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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舆情反转事件是一类特殊的舆情事件,研究舆情反转事件的情感演化特征,对复杂舆

情事件的综合治理以及网络生态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划分特定舆情反转事件的生命周期,结

合事件主题内容特征进行情感分析,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刻画舆情反转事件的情感演化特征。

结果表明,网民在舆情反转事件各生命周期的情感焦点、情感倾向呈现出复杂的演化态势,不同时

间段、不同区域的舆情关注度和情绪状态存在差异。 与普通舆情事件相比,舆情反转事件在反转前

后的情感变化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其情感演化过程与舆情反转事件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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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opinion
 

reversal
 

events
 

are
 

a
 

special
 

kind
 

of
 

public
 

opinion
 

events.
 

Studying
 

the
 

emo-
tion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
 

reversal
 

ev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complex
 

public
 

opinion
 

events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network
 

ecology.
 

By
 

dividing
 

the
 

life
 

cycle
 

of
 

a
 

specific
 

public
 

opinion
 

reversal
 

event
 

and
 

combining
 

with
 

the
 

subject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we
 

carried
 

out
 

the
 

sentiment
 

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emotional
 

evolution
 

features
 

of
 

the
 

public
 

opinion
 

rever-
sal

 

event
 

from
 

time
 

dimension
 

and
 

the
 

space
 

dimens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otional
 

focus
 

and
 

emo-
tional

 

tendency
 

of
 

netizens
 

in
 

each
 

life
 

cycle
 

of
 

public
 

opinion
 

reversal
 

events
 

show
 

a
 

complex
 

evolutionary
 

trend,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public
 

opinion
 

attention
 

and
 

emotional
 

state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regions.
 

Compared
 

with
 

ordinary
 

public
 

opinion
 

events,
 

the
 

emotional
 

changes
 

of
 

public
 

opinion
 

reversal
 

ev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ersal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motional
 

evolution
 

proc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ublic
 

opinion
 

revers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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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舆情反转事件是一类特殊的舆情事件，

近年来，各类舆情反转事件频繁发生，如重

庆万州公交车坠江女司机事件、王凤雅小朋

友事件、山东环卫工被顶替教师岗位事件

等，引发网络舆论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舆情

反转事件的显著特征就是舆情走向呈现波浪

式特征，公众对事件的舆情表达与认知会随

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不断变化，这个过程中公

众的情绪观点、情感态度往往会发生戏剧性

的逆转或偏移，使公众容易感到混乱，滋生

惊讶、被欺骗、被愚弄等情绪。

舆情反转事件的发生有其背后的原因，

一方面是舆情反转事件本身具有复杂性，事

件“真相大白”往往比较缓慢，而新闻媒体

和社会公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来源较少，“后真

相化”导致渠道信息的可靠性无从考证；另

一方面则是“抢流量”效应的存在，新媒体

时代信息时效性变得极其重要，一些消息发

布者为了抢占信息发布先机，往往在信息未

经证实时就发布不确定信息，甚至在信息发

布时带有明显的个人或机构情感倾向，对公

众和社会产生误导。 对舆情反转这类现象如

果处置不当，容易扰乱公众对舆情事件及其

相关议题的理性判断，短时间内催生和加深

社会消极负面情绪，舆情严重时还可能从虚

拟空间的情绪积累上升为社会运动。 目前来

看，学术界、舆情分析机构等对舆情反转这

一特殊事件类型的关注度不够，而“反转”

这一新现象、新特征在社会矛盾交织、“流量

为王”、大众情感需求复杂化等环境下变得更

加凸显，因此，积极探索舆情反转事件相关

原因尤其是情感演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在舆情反转事件发生过程中，网络空间

在掀起一场舆论风暴的同时也留下了反转

前、反转中、反转后的数据痕迹。 用户在各

类社交媒体上的行为活动反映了他们对舆情

反转事件的看法或在事件中的真实需求，而

利用这些舆情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众的

情绪行为模式，为舆情反转现象的分析和应

对策略的制定提供支持，进而有效监测网络

空间活动和现实环境的动态变化。 为此，本

研究旨在探索舆情反转事件情境下的情感演

化特征与规律，通过利用网络爬虫获取特定

案例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数据信息，借

助情感分析等方法对舆情反转事件各阶段的

网民情感特征进行多维度分析，进而讨论舆

情反转事件的网络舆情态势演变特征。 本文

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主题与情感融合、时间

与空间结合的视角展现真实舆情反转事件中

网民情感变化过程，加深对舆情反转事件情

感演化所体现出的网络生态和社会矛盾问题

的理解，为舆情反转事件的治理路径和应对

策略提供参考。

2 相关研究回顾

2.1 舆情反转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对舆情反转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新闻传播学、情报学等领域，学者们围

