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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把关”理论的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

控制模式研究


苏健涵ａ，雷国铨ｂ

（福建农林大学 ａ．管理学院；ｂ．安溪茶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当前已有不少学者从各个视角研究了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问题，主要集中在存在
状态、重大危害和控制机制等方面，没有对源头不良信息控制问题作系统的探讨。基于此，本

文援引传播学的“把关”理论，尝试建立控制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的“自律式把关”和 “他

律式把关”模式，并提出各种相关举措，为防控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传播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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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基本结构决定了校园网是一把双刃
剑，它在给高校师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其负面思想会导致大学生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差，有的因此走

上歧途。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校园网正功能，控

制校园网负面效应，尤其是如何控制不良信息的

源头传播就成了高校校园网建设的重要任务。本

文拟从传播学中的“把关”理论来研究校园网不

良信息源头的控制问题。

一、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有关问题研

究的现状概述

针对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的有关问题，已有

不少学者从存在状态、重大危害和控制机制等视

角进行了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状况：

一是采取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应对高校校园网

即传播媒介安全性的研究。如叶海琴等的《浅析

当前高校校园网安全问题》［１］从技术方面分析了

高校校园网存在的安全问题，认为高校内部人员

的攻击以及不良信息的侵入严重影响着校园网的

正常运行。王艳歌的《校园网的安全性和可控性

研究》［２］从技术方面讨论了校园网的安全性控

制，主要是采取控制校园网病毒和访问限制等

策略。

二是从高校校园网对大学生的影响即传播受

众和传播效果视角进行研究。如王桂玲的《校园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３］指出高校校

园网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际交往，需要从

技术防范和行政监管等方面建立校园网文化管理

的长效机制。顾玉军的《网络不良信息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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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和控制对策》［４］指出网络不良信息严重

危害着大学生，控制对策有网络立法、网络伦理道

德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自我管理、网

络技术控制等。

三是从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即传播内容与大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视角进行研究。如陈潜

等的《控制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的高校思政之

路》［５］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的

影响，提出从源头对不良信息进行控制的对策。

李劲雨的《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网络教育新模式，

主动占领和谐校园建设新高地》［６］，王文彬的《关

于构建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校园网的思

考》［７］，马秀峰等的《高校绿色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模式探究》［８］，彭永刚的《对于高校校园网络文化

建设的几点思考》［９］等论文均研究了类似问题。

通过对上述相关研究的回溯，可以看出以往

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一些以下明显的不足：第一，较

少从不良信息的源头视角来分析高校校园网不良

信息的控制问题，提出的控制策略相对缺乏针对

性和可行性；第二，相关研究主要为网络传播研

究，大多是对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

播效果的分析，对传播者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分析

还少有涉及。有鉴于此，笔者欲以传播学的“把

关”理论为指导，来构建控制不良信息源头的“把

关”模式，以期能更有效地解决防控高校校园网

不良信息源头问题。

二、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产生源头

探析

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有“控制分析”“内容

分析”“受众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是

沿着拉斯韦尔５Ｗ模式的五个基本构成要素［１０］

（图１）形成的。探寻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的源头
同样借用拉斯维尔５Ｗ模式，这个源头就是 “传
播者”。

图１　拉斯韦尔的“５Ｗ”模式

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处于传播活动的“源

头”，其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它决定

着传播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质

量和数量，决定着传播内容的流量和流向，还决定

着传播内容的作用和影响［１１］。在传播活动中，传

播者在特定的情景下能随时转化为受众，受众也

能在传播的互动中担当传播者的角色。这种传播

活动角色的相对性从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

模式”中可以很明显地表现出来［１２］（图 ２）。所
以，对不良信息的控制，关键就是要对传播者（同

时也是受众）的行为进行控制，即进行“把关”。

图２　奥斯古德与施拉姆循环模式

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的传播者“把关”可以

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直接产生、下载和上

传不良信息的信息主体，包括大学生、教职员工

等，主体是大学生，对他们的把关可称为“直接把

关”；第二个层次就是对第一层次传播者进行“把

关”的个人或组织，如网络管理人员，这可称为

“间接把关”；第三个层次就是对前两类“把关”进

行管理的个人或组织，如党团组织、辅导员、行政

管理者，这可称为“外层把关”。毋庸置疑，第一

层次处于不良信息传播的最前线，与不良信息的

关系最直接；因此，对不良信息的控制，关键就是

要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传播者在使用高校校园网

时的行为进行“把关”。

三、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的“把

关”模式的勾勒

“把关”是传播学的一个经典概念。勒温提

出“把关人”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引入传播活

动的研究。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和发展，这个概

念演变为一个成熟的理论。把关人是指大众传播

媒介内部的工作人员。由于大众传播的一切信

息，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才能同公众见面，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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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信息传播的“把关人”［１１］。那么，如何对

