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化素质课程介绍
课程名称 舆情热点与新媒体传播 课程归属 人文科学类

主讲老师 刘荣 职称 副教授

周学时 3 学分 2 容量 130

上课校区及时间 校本部-周日晚;

主 讲 老 师
简介

 刘荣，男，汉族，现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新闻专业教师。刘荣老师热爱高
校教学科研岗位，工作期间曾获“教学能手”荣誉称号。在教学上紧跟学科和业界发展
的动态，积极拓宽教学方式，在注重提升学生专业理论水平的同时，强化其综合专业
知识和实践能力。

 刘荣老师的主要科研方向为：媒介管理和新媒体传播。自 2003年以来，共在《新
闻与传播研究》、《出版发行研究》、《广西社会科学》等专业和综合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 21篇，CSSCI源 6篇，两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主持省
部级科研项目两项，市厅级项目一项，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课程概述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全校性公选课中的人文科学类课程。

本课程开设的依据：随着社会转型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会舆情出现了先前没有
的新情况，通过新媒体传播和网民互动，越来越多地影响社会运行和公众生活，其发
生、发展和管理有必要系统研究和认真掌握，有利于学生认识社会，更好地认识和利
用新媒体，指导学习、工作，更和谐地融入社会生活。

该门课程共 32学时，2个学分.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巩固学生的新媒体知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认识能力、技能，
陶冶学生的情感、情操，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基 本 内 容
及要求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舆论（3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当前的社会转型
 第二节 社会转型和舆论的关系
（三）重点、难点:理解社会转型
第二章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3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什么是新媒体及其特征
 第二节 新媒体传播与舆情转变
（三）重点、难点:新媒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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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网络舆情（3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网络舆情的内涵和类型
第二节 网络舆情的 5W要素
（三）重点、难点:理解舆情的 5W
第四章网络舆情产生条件（3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网络舆情的社会环境
第二节 网络舆情的技术环境
（三）重点、难点:理解舆情产生的两个环境
第五章网络舆情的发展（4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网络舆情的形成
第二节网络舆情的互动
第三节网络舆情的变化
（三）重点、难点:理解舆情的互动发展
第六章 网络舆情管理（4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
第二节发挥主流网络媒体的作用
第三节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提升网络舆情危机的化解能力；
第四节构建网络问政新格局；
第五节培养网上“意见领袖”，引导网民自我教育
（三）重点、难点:理解舆情的应对机制的建立
第七章网络舆情管理的具体做法（4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加强日常监测，锁定监测的主要渠道
第二节敏感问题重点查办，组建网络发言人队伍
第三节寻求意见领袖，加大与网民的沟通
（三）重点、难点:理解舆情和公共危机的关系
第八章网络舆情与公共危机（4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网络舆情和公共危机的关系
第二节网络舆情在公共危机中的角色
（三）重点、难点:理解舆情和公共危机的关系
第九章 公共危机中的舆情管理（4学时）
（一）教学目的要求：理解掌握本章内容
（二）教学内容
第一节危机沟通的三个策略起点
第二节危机沟通的策略及方法
第三节网络舆情危机处理应避免的陷阱
第四节舆情危机媒体沟通的具体路径 
（三）重点、难点:理解和掌握危机沟通的策略及方法

实 践 教 学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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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材 及 请
参考书

教材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编，《网络舆情分析教程（初级）》，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年 11
月 1日.
参考书

郭庆光 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月 1日.

考 核 与 成
绩评定

（一）考核形式
小论文（大作业）作为考核形式。

 （二）考核内容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深化、理解及应用。

 （三）成绩评定依据 
每次出勤和课堂表现作为平时成绩的评判标准，出勤少一次扣 10分，三次及以上缺
勤本课程考察不及格。
大作业一次作为考察成绩。
平时成绩 40%+考察成绩 60%=最终课程成绩 100%

备注

注： 1、本表一式三份，自留一份，交教务处、教学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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