绕舆情反转的成因、传播规律、演化机制、

预测监督等方面展开探索。 主要可划分为三

个方向：

第一，舆情反转事件特征及成因。 由于

舆情反转事件的特殊性，有学者对其特征进

行了总结，如谭玲珑[1]认为舆情反转具有舆

情走向的戏剧性、公众参与的广泛性、网民

表达的情绪化等；倪万[2]认为，舆情反转现

象反映出信息传播中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

称；田文利[3]认为舆情反转根本原因在于虚假

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相关部门、媒体、公众都

应负有责任；Chen等[4]的研究确定了个人内

部特征和外部干预信息是影响舆论逆转的内部

和外部因素；汪明艳等[5]研究发现，群体认

同、选择性接触、群际情绪等是影响舆论反转

事件中网民群体行为意愿的重要因素。

第二，舆情反转传播演化机制。 观察舆

情反转过程不仅可以探索其传播过程的形态

类型[6]，还可以结合相关理论分析舆情反转

的演化机制。 王玉龙[7]发现群体极化通过

“倾向携带”“协同过滤”“过程凝聚”隐性操

控着舆情反转；岳甜等[8]、张敏等[9]均以“罗

一笑事件”为实证案例，分别构建了反转新

闻的舆论演变机制和情绪反转形成机理的理

论模型；张兆曙[10]从信息控制主体和舆情推

动主体双向行动过程解释了网络舆论反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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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机制；关琮严[11]从媒体和民众的角度认

为，叙事机制、群体思维社会心理机制以及

话语权竞争机制是舆情反转的三大机制。

第三，舆情反转演化仿真模型。 部分学

者利用模型进行仿真实验，揭示舆情反转的

规律和成因。 如陈一新等[12]利用改进的

Hegselmann-Krause模型，通过意见领袖观点

值改变刻画舆论反转；Jiang等[13]基于流行病

模型提出了两阶段的SPNR舆论反转动态模

型。 还有学者通过模型评估舆情反转效应，

助力舆情反转的预测监督。 如袁野等[14]借助

HHM模型进行分类预测，得出四类反转网络舆

情及其性质特征和应对策略。 夏一雪等[15]基

于微分方程和信息生命周期理论，构建网络舆

情反转机理模型进行反转舆情预测；王楠

等[16]借助改进的SMOTE算法和机器学习，构

建神经网络模型对舆情反转事件进行预测。

2.2 舆情情感分析相关研究

情感分析是对带有情感色彩的文本进行

分析和处理，以快速、准确获取文本数据中

的情感态度特征，该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舆

情分析、评论分析、内容推荐等领域[17-18]。

目前，舆情情感分析研究可以按照所采用的

情感分析方法划分为基于情感词典的研究、

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研究、基于深度学习方

法的研究等。

其中情感词典的方法相对简单且容易理

解，只需要事先构建好情感词典，匹配文本

语料中的情感词再通过加权计算，就可以判

断文本的情感倾向性[19]，这类方法在舆情情

感态势研究中被广泛采用。 如王丹等[20]结合

超网络和动态网络方法去识别舆情中的关键

节点，借助知网词典Hownet判定关键节点的

情感倾向，为舆情思想引领策略选取提供参

考；杜毅贤等[21]采用大连理工大学的情感词

汇本体库[22]和Hownet判定舆情情感，并借助

交互信息图表来呈现不同平台、不同省份的

舆情情感态势。

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研究，通过爬取数

据，训练模型，再利用模型预测结果，模型训

练常用算法有贝叶斯算法、KNN、支持向量机

等[23]。 如王晰巍等[24]构建了移动环境下的朴

素贝叶斯情感分析模型，对词频、地域和时间

三个维度的情感演化过程进行研究。 邓君

等[25]则采用 Word2Vec和SVM方法构建情感

分类模型，对微博舆情情感时序特征和舆情主

体对象情感演化进行分析。

基于深度学习的研究，将神经网络应用

到舆情情感分析中，试图获取效果更优的情

感分析结果，国内外也有研究证明卷积神经

网络(CNN)[26]、循环神经网络(RNN)[27]和递

归神经网络模型(ANN)[28]、双层注意力与Bi-

LSTM模型[29]可以有效挖掘舆情等文本的情

感特征，王晰巍等[30]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构建

了社交网络舆情用户情感主题分类模型，通

过实验对比，也证明该方法较之 SVM 和

Time-LSTM模型分类效果更好。

舆情的情感分析研究往往分析网络受众

对具体事件的情感态度演化，还常与主题分

析、文本聚类等方法结合使用，来更好地刻

画用户情感转变背后的指示性内容。 例如，

李超雄等[31]提出了一种动态主题情感混合模

型，通过追踪不同时间片的主题与情感变

化，实现主题和情感的演化分析；安璐等[32]

以寨卡事件为例，采用情感词典方法结合主

题分析方法揭示网络舆情情感演化规律，生

成阶段情感演化图；朱晓霞等[33]也提出，传

统静态式的情感倾向判断仅仅局限于情感分

类的结果，不能追溯整个情感演化过程及影

响因素，为此，作者提出了一种动态主题－

情感演化模型的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方法，并

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其有效性。

随着情感分析对细粒度及其背后原因分

析的需求逐渐提升，建立“话题”与“情感”

