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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舆情与情感的流行

从导语看风向
提要型鼓动型



李心草的母亲太难了{控诉}

李心草溺亡了，

但真相不能溺亡。



一个中年大学老师的灵魂年终总结{倾诉}

喝酒15次，喝醉5次，喝酒后

吹牛3次，喝酒后认为自己是

教授、博导、长江学者各1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

的地方，就是江湖。世间是江

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所有成功北大男的最终归宿都是李国庆{撩拨}

精神胜利法，

谁能赢北大！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感伤}

总从梦魇中醒来，

却摆脱不了命运。



二、认知：感性与理性

图式 范式

• 一个人用以定位、感知、
识别、标注其生活空间中发
生的事情的“解读模式”
(schema of interpretation）

• 聚焦、连接、转化

• 关于研究对象的一组信念以
及相应而来的基本判断

• 范式规定着一个人的基本思
维，包括思考的基本方向、
议程设置，以及理论演绎的
基本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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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爆与陈冠希同机自拍

张柏芝粉丝列4疑点



三、现代化：理性化与感性化

社会行动
感性行动

理性行动 传统理性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德国社会学家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理性的牢笼”？

流动性与漂泊感

科层化与无力感

工具性与产业化

后物质主义与“认同

政治”



四、网络时代：真相与印象

碎片化

{信息过载}

多余量

{同温抱团}

空洞化

{记忆方式}

印象派

后真相时代



五、网络舆情：情感动员与框架建构

集体行为 资源动员 政治过程 框架建构

结构

认知情感

理性感性

• 组织/关系
• 参与/招纳

• 情感
• 社会结构

• 政治体制
• 机会结构

• 思想动员
• 思想塑造

心理 心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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