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情热点分析 

     云南百余学生持械群殴 

【舆情概况】 

      

（网络流传的群殴画面） 

9 月 23 日，曲靖沿江的麒麟职教集团发生学生群殴事件。该校建筑专业学生刘某

与省体专业学生秦某发生口角，中午放学后，建筑专业 5 名学生与省体专业的学生相遇

时发生斗殴。学校安全处王某见状上前制止时被省体专业学生殴打。之后，军事班的学

生到来，又与省体专业的学生斗殴，随后被校方工作人员制止，并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往

医院检查治疗。25 日，麒麟区委宣传部就此事向社会进行了通报。截止 9 月 23 日 23

时，有 3 名学生在医院观察治疗，学校秩序恢复平稳。 



 

 

【舆情大数据】 

（1）人群属性 

 

从年龄分布来看，90 后毫无疑问地成为关注度最高的群体，这类群体中很大一部

分是学生，占比达到 36%。30-39 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教育问题也投注了比

较大的关注，该群体的占比达到 25%。从性别来看，男生的的关注度较女性要高，因

为涉事群体以男生为主，且女生对感性事件的关注度会高于理性事件。 

（2）舆情媒介分布 

 

根据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数据，新闻媒体以 59%占据媒介分布的一半以上份额，



 

 

微博以 20%紧随其后，论坛，贴吧也有一定的相关信息的报道。23 日事件发生以后，

网络开始大量流传群殴的相关图片，视频，许多网友纷纷转发，舆情事件开始发酵。至

25 日，随着网民的转发，舆情进一步升级。而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当地宣传部门发出

通报，把舆情推向高潮。 

（3）舆情关键词 

 

 

【舆情热议】 

@乐友 1998 [广东省潮州市网友] 

尼玛，这货是学生吗，简直是黑涩会！ 

@紫竹轩居士 [湖北省武汉市网友] 

能不能直接叫保安班呢，叫军事班感觉有点污辱军事俩字了。你又不是军校毕业又

进不了军队。 

@b358b55c-6a8a-46dc-bc0c- [云南省昆明市网友] 



 

 

曲靖市麒麟区，本来也是人文荟萃之地，每年高考都在云南名列前茅。但为了某些

私人利益，人为压缩高中招生比例，将大批初中毕业生引流到所谓技校，学校只顾收钱，

根本没有很好的管理教育能力，完全是误人子弟，为祸地方。 

【舆情分析】 

 

舆情事件发生以后，事件相关的图片，视频等资料在微博，论坛，贴吧等迅速传开，

各路谣言开始盛行，有网友发博称军事班殴打学校领导，并威胁说谁报案谁将遭到报复。

各种质疑学校的管控能力，谣传学生伤亡的流言蜚语充斥着网络。如此严重的校园暴力

事件，校方并未及时上报上级部门，也并未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发布通报抑制舆情的发酵，

更没有对网络的舆情进行监控，把握舆情的走向。对于当地部门来说，23 日发生的事

件，直至 25 日媒体大量曝光事件，网络舆情汹涌后，他们才针对此事向社会通报。对

于校方和当地部门来说，此次舆情事件的处理暴露了他们对舆情事件的处理和监控把握

能力的缺失。而这种对舆情监测的不了解，对舆情事件的应对能力的缺失，并不仅仅是

他们的问题。也是中国很多地方部门，学校，特别是偏远地区单位机构所面临的问题。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见诉求的重要渠道。但无序化、功利

化的互联网时代呈现出众生喧哗的嘈杂景象，不负责任的情绪化舆情，突破伦理底线的



 

 

肆意言说，以及恶意的炒作、蛊惑和煽动行为在互联网上也是随处可见。然而，由于教

育系统和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认识还比较滞后，因此在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置上，还存

在诸多误区。 

误区一：视而不见，束手无策 

网络舆情是客观存在的，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传播规律。早期的网络声音如果受到冷

落，就会逐渐失去控制，四散传播。原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伴随着舆情的聚焦和发酵，

就会形成舆论热点，甚至负面不真实的舆情演变成主流舆论。在面对这些网络舆情时，

一些机构往往由于缺乏技巧、不知所措，采取回避和敷衍的策略，这种行为不但不能解

决问题，而且还会加剧舆情的升级。 

误区二：反应缓慢，错失良机 

网络舆情通常具有爆炸性的特点。我们当前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很少上微薄、逛论坛、

看贴吧、写评论，对教育网络舆情缺乏敏感性，对潜在或处于萌芽状态的网络舆情不能

及时发现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负面信息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狂潮。正是由于没有固

定的网络舆情研判队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舆情应对措施，反应缓慢，最终错失

了应对舆情的最佳时机。 

误区三：草率发布，弄巧成拙 

网络舆情发生之后，机构对待舆情的回应一定要持严谨审慎的态度。要多向媒体和网

民陈述事件的现象，少说原因，慎下结论。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机构

在舆情发生后，为了应付而应付，通常在没有调查清楚真相之前，就急于发布结论，以



 

 

此来转移舆论焦点。这反而极容易引起网民的更多质疑和不满，甚至可能成为舆论攻击

的对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此次舆情事件，我们一定要深刻反思，摒弃落后的舆情

应对观念，建立科学的网络舆情应对体系。这样才能将危机化解于无形，维护好自身的

形象和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