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舆情情感分析领域的

重要前沿方向。

2.3 评述小结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第一，目前虽

然一些研究已经关注到舆情反转事件的特

征、成因、演化机制、预测模型等内容，但基

于相关事件社交媒体数据的价值挖掘比较少

见，对于其深层次的情感特征变化揭示也缺

乏应有的关注，而大众在舆情反转这一特殊

事件情境下，其情感往往呈现出复杂的特

09



征，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 本研究拟基于舆

情反转事件相关社交媒体用户数据痕迹，通

过多维视角来解释舆情反转事件的情感演化

特征。 第二，在舆情情感分析方面，目前主

要采用基于情感词典、基于传统机器学习、

基于深度学习等研究方法，在不同情境下相

关方法需要进行合适性的选择。 与此同时，

将主题与情感进行融合分析，逐渐成为舆情

情感态势分析的前沿方向，对于深入挖掘情

感结果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与特征具有重要

意义。 本研究拟以舆情反转事件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主题与情感的协同分析，从时间与

空间双重视角来刻画相关情感演化规律，以

更加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事件情感倾向的变化

及其原因。

3 舆情反转事件情感演化分析框架构建

3.1 研究框架设计

本研究以微博平台的舆情反转事件为

例，参考安璐等[32]、张琛等[34]相关舆情情感

分析研究工作，构建舆情反转事件情感演化

探索的分析框架，总体研究思路如图1所

示，包含数据采集与预处理、舆情周期划分

与主题聚类、情感变化时空分析三个部分。

图1 舆情反转情感演化研究框架

　　第一部分，获取某一舆情反转事件的博

文及评论数据。 根据博文数量高峰个数划分

舆情周期。

第二部分，采用LDA主题聚类方法对舆情

演化周期各阶段的博文进行主题聚类分析。

第三部分，借助情感分析方法，从时间维

和空间维两个角度分析舆情反转事件各阶段的

情感特征和演化规律。 在时间维分析中，为了

更细粒度提取文本情感，实现多情感分类，本文

参考国内较为成熟的大连理工大学情感词汇本

体库[22]用于文本情感分类；同时为了更好地呈

现空间维情感演化差异，采用SnowNLP直接计

算文本对应情感值。

3.2 研究方法与技术

3.2.1 LDA主题模型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简称 LDA(L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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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ichlet
 

allocation)，是一种主题模型。 该模

型由Blei等[35]于2003年在概率潜在语义分析

(PLSA)模型的基础上提出。 其假定文档集合

中的所有文本均共享一定数量的隐含主题，

将整个文档集特征化为隐含主题的集合，LDA
的目的就是为每一篇文档推测其主题分布，

包括计算各个主题出现的概率大小。 由于

LDA模型能有效挖掘文档中所包含的主题信

息，因而被广泛应用于信息检索、文本分类、

评论主题词抽取等领域，也是网络舆情主题

识别的热门研究方法[36]。

LDA
 

模型原理是将每篇文档被表示为K
个隐含主题的混合分布，每个主题是在W 个

词语上的多项分布，Ø 表示LDA中主题-词

语的概率分布， θ 表示文档-主题的概率分

布， α 和 β 分别表示 Ø 和 θ 所服从的

Dirichlet先验分布的超参数（见图2）。

图2 LDA概率图表示

3.2.2 情感分类方法

就文本粒度而言，情感分类可以实现文

档级、句子级不同粗细层次的分析，基于句子

的情感分类就是识别粒度较细但具有整体意

义的句子的情感倾向。 本研究采用的文本语

料情感分类基本流程如图3所示。

图3 情感分类流程

　　通过提取的特征计算每类情绪的情感强

度，将强度最大的情绪类别作为单条微博文

本的情绪类别。 本文选择大连理工大学的情

感词汇本体库[22]作为情感词典，该词典将情

感分为“乐”“好”“怒”“哀”“惧”“恶”

“惊”7个大类和21个小类，其情感词的初始

情感强度被设置为1、3、5、7、9
 

五档，9表

示强度最大，1为强度最小。 每个词在每一

类情感下都对应了一个极性。 其中，0代表

中性，1代表褒义，2代表贬义，3代表兼有

褒贬两性。 词汇的情感值公式为：

s w  =v w  p(w) （1）

式（1）中，s w  表示词汇的情感值，

v w  表示词汇的情感强度，p(w)表示词汇

的情感极性。 由于否定词和程度副词影响情

感判别的结果，在参照已有否定词词典和程

度副词词典的基础上，本研究补充建立了适

用于分析语料的否定词词典和程度副词词

典。 根据中文语言习惯，当情感词前后出现

奇数个否定词时，对情感词极性进行偏转，参

考杜振雷[37]关于否定词的分析，本研究收录

了33个否定词，对7类情感进行否定迁移后

的情况如表
 

1所示。

表1 否定词修饰后的情感迁移

原始情感类别 否定迁移后的情感类别

乐 哀

好 恶

怒 无

哀 a*乐

惧 无

恶 b*喜好

惊 无

注:
 

其中a和b是[0,1]的实数，表示情感强度被减弱，

实验测定a=0.1,b=0.2时，情感识别准确率最高。

　　此外，为提高情感特征判别的准确度，加

入程度副词并人工判别对情感词的影响权重

值形成程度副词词典。 统计发现，将情感词

前后滑动窗口值设为2时，能更准确地判别

情感类别。 语料中情感词的强度经过程度副

词修饰后需要重新计算，即：

WordSentiment=v w  *v(adv)（2）

式中，v(adv)为 程 度 副 词 的 权 重，

v w  为情感词的强度值。

对每一条文本内容，计算各类情感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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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词经修饰后的强度值，按照类别求和，将

