR 模型的数学模型，并设计学生访谈内容进行研究校园文化传播过程。强调高校应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使其成

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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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研究背景

国家和民族的强大离不开文化的繁荣。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强调文化自信是国家最基本、更深层、更持

久的力量。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部分，在

当今社会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

我国网民将近 11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校园网络文

化正在以独特的方式改变着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科研活动

和师生的生活学习方式。

（2）研究综述

①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是互联网发源地，也是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国

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大众阶段、研究阶

段和批判性研究阶段 [1][2]。例如，琼斯提出警示，不要盲目

夸赞网络的好处，而要发掘其潜在的危害。

②国内研究现状

校园网络文化是指高校校园内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形

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

个要素 [3]。李成恩等人认为，高校校园文化是网络文化与大

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信息化和数字化特点 [4][5][6]。

（3）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化已成为校园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产

生深远影响。本课题旨在研究和构建一套校园网络文化成果

的生产引导和推广运用机制，以促进健康、积极的网络文化

发展，提升学生的网络素养，构建和谐的校园网络环境。

1.	校园网络现状分析

1.1 校园网络文化流行趋势

1.1.1 内容创作与分享多元化

学生通过抖音、B 站等平台制作和分享短视频，涵盖校

园生活、学习心得、兴趣爱好等内容。此外，微信公众号、

小红书等平台上也常见图文并茂的文章记录校园故事。

1.1.2 网络语言与文化符号流行

校园内网络流行语随处可闻，如“咱就是说”“栓 Q”

等。表情包文化也在校园中盛行，班级群聊中常以点赞或搞

笑表情包回应 [8]。

1.1.3 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与参与度提高

学生通过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关注国内外时事热点，

积极参与讨论。学校组织的网络公益活动也为学生提供了参

与公益的机会。

1.2 校园网络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1.2.1 文化成果质量参差不齐

网络中的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存在错误和有

害信息。部分学生为了吸引关注或恶作剧心理，会在网上编

造虚假事件。

1.2.2 校园网络文化传播渠道有限

校园网络文化的信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渠道中，缺乏

整合型传播平台。学校官方渠道、学生社团渠道和个人自媒

体渠道之间缺乏有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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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缺乏有效指导和管理

