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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82 小事件因何引发大舆情（@浙江宣传 2024.11.12）

热点背景
“8 个瑞士卷怎么分？”“我可以吃几个瑞士卷？”近日，“瑞士卷测试”登上热搜，相关“二创”视频席卷
全网，形成一场现象级的网络狂欢。而“玩梗造梗”的源头，只是一位全职宝妈博主在某平台发布视
频，记录了“吃瑞士卷被丈夫数落”的细节。

出题方向 小事件引发大舆情，你怎么看？

应用领域 舆情

问题/表现
近年来在舆论场上，如此“小事件引发大舆情”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看似“芝麻大的小事”，一经网络
传播却在短时间内快速发酵、聚集讨论，甚至引发“舆论海啸”。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放大
镜”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理解并应对这种现象？

☑现状分析
□影响分析
□原因分析

——①全民“身在其中”。从“小事件”到“大舆情”的演进过程，离不开你我的“阅转赞评”，离不开全民
参与讨论和社交平台传播。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快速兴起，我们从“生活中有媒介”转变为“生活在媒
介中”，让“我关心的才是新闻”逐渐变成现实。
——②内容泛化发酵。普通个案或偶发极端事件经由去中心化的“病毒式”传播，关联敏感话题讨论，
导致舆情迅速发酵。在“无视频不传播、无平台不触达、无情感不共鸣”的网络环境下，一些本该自
然消亡的网络“花絮事件”，被自媒体账号不断放大讨论、泛化炒作，甚至升级酿成负面舆情。
——③信息传播失真。在小事件发酵成大舆情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谣言泛滥、舆论反转等现象。“后
真相”成为舆情热点事件的“标配”，网络社群成为谣言传播的基本单元，情绪宣泄成为谣言传播的强
大动力。部分别有用心的群体或个人甚至利用谣言进行流量营销，进一步放大舆情烈度。

□现状分析
□影响分析
☑原因分析

——①关联放大的蝴蝶效应更加明显。社会民生领域在保持长期向好态势的同时，也暗藏着诸多矛
盾风险。“小概率”社会事件的燃点更低、爆点更多、传播更快，尤其当涉及社会不公、性别对立、
极端民粹等“高流量”话题时，极易由“小众”变为“大众”、由“蝴蝶扇动翅膀”变为舆论“龙卷风”。
——②竞相炒作的破窗效应不断升温。全民自媒体时代，社交平台的流量收益分享机制导致“蹭热点”
成为许多用户的“基操”。事件发生后，一些自媒体和网络主播利用官方调查的信息“真空期”传播似是
而非的信息，达到引流牟利的目的。在算法推荐机制的加持下，各种策划团队、网络水军等在制造
舆论热点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导致社会圈层化、撕裂化更为明显。
——③前呼后应的长尾效应不断持续。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出现在网络上的公开内容具有“可追溯性”，
即便当事人事后“悄无声息”地删除，也会通过截图、照片等其他方式留下“痕迹”。当热点舆情事件发
生后，部分网民可能联系与此相关或类似的网络旧闻，进行“纵向挖掘”，导致舆情场景勾连化，激
活集体记忆、引发舆情“核聚变”。

对策分析
★★★★★

——①既要保持“舆情敏感”，也要分清“舆情类型”。“小事件大舆情”更多地受流量法则支配，反映的
是流行性，而并不一定反映重要性或公共性。对于那些本质属性偏“八卦”“无聊”甚至虚假的话题事件，
可以小事化了、冷静旁观，警惕落入“话题陷阱”，避免过多占用公众讨论资源。
——②真正关注部分“小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矛盾、社会心理、社会状态，寻找有价值的社会线
索。不被“热搜”绑架，而是学会驾驭“热搜”，让“热搜”为我所用。

★关注“一件事”背后的“一类事”。能引发“大舆情”的“小事件”，有时能反映出社会深层次矛盾所
在。有关部门要善于跳出“一件事”，关注“一类事”，把握从“小事件引发大舆情”中暴露出的苗头性、
倾向性风险，从根本上铲除问题滋生的土壤。

★关注“小事件”背后的“大情绪”。在网络舆论场中，事件是变化流动的，但情绪是相对稳定连
续的。“小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大舆情”，很多时候折射出的是群众的价值判断、民心所指。

★关注“小事件”背后的“大机制”。化解“小事件大舆情”的发酵，离不开各方共同努力。对有关部
门来讲，处置舆情先要做好事情，在“小事情”发生后，各部门要快速联动、妥善解决问题。对专业
媒体而言，需要及时、主动、有效地发声，让更多理性的声音进入舆论场，发挥好“一锤定音”的作
用。在网上“冲浪”的人，须知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须牢固树立互联网法治意识，共同营造和谐清朗
网络空间。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2

金句集锦

◎“小事件引发大舆情”并非偶然，而是在网络技术革新、媒体生态剧变之下，“所有人对所有人
传播”的必然。

◎面对小事件引发的大舆情，更需要我们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抓住事件本质，理性待之、分类
处之。

◎重大舆情是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一旦社会性“雨云”形成，一粒小尘埃也可能引发
一场暴风雨。

◎理解并破解“小事件大舆情”，是当下绕不开的内容。而你我每一个人，都理应置身事内、有
所作为。

案例积累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已
突破 15.5 亿个。

△某明星因在直播时表示不知“知网”为何物，引发网民纷纷质疑其博士学位真实性，从而延伸
讨论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刮起一阵中国学术界的审查旋风。

△某视频博主举报南京一商场装饰画有日本元素，借此“碰瓷”爱国主义，并通过举起民族情感
的大旗来吸引眼球。

小试牛刀

☆“8 个瑞士卷怎么分？”“我可以吃几个瑞士卷？”近日，“瑞士卷测试”登上热搜，相关“二创”视频席
卷全网，形成一场现象级的网络狂欢。如此“小事件引发大舆情”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看似“芝麻大
的小事”，一经网络传播却在短时间内快速发酵、聚集讨论，甚至引发“舆论海啸”。对此，请谈谈你
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