情感强度最大的情绪类别作为文本最终的情

感分类，以此刻画时间维度视角下的舆情反

转事件情感演化规律。

3.2.3 情感值计算

SnowNLP的情感值计算以朴素贝叶斯分

类算法为理论基础，属于生成式分类算法，计

算公式为：

　P(类别|词)=
P(词|类别)P(类别)

P(词) （3）

计算之前，由于朴素贝叶斯分类易受分

类任务影响，需要根据微博语料数据导入正

面样本和负面样本重新训练情感分析模型。

本文选用了正负各6000条情感标注已完成的

新浪微博数据集进行重新训练，模型训练好

后就可以计算情感值。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我 们 将 情 感 区 间 从 [0,
 

1]转 换 为

[-0.5,
 

0.5]，使得单条微博文本情感值越接

近-0.5越消极，情感值越接近0.5越积极，

并借助SnowNLP计算得到的情感值来刻画空

间视角下的舆情反转事件情感演化规律，力

图更加精准反映相关区域的细节变化。

4 舆情反转事件情感演化分析

4.1 舆情反转事件的选取

“苟晶事件”是2020年教育热点事件之

一，涉及职业操守、教育公平、媒体公信力和

体制信任等多方面。 2020年6月22日，苟

晶向山东省教育厅实名举报，表示自己曾在

1997年和1998年山东高考中连续两年被冒名

顶替，其中1997年顶替者是高三班主任的女

儿。 2020年7月3日13时47分，人民日报

公布官方调查结果[38]，表明苟晶本人未填报

1997年志愿，其个人身份及当年的高考成绩

被高三班主任邱印林女儿邱小慧冒用，后者

在当年以苟晶的身份被北京煤炭工业学校录

取。 1998年的高考录取中不存在苟晶被他人

冒名顶替上学的问题。 苟晶以“学霸”“高考

顶替”“退学”“改变命运”“被威胁”等关键词

的发声在事件之初获取网友的同情和愤慨，而

随着调查结果的公示，网民对苟晶提出质疑，

认为其有“故意撒谎煽动群众”“利用舆论玩

弄公众”的过错，因此事件真相前后形成了巨

大的舆情偏差。“苟晶事件”作为一个社会性

话题，具有强社交舆情、情绪唤起强烈、受关

注度高、公众舆情反转等特征，因此本文将其

作为实证对象。

4.2 数据收集和预处理

本文选取新浪微博平台，以“苟晶”为关

键词，收集2020年6月24日0时至2020年7
月14日0时期间相关微博以及对应的用户信

息，采用Python撰写代码，构建网页爬虫爬

取相关微博数据。 数据获取的具体步骤为模

拟登录新浪微博，以关键字为“苟晶”进行高

级搜索，由于微博的限制，一次搜索的结果最

多显示50页，因此设定每次搜索时间范围为

2小时，获取每条微博的用户id、用户认证类

型、用户名、发布时间、对应收藏次数、转发

次数、评论人数和点赞人数，以及微博文本内

容；再对相关微博数据简单去重和初步清洗

后得到24584条数据。

同时根据博文数据中的mid字段调用微博

API接口获取评论数据，由于频次限制，获取

每条微博的前50条评论，包含评论id、评论对

应微博mid、评论创建时间、评论文本内容、

用户id、用户名、用户省份、用户所在城市、

用户所在详细地址、用户简介、用户性别、用

户的粉丝数和关注数等12个字段，共计80238
条评论数据，其中位置信息非空的评论数据共

计57264条，占比71.4%。

在预处理过程中，采用代码和人工检查

的方式对获取数据进行筛选和清洗，并借助

jieba分词工具和哈工大停用词表完成分词操

作，在此过程中，添加用户词典导入分词系统

以提升分词效果。
 

4.3 舆情周期划分

统计相关微博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特

征，如图4所示，“苟晶事件”微博发布趋势

出现两个顶峰，呈现出明显的“双峰”特征。

根据贾亚敏等[39]提出的双峰事件网络信息传

播规律，对“苟晶事件”的演化周期进行阶段

划分，得到舆情起始阶段、爆发阶段、第一次

衰退阶段、第二次增长阶段、第二次衰退阶

段、平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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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苟晶”事件微博时序演变图

