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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学年 第一学期）

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网络舆情研究

英文名称：Research 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教学方式：授课 考试方式：报告

先修要求：无

主讲教师*：胡杨涓

学科领域：传播学

大纲执笔人*：胡杨涓

成绩评定方法：

课堂参与+小组报告+期末报告：

（1）课堂参与：

基于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活跃程度打分。

（2）小组报告：

每组同学根据课程所学的原理和方法，选择一个近期舆论热点议

题，在每堂课前进行分析报告。报告的评分主要基于以下标准：选题

的意义、报告的全面性、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分析方法的严谨性、分

析报告的规范性。

（3）期末报告：

每位同学根据课程所学的原理和方法，选择一个议题，完成一个

网络舆情分析报告。报告的评分主要基于以下标准：选题的意义、报



告的全面性、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分析方法的严谨性、分析报告的规

范性。

总成绩=课堂参与（20%）+小组报告（30%）+期末报告（50%）。

大纲内容简介(300 汉字以内)*：

本课程的开课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网络舆情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

法，对网络舆情的基本概念、传播规律、应对机制及舆情监测、预警

等方法具有了解，能够独立针对某个议题开展网络舆情分析与研究，

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基础知识部分，主要讲

述舆论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二是网络舆情的理论部分，主要讲

述网络舆情的基本理论和最新前沿议题，结合案例分析网络舆情的主

体特征、形成机制、传播规律和应对策略；三是网络舆情的研究方法

部分，主要介绍目前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包括相

关工具（如 Python、Ucinet、Gephi 等）的基本操作技巧。

大纲详细内容(2000 汉字以内)*：（请按开课单元撰写，注明学时）

第一讲：认识网络舆情

教学内容 舆论的定义与舆论八要素

从舆论到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分析的误区



网络舆情分析的应用场景

第二讲：网络舆情的议题与社会背景

教学内容 网络舆情事件的议题特征分析

网络舆情形成的社会背景

网络舆情折射的社会心理

网络舆情与谣言

第三讲：网络舆情的传播主体与关键节点

教学内容 网络舆情的传播主体

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水军

第四讲：网络舆情的传播场域

教学内容 网络舆情的传播场域

虚拟社群

第五讲： 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与结构

教学内容 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

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

第六讲： 网络舆情研究方法

教学内容 从舆论调查到网络舆情分析

网络舆情分析的维度

网络舆情的几种基本研究方法

第七讲：网络舆情数据的获取



教学内容 网络舆情数据的获取渠道

用八爪鱼工具获取网络舆情

用 Python 获取网络舆情数据

第八讲：网络舆情的文本分析

教学内容 运用 Python 分析网络舆情数据

几种文本分析的算法

文本分析与可视化

第九讲：社会网络分析

教学内容 社会网络分析入门

社会网络分析在网络舆情分析中的应用

第十讲：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与可视化

教学内容 用 Ucinet、Gephi 分析网络舆情

第十一讲：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应对

教学内容 网络舆情的监测与预警

网络舆情应对的宏观管理机制

网络舆情应对的微观修辞策略

第十二讲：报告展示和点评

（共 12讲，每讲 3 学时，总计 36学时）

教材：

周蔚华、徐发波：《网络舆情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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