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进行“把关”呢？本文

认为可以采取“自律式把关”和“他律式把关”两

种“把关”模式，这两种模式均以大学生主体。

（一）“自律式把关”模式

“自律式把关”是内在的“软把关”模式，强调

德治，具体的举措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道德

伦理认知、网络文化环境建设。

１．细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细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加强校园网信息传

播“自律式把关”的首要措施。一是要坚持正面

引导，用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武装大学生头脑，树立正确网络观，引导和

教育广大学生文明上网，提高自己的约束力和自

制力，理性表达思想和观点，不进行不良信息的下

载、上传或转发，使不良信息缺乏爆炸性扩散的桥

梁。二是做精做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如建立红

色网站来引领网络舆论导向，通过电子邮箱与学

生广泛交流思想，依托ＱＱ平台开展组织生活会，
利用微信反馈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等。［１３］三是可

以培养具有公信力的“意见领袖”。美国传媒学

者拉扎斯菲尔德曾提出“意见领袖”的概念，即来

自媒体的消息首先会被一些比较积极敏锐的受众

所接受，他们成为“意见领袖”最先发表观点并加

以传播［１４］。同样在校园网中也会出现“意见领

袖”。培养校园网“意见领袖”，为我所用，可以发

挥网络舆论正面导向作用，也可以帮助“受众”明

辨是非，提高鉴别力和免疫力，使不良信息没有

“信宿”。

２．提升网络道德伦理认知
提倡网络文明，提升道德伦理认知，是对网络

信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方面。一是要构建一套

新的道德伦理体系，要求每个传播者在校园网这

个公共平台上发布信息和言论时，要严格遵守。

网络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是十分不同的，传统道

德伦理体系直接搬到网络拟态环境显然行不通。

因此需要构建一套适合于校园网的伦理道德体

系。二是要倡导“从自己做起”，认真学习网络道

德标准，明确自己的网络道德权利和义务，经常自

我反省，达到道德自律，从而在校园网空间活动时

能收敛自己的行为。三是要通过评选网络道德模

范、网络道德案例展示、网络道德失范现象分析等

活动，让道德伦理体系耳濡目染、内化于心，提升

道德伦理认知水平。

３．加强网络文化环境建设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

设，唱响网上主旋律［１５］。校园网络文化是校园传

统文化在网络上的延伸，加强网络文化环境能够

有效控制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一是要调动

网络管理者和传播者各方面积极性，大力营造良

好的网络文化，切实把校园网建设好、利用好、管

理好。二是要坚定主导权，在校园网上要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以党的教育方针为工作指导，坚决

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占领校园网阵地，教育引导师生坚

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跟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三是要掌握

主动权，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校园网络文

化，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文明上网正面事例，凝聚正

能量，抵制不良信息，释放负能量。

（二）“他律式把关”模式

“他律式把关”是外在的硬把关模式，强调法

治，具体的举措有网络信息立法、校园网信息监

管、网络技术防控等。

１．加强网络信息立法
网络信息立法的实施，是进行“他律式把关”

的有效保障。加强网络信息立法的实施，一是要

大力宣传有关网络信息立法，充分利用网络信息

立法遏制网络不良信息。我国对网络信息立法极

为重视，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维

护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决定》、文化部发布的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刑法中的有关计算

机犯罪等法律，这些为清理网络上不良现象提供

了法律依据，也适用于校园网的使用者。二是要

组织师生员工加强相关具体网络法规的学习，加

强师生员工法律意识，提高对由网络主体的匿名

性、隐藏性而导致的合法与非法等问题的鉴别能

力。三是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高校实际，制定

有针对性的实施细则，构建一套完善的校园网管

理制度，来引导、规范师生员工的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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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大校园网信息监管
高校要根据网络信息立法和校园网管理制

度，加大校园网信息行政监管力度。一是要根据

国家互联网管理的相关法规，认真抓好校园网站

的登记备案工作，对校内网站与网络用户进行统

一归口管理。同时要按照ＩＰ地址管理办法，落实
ＩＰ地址分配使用逐级负责制。二是要对网站实
施受众监督等。如实行 ＢＢＳ论坛用户实名注册
制度，接受监督，以有效遏制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