　　查看两次舆情高涨前后的博文信息得

知，第一次峰值产生的原因是各大新闻媒体

对事件的报道，事件同时出现“苟晶八位同学

也怀疑自己高考有问题”“高中班主任见苟晶

遭拒画面曝光”“苟晶第二次参加的是不是真

高考”等话题，引发网民们的强烈关注；第二

次峰值产生的原因是2020年7月3日13时

47分，人民日报公布官方调查结果并被广泛

转发扩散，引发网民对舆情反转真相的热议，

这一节点也是该舆情事件的反转点。

4.4 主题演化结果分析

利用LDA主题聚类方法对各阶段微博主

题进行建模，抽取不同传播周期各话题下出

现频率较高的词作为主题特征词，得到舆情

反转事件不同阶段的话题概括，如表2所示。

（1）起始阶段。 话题主要围绕事件参与

人、涉事部门展开报道和讨论，南方周末等新闻

媒体相继转发跟进“苟晶事件”，包括实名举

报、当事人回应与行动举措、涉事校方回应等，

网民就此发表讨论，引发相关部门重视并介入。

（2）爆发阶段。 事件进一步曝光，引发

对社会公平、高考制度等的热烈讨论，舆论不

断发酵，网民在微博上的情感宣泄增多。

（3）第一次衰退阶段。 主题延续了对社

会正义和高考公平性的讨论，人民日报声明

官方将严查事件真相，绝不姑息腐败黑暗操

作，相关部门单位组成调查工作专班联合校

方等深入调查，力图还原事件真相；而此时苟

晶删帖，班主任道歉，事件热度逐渐衰退。

（4）第二次增长阶段。 该时间段内，由

于山东省教育厅回应介入调查，通报了初步

调查结果，2020年7月2日下午公布核实调

查结果并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对比调查结

果与当事人言论，关于苟晶到底是受害者还

是造谣者的讨论使舆论再攀高峰。

（5）第二次衰退阶段。 主题包括高考公

平，指责苟晶夸大事实，批评其带来的恶劣影

响等方面。 这一阶段出现“舆论世界的真相

被情绪左右，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一半”“法纪

不张和道德沦丧哪个更可怕”等辩论话题，引

发热议。

（6）平息阶段。 这一阶段微博数量较

少，主要围绕事件真相公布，网民反感情绪宣

泄、道德法律层面的争论与分析等话题展开，

公众冷静思考、理智发言。

根据上述主题聚类结果可知，在舆情反

转事件起始阶段话题主要为事件参与者（苟

晶、班主任、当地招生办、校方）、事件类型

（教育公平）、地域（山东省）等相关信息的

传播扩散。 爆发阶段的网民则倾向于事件性

质（TopicⅡ-3、TopicⅡ-4）的探讨与情感的

宣泄（TopicⅡ-2），舆情高涨达到顶点后逐渐

回落。 而由于反转事件具备特有的舆情反转

点，随着人民日报公布调查结果（TopicⅣ-1、

TopicⅣ-2、TopicⅣ-3）使得现有舆情内容发

生改变，公众认知产生冲突，导致舆情再次攀

升，转向对当事人（TopicⅤ-1）和事件本质

（TopicⅣ-4）的探讨，民众关注点延续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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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苟晶”事件不同发展阶段主题分布

舆情周期 主题编号 主题特征词(
 

部分) 主题概括

萌芽阶段

TopicⅠ-1
命运、教育、改变、受害者、道歉、正义、权利、
威胁、原谅、农家女、疑遭、无奈、可怕、欺负 网民情感宣泄

TopicⅠ-2
疑点、学籍、录取、曝光、道歉、操作、发现、复
读、持续、恐怖、可恶 事件讨论

TopicⅠ-3
调查组、济宁、回应、教育、发帖、前往、年前、
农家女、发帖人、希望、人生、道歉信、联合、调
查核实

涉事学校发布声明

TopicⅠ-4
苟晶、冒名顶替、班主任、女儿、两年、连续、大
学、高考、录取、实名、山东省教育厅、忏悔书、
身份、媒体、院校、南方日报

苟晶实名举报高考被顶替上学
事件

TopicⅠ-5
班主任、见面、济宁、女子、退休、发酵、人民政
府、部门、介入、专程

班主任登门来访，部门介入调
查

爆发阶段

TopicⅡ-1
顶替、高考道歉、跨省、见面、浙江、大汉、拒
绝、曝光

事件进一步曝光，调查组面见
苟晶

TopicⅡ-2
顶替、长相、选中、怀疑、发凉、照片、公平、人
生、教育 事件舆论发酵，网民情感宣泄

TopicⅡ-3
高考、山东、家庭、冒名顶替、大学、社会、公
平、命运、底层、博士、学生、落榜 高考制度讨论

TopicⅡ-4
人生、调查组、女子、真相、链条、严查、教育、
学子、寒门、改变命运、考上、遭遇、工作、努力 苟晶回应引发社会公平性热议

TopicⅡ-5
相似、怀疑、长相、照片、选中、发凉、打听、老
家、住址 涉事人长相讨论与拍客

第一次
衰退阶段

TopicⅢ-1
全民震怒、铲断、作恶、链条、人民日报、严查、
赔偿、说法 人民日报报道将严查真相

TopicⅢ-2
工作专班、处分、档案、录取、聊城、责任、山东
省、单位

相关部门单位组成调查工作专
班

TopicⅢ-3
高考、顶替、公平、人生、善良、希望、正义、命
运、农村、寒门、底层、公正、机会、学子、发
声、曝光、道歉、怀疑、选中、发凉、受害者

高考公平性讨论

TopicⅢ-4
班主任、道歉、电话、找到、害怕、威胁、实名、
见面、删帖 苟晶删帖，班主任道歉

TopicⅢ-5
开展调查、处理、及时、公布、反映、举报、绝不
姑息、知情 工作专班进一步跟进调查

TopicⅢ-6 教育、招生办、操作、农家女、不敢发帖、复杂、学籍 涉事教育部门和招生办的质疑

第二次
增长阶段

TopicⅣ-1
冒名顶替、社会、部门、调查、追究、责任、人民
日报、法律责任、违法行为、回应、山东省教育
厅、调查组、公平

山东省教育厅回应介入调查

TopicⅣ-2
问题、调查结果、山东、通报、分数线、理科、调
剂、学校、黄冈、统招 初步调查结果情况的通报

TopicⅣ-3
公安局、派出所、党内处分、犯罪、开除、警告、
职务、法律法规 调查结果核实与涉事人员处理

TopicⅣ-4 事实、人生、受害者、陈春秀、夸大、舆论、真相 真相讨论与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第二次
衰退阶段