学校很难对校园所有网络平台、群组中的信息进行实时

监控。对于一些可能影响校园形象或违反校规校纪的内容，

学校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制止。

2.	校园网络文化传播影响因素分析

2.1 政策环境

国家和学校出台的相关政策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提供

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校园网络文化平台。技术发展推动了校

园网络文化创作工具的多样化，社交媒体平台为校园网络文

化推广提供了广阔空间。

2.2 技术发展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学生能够利用视频剪辑软件（如

Pr、剪映）、图片处理软件（如美图秀秀、Ps）制作高质量

的文化作品。学校和师生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

发布校园文化内容。

2.3 学生需求

学生受到社会潮流文化的影响，当网络上流行某种文

化时，校园内也会兴起相关活动。校园网络文化能够满足学

生提供技能学习的需求，如学术讲座视频、行业动态分析等。

3.	数学模型与学生访谈内容构建

3.1 问题分析

为了了解校园文化的传播机制，本文建立基于 SIR 模

型模拟校园文化传播过程，预测消极文化并进行防控。

设校园总人数（N），初始接触校园网络文化者数量（S0），

初始不再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数量（RO）、未接触校园网

络者数量（S）、已接触并传播校园网络者数量（I）、不

在传播校园网络者数量（R）、模拟时间范围（tspan），且

N=S+I+R。校园网络文化传播取决于传播率 beta 和恢复率

gamma。目标是建立数学模型来描述校园网络文化在校园中

的传播过程，并预测不同阶段各类人群数量的变化。

3.2 模型假设

3.2.1 合理假设

假设各个人群均匀混合，即每个个体与其他个体接触

的机会均等；不考虑校园人数的增加或减少；校园文化网络

传播者恢复状态，不会再次传播校园网络文化。

3.2.2 边界条件假设

初始时刻，设定一定数量的校园网络文化传播者 I(0)，

而为传播校园网络感染者 S(0)，不再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数

量 R(0)=0；并且假设在研究期间内，没有其他外部因素所导

致的影响。

3.3 模型构建

3.3.1 符号说明

S(t):t 时刻未传播校园网络文化的人群数量；I(t):t 时刻

传播校园网络文化的人群数量；R(t):t 时刻不在传播校园网

络文化的人群数量；N：总人数；t：时间。Beta 表示传播率，

即未接触校园网络文化者与已接触并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

接触后被感染的概率。Gamma 表示恢复率，即已接触并传

播校园网络文化者恢复不在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的概率。

3.3.2 模型建立

实现了一个基于 SIR 模型（易感者 - 感染者 - 恢复者

模型）的模拟，并通过绘图展示了在给定传播率、恢复率等

参数下，校园内不同状态人群（未接触校园网络文化者、已

接触并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不再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数

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包括每日新增、累积等相关指标的可

视化。

根据消极校园网络文化传播的原理，可建立如下微分

方程：

3.4 模型求解与分析

3.4.1 模型求解

将初始的未接触校园网络文化者、已接触校园网络文

化者、不在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的数量组合成一个向量，作

为微分方程求解的初始条件。使用函数来定义好的微分方

程。是 Matlab 中常用的求解常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函数，

在给定的时间范围内，根据初始条件和微分方程模型计算出

每个时间点上的的值，结果分别存储在 ( 时间点向量 ) 和（包

含每个时间点上值的矩阵）中。

3.4.2 模型检验

表 1		“复旦投毒”事件部分相关数据 [10]

天数 网民日关注
度

传播者数量比
（%） 天数 网民日关注

度
传播者数量比

（%）

1 74211 0.371 10 4604 0.023

2 74093 0.370 11 3347 0.017

3 41077 0.205 12 3412 0.017

4 37834 0.189 13 2177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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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692 0.097 14 1212 0.006

6 11978 0.060 15 930 0.005

7 13280 0.066 16 868 0.005

8 9699 0.048 17 938 0.004

9 7370 0.036 18 1044 0.005

通过对表 1 数据进行分析，设置传播率 beta 为 2.5，不

再传播率 gamma 为 0.1，校园总人数 N=10000，初始未接触

文化者数量 S（0）为 9800，初始已接触文化者数量 I（0）

为 200，初始不再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数量 R（0）为 0，时

间范围 tspan 为 0 到 60 天。

为了能够更清晰地未接触校园网络文化者（用蓝色曲

线表示）、已接触并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用红色曲线表示）、

不再传播校园网络文化者（用绿色曲线表示）的人数随时间

（0 到 60 天）的变化情况。将上述的图形绘制在图 1 校园

网络文化传播影响模型图。

图 1		校园网络文化传播影响模型图

未接触校园网络文化者从 9800 人开始减少，因部分人

转为已接触并传播者。已接触并传播者从 200 人起步，先增

后减，达到峰值后下降，因其以一定恢复率转为不再传播者，

后者从 0 开始持续增加。初期，已接触并传播者快速增加使

未接触者迅速减少。随着时间发展，已接触并传播者数量达

峰后下降，不再传播者持续上升。最终，未接触者趋于低稳

值，已接触并传播者逐渐减少，不再传播者趋于高稳值，表

明传播进入稳定状态。

3.5 依据校园网络文化模型图，设计学生访谈内容

3.5.1 学生访谈内容与分析

本次访谈的地点在校园操场，随机选取学生进行采访。

以口头采访，个人记录的形式完成本次调查任务。表 2 是随

机选取 25 名学生的基本信息。

表 2		随机选取 25 名路人的基本信息

类别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3 52

女 12 48

学院
文 14 56

理 11 44

年级

1 6 24

2 8 32

3 5 20

4 6 24

教育阶段

专科教育阶段 7 28

本科教育阶段 14 56

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 4 16

是否参加网络文化建设
是 19 76

否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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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访谈内容整理