的传播；设立“校园网络不良信息在线举报”栏

目，以规范校内上网场所管理和校园网使用秩序。

三是要确立和量化校园网行为和校园网责任主体

的对应关系，对校园网各责任主体的网上行为进

行强力监管，对违规违法者进行处罚与制裁，让他

们时刻感受到监督的存在。

３．构建网络技术防控体系
技术防控可以构建一个健康的大学校园网

络。一是网络技术管理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

素质，掌握最前沿、最核心的网络管理知识，以最

坚固的技术盾牌抵御不良信息的入侵。二是要利

用校园现有网络，广泛设立校园网控制点，建立和

完善校园网安全防护、监控与跟踪、路径控制等系

统。如，一些高校直接利用高科技手段屏蔽不良

信息，昼夜开展信息监控，定期进行舆情分析，取

得了良好效果。三是要堵塞各种校园网不良信息

的进出口。校园网管理者应通过防火墙的构建，

切断校园网与社会网络的部分连接；通过关键词

的过滤，缓解校园网信息发布约束力低带来的冲

击；通过搜索引擎的控制，消减校园网受众的“积

极的信息获取”；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弥补校园网

信息发布者的隐匿性。这些技术手段都将有效稀

释校园网中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

（三）“自律式把关”与“他律式把关”模式的

内在联系

自律主要通过舆论和信念发挥作用，而他律

主要通过威慑和惩罚发挥作用。必须将自律与他

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控制校园网不良信息。

１．自律是把关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的基础，
是他律的前提

古人强调“慎独”，我们今天要求“自律”，“自

律”即“慎独”，是人的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意识，

表现为在没有外来约束、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

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不做任何有

违道德信念之事。对校园网信息的传播者来说，

信息的真实、健康、客观，具有利他性，有助于网络

建设，那才会获得广泛的情感认同，才会受到真正

的认可，个人的满意度也比较高。相反，某些失

真、阴暗、扭曲的信息也许能满足个人的一些欲

望，但最终将受到受众的唾弃，甚至害人害己。当

每一个校园网的网民被看做是校园网世界的把关

人时，他们的自律就是在维持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是把关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的基础，也是他

律的实施前提。

２．他律是把关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的有效武
器，是自律的补充

规范高校校园网的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法律法

规和技术，这就是他律。他律是指源于网络空间

外部的法律法规和技术的监督、管理和规范，即通

过外力迫使网民认同、遵守某一秩序。在高校校

园网中，由于不良信息传播者匿名匿形的特征，传

播者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与传统概念上的校园社

会的直接接触，导致不良信息源头的把关问题变

得相当复杂，校园网监管者难以有针对性地采取

制裁措施。因此，基于必要的法律手段和校园网

规章制度的他律是把关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

的有效武器，是自律的必要补充。

３．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是把关高校校园网
不良信息源头的关键

正确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是高校校园网

主体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的体现和要求，两者的

有机结合是把关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的关

键。自律在他律的作用和影响下，校园网主体能

够在内心深处逐渐形成一整套潜移默化、自觉遵

守的规范。而借助法律法规和技术等他律方式的

推动，校园网传播者能够比较容易作出正确的道

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并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将外

在的准则内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最终完成“他

律向自律的转化”。

５４１

第６期　　　　　　　　　　　苏健涵，雷国铨：基于“把关”理论的高校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控制模式研究



［参考文献］

［１］叶海琴，等．浅析当前高校校园网安全问题［Ｊ］．铁道
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０（２）：１０２１０３．

［２］王艳歌．校园网的安全性和可控性研究［Ｊ］．软件导
刊，２０１０（３）：８８８９．

［３］王桂玲．校园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Ｊ］．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０（８）：１１０．

［４］顾玉军．网络不良信息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和控制对
策［Ｊ］．电脑知识与技术，２００８（６）：１３７１１３７２．

［５］陈潜，等．控制校园网不良信息源头的高校思政之路
［Ｊ］．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２）：４７４８．

［６］李劲雨．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网络教育新模式，主动占
领和谐校园建设新高地［Ｊ］．时代教育，２０１０（６）：４１．

［７］王文彬．关于构建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校园网
的思考［Ｊ］．黑龙江科技信息，２０１０（１１）：１４０．

［８］马秀峰，等．高校绿色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模式探究
［Ｊ］．电化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５）：４２４６．

［９］彭永刚．对于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Ｊ］．南北桥 ，２０１０（５）：１２１３．

［１０］ＨａｒｏｌｄＬａｓｓｗｅｌｌ．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１９４８．

［１１］邵培仁．传播学导论［Ｍ］．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１２６．

［１２］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Ｍ］．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３］张筱荣．网络语言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和应用［Ｊ］．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２）：９８１０２．

［１４］杨祖恩．把握网络舆论特征，实现正确引导［Ｊ］．青
年科学，２０１０（４）：９５９６．

［１５］新华社．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２１１１８．

（责任编校：朱德东）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ａｍｐ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Ｈａｒｍｆｕ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Ｊｉａｎｈａｎａ，ＬＥＩＧｕｏｑｕａｎｂ

（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ｅ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ｊｉ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ａ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ｈａｚａｒｄ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ｃａｍｐ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ｄｒａｗｎａｌｏ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ｏ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ｕ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ｒｅｏｆｉｔ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ａｍｐ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ｈａｒｍｆｕ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ｂａ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ｅｌｆ
ｃｈｅｃｋ”“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ｏｕｓｃｈｅｃｋ”ｍｏｄｅｂｙｃ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ｔｒｙ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ｍ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ｍｐ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ｈｅａｌｔｈ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ｃｏｌ
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ｍｐｕ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ｅｃｋｍｏｄｅ

６４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０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