TopicⅤ-1
真相、公平、正义、维权、夸大其词、热度、夸
大、恶心、质疑 高考公平，指责苟晶夸大事实

TopicⅤ-2
顶替、受害者、高考、陈春秀、损失、撒谎、道
义、处罚、欺骗 网络造谣及其恶劣影响的讨论

TopicⅤ-3
调查结果、班主任、档案、邱小慧、志愿、分数
线、委培、填报 苟晶回应调查结果讨论

平息阶段

TopicⅥ-1
高考、顶替、真相、网络、撒谎、反转、消费、情
绪、大众 事件真相公布，反感情绪宣泄

TopicⅥ-2
受害者、网友、社会、损失、同情心、事实、道
德、伤害、支持、舆论 道德法律层面的争论与分析

TopicⅥ-3
邱小慧、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处理、依纪、依
法、档案、煤炭 涉事学校的回应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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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扩散转移到网络空间话语权（TopicⅤ-2）、

社会道德与媒介素养（TopicⅥ-2）等话题上。

在舆情衰退平息阶段，公众逐渐趋于理性，回

归对事件本质的关注，并呼吁大众合理发声，

正确运用网络平台，在遵守法律法规基础上杜

绝虚假发言与传播报道。

4.5 基于时间维的网民情感变化分析

本部分结合舆情反转事件周期划分与主

题聚类结果，分析各阶段与各阶段各子话题对

应的情感类别变化，据此，先统计各阶段中每

个情感类别包含的微博数据条数占该阶段微

博总条数的比例，如图5所示；再结合主题聚

类结果，统计各阶段中各子话题下每个情感类

别包含的微博数据条数占该阶段该子话题微

博总条数的比例，如图6所示。

图5 “苟晶事件”情感演变图

　　首先，从整个舆情生命周期对应微博情

感来看可以发现，舆论主要由“恶”和“好”

两种情绪主导，表明舆论出现高度情绪集聚

现象。 其中，起始阶段和爆发阶段舆论情感

类别分布较为相似，多为网民表达自身愤怒

与生气，如“被恶心到发抖”“看得我气死

了”等言论。 网民认为苟晶被顶替上大学反

映了社会的黑暗（TopicⅡ-4）、高考制度弊病

（TopicⅡ-3）以及当时政府与招生办以权谋

私，进而产生怀疑政府媒体公信力等消极不

满情绪；同时对当事人表示深切同情，体现在

对当事人的鼓励、安慰与祝福等正面情感上

（TopicⅠ-1）。 第一次衰退阶段，官方介入

调查，人民日报表示会严查事件真相（Topic
Ⅲ-1），工作专班成立并跟进调查（TopicⅢ-

2、TopicⅢ-5），使得舆情态势得到和缓，但

鉴于尚未查实事件真相，相关涉事人员也并

未得到处理，网民负面情绪并没有消解，

“怒”这一情绪仍在加强，网民对涉事班主任

与学校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愤怒（TopicⅢ-4），

也贬责当地政府教育部门腐败（TopicⅢ-6），

质疑高考的公平性。 到第二次增长阶段，官

方公布回应核实调查真相并做出人员惩治等

举措（TopicⅣ-1~
 

3），政府部门及时有效的

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公众部分消极情

绪。 但随着事件真相公布，舆论导向也开始

发生逆转，因为公众发现调查结果与苟晶所

述不符，认为其故意撒谎，夸大事实，是在网

络造谣与恶意炒作，消费大众同情心，激发了

大众的口诛笔伐（TopicⅣ-4）。 事件反转之

后，公众对调查结果感到震惊的同时也产生

被愚弄的情感，如一位网民说道：“网友发现

自己被骗后也会生气的，苟晶当时有多让网

友群情激动，被发现撒谎后就会对她有多失

望，作为山东济宁人，我认为苟晶的老师和苟

晶都抹黑了这个地方。”因此，这一阶段网民

情绪仍然以“恶”主导，且负向情绪大幅上

涨，“惊”“惧”两种情绪明显增多。 在第二

次衰退阶段，“恶”“惧”这两种情感强度有所

回落，尽管讨论热度逐天衰退，但关于社会信

任危机与网络造谣恶劣影响的讨论（TopicⅤ-

1，TopicⅤ-2）使得网民的负面情绪依旧占据

主导地位。 平息阶段内“惊”“惧”两种情感

消失，公众开始冷静思考这一舆情反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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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对高考信息冒用性质的讨论（TopicⅥ-