类目 需求情况 人数（%）

参与网络文化相关活动的频率（次数）

1-3 次 64

>3 次 12

0 次 24

校园网络文化对你的影响程度？

没有 12

有一点 60

很大 24

说不清楚 4

校园网络对你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

信息渠道 68

关注话题 16

思维方式 12

语言习惯 4

表 3 通过对 25 名学生访谈分析，64% 的学生参与网络

文化活动 1-3 次，12% 超过 3 次，24% 从不参与，显示多

数学生有一定参与度但活跃度各异 1。关于影响程度，72%

认为有一定影响，24% 觉得影响很大，仅 4% 不确定，表明

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多数学生产生了影响。在主要影响方面，

68% 认为是信息渠道，16% 为关注话题，12% 涉及思维方式，

4% 影响语言习惯，凸显校园网络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3.5.2 选取学生的对话内容进行分析

“很多网络文化内容比较空洞，缺乏深度和内涵，只是

简单地罗列信息，对学生的思想启迪和知识增长作用不大。

而且内容更新不及时，不能反映校园最新动态和热点话题，

导致学生对其逐渐失去兴趣。对于内容审核这块，也存在漏

洞，有些不准确或者不恰当的内容偶尔会出现，影响校园网

络文化的正面形象。”（编号 1)

校园网络文化在内容传播上缺乏对学生需求的精准把

握，有价值的内容挖掘不足，导致难以吸引师生关注。学校

应加快建立内容质量考核机制，制定评价标准，并对内容进

行统筹规划，打造系列化、主题化的优质内容体系。

“大家平时对校园网络文化不良影响的重视程度不够，

偶尔出现的不良信息，感觉像是没什么防范措施，传播范围

和影响程度往往难以控制，不够重视对学生的保护。在学生

反馈这块，那真是让人头疼的。反馈渠道不畅通不说，处理

起来还特别慢。”（编号 2）

学生习惯自由浏览网络，缺乏对不良信息的辨别和抵制

能力，易导致不良影响扩散。学校忙于教学和常规管理，网

络文化监管力度不足，缺乏激励机制，师生主动排查与预防

意识薄弱。因此，校园网络文化监管团队需明确目标，聚焦

核心问题，深入根源，将防控措施与净化网络环境紧密结合。

3.5.3 学生对校园网络文化问题分析

图 3		你觉得目前校园网络文化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图 4		认为校园网文化内容仍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图 3 数据显示，80% 受访者认为校园网络文化缺乏特

色，模块设计不鲜明；76% 指出内容雷同、照搬照抄，72%

认为更新不及时，68% 觉得内容随意简单。图 4 显示，80%

受访者认为平台内容大同小异，不符学生需求，76% 指出

存在浅碟化、娱乐化甚至低俗内容。综合来看，校园网络文

化在特色、原创性和及时性方面问题突出，需改进以满足学

生需求并营造健康环境。

4.	引导机制设计与推广策略优化策略

4.1 引导机制设计

4.1.1 内容审核

（1）审核主体与职责：选举学生代表协助内容审核，



教育探讨７卷 2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209    

采用网络过滤软件进行实时监测。

（2）审核流程与标准：包括事前审核、事中监测和事

后评估。

4.1.2 激励措施

（1）物质激励：设立专项资金奖励优秀作品创作者。

（2）发展激励：提供培训课程、学术研讨会机会，将

参与表现纳入评优评先 [11]。

4.1.3 教育引导

（1）构建教育引导主体：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制定政策。

（2）构建教育引导方式与途径：利用新媒体平台推送

相关内容，组织网络文明宣传活动。

4.2 推广运营策略

4.2.1 线上线下结合

（1）线上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内容，开发校

园 APP。

（2）线下方面：张贴海报、开展线下培训和讲座。

4.2.2 多渠道传播

（1）社交媒体平台 ; 精细化运营不同板块 [12]。

（2）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校园热点新闻的及时性，契

合用户群体特点。

5.	总结

大力加强高校优秀校园网络文化传播，是确保高校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高校应当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

度，切实落实各项网络文化建设措施，构建健全、规范、科

学的校园网络平台，使网络文化真正成为校园网络文化的主

流文化和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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