1），对舆情反转事件道德法律层面的争论与

分析（TopicⅥ-2），公众认为面对碎片化信息

需要客观分析，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一阶段

“乐”“好”情绪回升，舆论也逐渐结束。

图6 “苟晶事件”微博评论话题情感分布图

4.6 基于空间维的网民情感状态分析

舆情反转是民众情绪变化的客观反映。

研究表明，舆情反转事件中，用户往往受投射

效应、近因效应以及传播失序等因素影响而

产生认知偏差，且不同受众感知到的心理刺

激与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性也不同[34,40]。 本文

参考前人研究，将舆情反转背景下微博用户

所在地情感均值作为地区情感评价指标，来

进行网民情感状态空间分析。

基于评论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统计相

关用户的空间分布情况见表3中用户比例所

示，以反映不同地区用户对“苟晶事件”的关

注程度。 统计发现，关注用户覆盖全国各省

级行政区，说明目标事件在网络空间引起了

广泛的舆论参与。 其中，所在地为北京、广

东、山东的用户占比分别高达14.5%、11.3%、

11%，其次为江苏、上海、浙江地区，评论人数

占比均超过5%。 以上这些地区的微博用户活

跃程度较高，参与话题数量远超其他地区，对

事件的讨论和关注度更高。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区用户的情感特

征，笔者统计省际尺度下舆情周期内各阶段

微博评论整体情感均值及主要关注主题，其

中用户情感均值空间分布如表3所示。 在整

体情感值的计算中，为了减小各省样本数量

差异对情感分析结果的影响，采用情感均值

分析各省网民情感差异，情感状态值较大的

省份代表其整体情感状态更积极，情感状态

值较小的省份其整体情感状态则较为消极。

总体来说，舆情反转前，不同地区之间情

感值整体差异较大，舆情反转后，情感状态值

整体降低，用户更加倾向于负面情感，地区之

间差异减小。 在舆情反转之前，青海、宁

夏、江西、贵州等地区的情绪状态值较低，说

明这些地区的评论用户情绪普遍低落，心情

愉悦度较低，情感值较高的地区为黑龙江、吉

林、新疆、西藏等地区，说明这些地区评论用

户情绪较为积极，消极情绪较少；而用户活跃

度较高的省市如北京、广东、山东等地，用户

总体情绪状态处于中游。 在舆情发生反转之

后，公众情绪总体转向消极，省际差别减小。

其中贵州、宁夏等地用户情感值略高，表明这

些地区用户总体更为正面积极，而黑龙江、江

西等地区总体转为消极负面。 舆情反转之

后，公众负向情绪增多，心情愉悦度整体降

低，情感平均值由0.1182下降为0.0782。

由于舆情反转事件直接指向山东省，研

究将其作为舆情涉事地，而将山东以外的地

方作为舆情非涉事地，统计舆情反转下各周

期阶段涉事地与非涉事地的用户主要关注话

题与情感值变化（图7）。 研究发现，山东作

为舆情事件涉事地，在舆论反转期间呈现较

大的情感波动，情感值经历了两次的先升后

降，由起始阶段的0.1334最终下降为0.0527；

而非涉事地舆情在舆情反转期间情感呈总体

下降趋势，在平息阶段略有回升。在话题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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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舆情反转下各阶段各省级行政区的情感状态值(按照省份代码排序)

省级
行政区

用户
比例 各阶段情绪值 省级

行政区
用户
比例 各阶段情绪值

北京 14.50 0.117/0.157/0.116/0.088/0.070/0.078 湖南 2.05 0.114/0.158/0.101/0.060/0.066/0.229
天津 1.71 0.198/0.116/0.159/0.134/0.036/0.119 广东 11.29 0.117/0.130/0.116/0.086/0.069/0.072
河北 2.93 0.125/0.134/0.095/0.081/0.040/0.020 广西 1.48 0.165/0.128/0.143/0.098/0.056/0.137
山西 1.49 0.140/0.111/0.151/0.079/0.057/-0.054 海南 0.54 0.157/0.114/0.092/0.077/0.075/-0.098
内蒙古 0.84 0.084/0.116/0.125/0.096/0.065/0.248 重庆 1.90 0.124/0.064/0.066/0.092/0.081/0.172
辽宁 2.55 0.160/0.097/0.068/0.072/0.070/-0.041 四川 4.13 0.098/0.153/0.125/0.114/0.069/0.090
吉林 1.00 0.107/0.199/0.106/0.106/0.068/0.010 贵州 0.62 0.014/0.126/0.147/0.296/0.055/0.096
黑龙江 1.36 0.192/0.131/0.096/0.086/0.035/-0.010 云南 0.98 0.110/0.166/0.140/0.118/0.073/0.024
上海 7.29 0.155/0.108/0.106/0.101/0.054/0.039 西藏 0.35 0.189/0.118/0.207/0.030/0.113/0.166
江苏 7.59 0.119/0.111/0.100/0.091/0.068/0.108 陕西 2.39 0.134/0.127/0.091/0.083/0.05/-0.052
浙江 5.96 0.137/0.117/0.093/0.113/0.059/0.129 甘肃 0.50 0.072/0.253/0.191/0.182/0.077/0.180
安徽 2.58 0.145/0.152/0.097/0.089/0.044/0.073 青海 0.15 0.035/0.032/0.050/-0.119/0.120/0.120
福建 2.80 0.131/0.129/0.119/0.147/0.078/0.032 宁夏 0.29 0.089/0.046/0.139/0.142/0.126/-0.031
江西 1.34 0.084/0.091/0.028/0.082/0.033/0.032 新疆 0.51 0.119/0.277/0.175/0.004/0.082/-0.075
山东 10.97 0.133/0.139/0.086/0.101/0.061/0.053 台湾 0.18 0.061/0.114/0.220/0.217/0.140/0.484
河南 3.31 0.143/0.133/0.122/0.104/0.064/0.041 香港 0.50 0.145/0.080/0.116/0.111/0.105/-0.006
湖北 3.69 0.160/0.139/0.161/0.109/0.051/0.060 澳门 0.21 -0.157/0.095/0.068/0.107/0.073/-0.194

图7 舆情涉事地与非涉事地各阶段情绪值变化图

论上，舆情涉事地与非涉事地在反转前后的

话题关注点也存在着差异。 舆情反转之前，

涉事地和非涉事地共同关注高考制度公平性

(TopicⅢ-3)、事件进展(TopicⅡ-1、TopicⅢ-

4)、官方回应(TopicⅢ-1)以及情感宣泄(Topic
Ⅰ-1)等话题，但舆情涉事地还发布了较多关

于提醒调查结果核实与涉事人员处理(Topic
Ⅳ-3)、持续为事件发声(TopicⅠ-4)的内容，

舆情非涉事地则更多关注事件背后所体现的

高考制度与社会公平性(TopicⅡ-3、TopicⅡ-

4)内容。 舆情反转之后，指责苟晶夸大事实

(TopicⅤ-1)以及对事件当事人和官方处理结

果(TopicⅤ-3、TopicⅣ-4)
 

进行讨论是舆情涉

事地和非涉事地的共同关注点，山东作为舆

情涉事地，侧重关注事件真相调查的进展、本

地官方政府是否有效作为(TopicⅣ-1、Topic
Ⅳ-2)，而舆情非涉事地的关注话题高度集

中，其中TopicⅤ-1话题占比高达42.01%，

说明非涉事地更聚焦事件性质本身，而较少

关注涉事地点。

5 结论与展望

舆情反转事件涉及到的舆情信息裂变传

播牵扯到用户情感“一波三折”的变化，研究

舆情反转事件的情感演变对于把握“后真相

时代”的舆情监测和导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特定舆情反转事件，划分舆情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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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融合主题分析与情感分析，从时间

维度和空间维度两方面探讨舆情反转事件中

的情感演化特征及相关规律。 研究发现：

第一，发生一次反转的舆情反转事件可

以划分为起始阶段、爆发阶段、第一次衰退阶

段、第二次增长阶段、第二次衰退阶段、平息

阶段六个生命周期发展阶段。 本文中即是如

此，而发生多次反转的则基于上述阶段叠加

演化。 另外，舆情反转事件往往有关键反转

节点，这一节点一般以官方或正式组织、个人

的公告、公示、证明、说明等为标志，本例中

就是以官方调查结果公示为标志。

第二，舆情反转事件的情感演化在时间

和空间上都有不同表征。 不同时间片的舆情

主题和情感会随着事件发展的变化而发生变

化，转折前的情感与转折后的情感往往形成

鲜明的对比，它们可能在情感结果上偏向一

致（本例中即是如此），但其内容却明显不

同，这主要是由反转事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

不同地区对舆情反转事件关注程度不同，情

感状态值也存在差异。 如本例中在事件反转

前后，舆情涉事地与非涉事地在关注话题上

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舆情涉事地显然更容

易引起用户的关注和情感变化，同时会更加

关注与本地区域特征相关的一些内容。

通过上述研究与发现认为，针对舆情反

转这一特殊事件类型，判定事件是非仍然需

要“让信息再飞一会儿”，而不能完全遵循

“第一反应”。 从政府角度看，政府需要加

强对舆情反转事件的监测管控，发挥官方公

信力，及时公示事件真相，缓解舆情反转导致

的极端情绪波动，减少由事件延伸出的动摇

社会信任、污染网络环境的消极话题。 从媒

介角度看，相关舆情信息传播主体需要提升

媒介素养，正确运用网络空间话语权，不唯

“流量为王”，不唯“首创首发”，消除舆情

初期的虚假报道；不同地区的媒介主体可以

加强信息整合，规避信息延迟和误传，有效发

挥正向传播作用。 从用户角度看，广大网民

要树立舆情研判的理性自觉，同时匡正相关

表层认知，客观理性发声，避免被流量误导，

避免消极过激情绪泛滥。

本文的研究可进一步丰富舆情反转相关

理论体系，并为舆情反转监测管控实践提供

参考。 然而本文也存在以下研究不足，首

先，本文仅选取微博平台作为数据获取来源，

以单一舆情反转事件进行探索分析，研究发

现可能不全面；其次，将主题分析与时空维度

情感分析深度融合还值得进一步优化思考，

关于时空视域下微博文本情感分析结果的差

异性问题有待方法论层面的优化，在不同类

型舆情反转事件情境下也有待进一步的综合

考察。 后续相关研究可以采用更多类型网络

媒体平台的数据，借助其他领域的可视化方

式，对不同类型舆情反转事件的情感演化趋

势进行更全面详细的分析，以掌握其共性和

个性的特征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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