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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基于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袁体育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呈现高频化尧复杂

化趋势袁认为其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院新媒体引爆袁主流媒体跟进曰呈现出多维度

的体育舆论场曰随信息前置快速流变曰体育网络舆情极易走向野后真相冶遥 为了加强

体育舆情监测袁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袁运用跨学科思维袁提出体育事件网络舆情

引导策略院加强体育事件网络报道的议程设置曰加强多维度体育舆论场建设袁平衡

话语权与价值观曰 构筑法治化的网络舆情监管体制曰 以体育事件为中心袁 澄清真

相袁凝聚社会共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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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 trig-

gered by sports events is showing a trend of high frequency and complexity, with new attributes of

the times: New media detonates and mainstream media follows up; a multi-dimensional sports public

opinion field emerges; rapid flow as information presets;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 of sports tends to

be "post-truth".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sports public opinion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was used to put forward strategies for

guiding online public opinion of sports events: To strengthen the agenda setting of online sports

events coverage,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sports public opinion fields, balance

voice and values, build a legaliz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system, and clarify the truth and

build social consensus centering on the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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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袁互联网对体育的影响日益显著袁
重构了体育传播的媒体格局尧传播方式与舆论环境袁
网络成为政府体育治理的重要载体遥 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渊CNNIC冤发布的第 47 次叶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袁截至 2020 年 12 月袁我国网络

新 闻 用 户 规 模 达 到 7.43 亿 袁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70.4%遥 体育传播正在走向以受众为核心尧以技术为

动力和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全新传播格局遥 互联网带

动了体育信息的普及袁 便捷了网民对热点与重大体

育事件的关注尧转发与评论袁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也为

体育事件舆情的生成尧积聚与扩散提供了渠道遥
体育传播中的热点事件具有很高的公开性袁且

日益呈现高频化尧复杂化特征袁当高呈现度的体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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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新媒体与生俱来的技术活性尧 网状信息节点及

病毒式传播结合在一起袁 体育便成为网络舆情的高

发领域袁给政府体育网络舆情治理增加了难度遥作为

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当前体育事件网络舆情

同样面临着野表达者的群体失衡和复杂诉求尧平台割

裂与传播的偏向尧观点的分化和共识的缺乏冶 [1]的问

题遥因此袁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的实

质及表现特征袁 成为构建科学合理且有效的体育网

络舆情治理规则的前提和基础遥同时袁关注热点体育

事件的网络舆情袁形成前瞻性尧全局性及动态性的体

育网络舆情引导策略袁 对于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的野完善舆论监督制度袁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

舆论引导机制冶以及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提出的野加
强体育舆情监测袁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冶 [2]袁形成

健康的体育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袁 对体育科

学化尧民主化决策也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遥

新媒体主要基于数字技术尧网络技术以及其他现

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3]袁是具有开放性尧融合性的媒

介平台袁能将有限的信息资源演变为网状传播遥 喻国

明[4]认为院野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媒介出现并不仅仅增加

新的传播通路和传播平台袁更大意义上是用它的社会

连接力量构造一个新的现实袁新的生态袁新的力量聚

集方式和新的游戏规则遥 冶人类对新媒体形态的使用袁
对思维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远大于技术所传递的

具体信息内容遥体育事件网络舆情是借助网络对公共

体育事件或体育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意见袁是社情民意

的真实反映遥 随着中国体育进入泛媒化传播环境袁社
交关系尧智能推荐尧用户画像等要素嵌入网络空间袁使
得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遥

体育舆情的生成与传播媒介的形式关系密切袁
在微信尧微博尧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出现之前袁报纸尧广
播尧电视尧PC 端是体育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遥传统媒

体环境下袁采访权尧编辑权尧发布权的垄断性使体育

舆情在野把关人冶和野议题设置冶的主导下袁表现出一

定的稳定性和可控性袁并可以有效引导遥随着新媒体

技术飞速发展袁野沉默的大多数冶逐渐拥有编辑权尧发
布权等网络话语权袁焦点体育事件的舆情改变了野他
媒体冶或野官媒体冶环境中体育网络舆情的生成与扩

散机制遥 野用户不仅仅是单纯的媒体受众袁同时也成

为信息的生产尧制造和发布者袁自媒体平台的每一个

用户都可以自由尧 随时地发布任何他认为有价值的

信息遥 信息的自由发布导致互联网舆论的信息源头

多元化袁增加了舆论控制的不确定性遥 冶 [5]依赖全新

的技术理念袁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环境下体育事

件的信息单向度发布以及路径可控模式袁 自由发布

的交互性使体育传播呈现野去中心化冶的分权特征袁
甚至不乏野自媒体泡沫冶[6]现象遥

新媒体具有快速尧大容量尧交互式尧无地域限制

等特点袁对传统媒体中心的地位形成巨大冲击袁各类

新媒体平台裂变式的传播速度可在瞬间将体育事件

推向舆情高峰遥从体育信源或传播主体角度看袁现实

中的热点体育事件往往率先由微博尧微信尧新闻客户

端等自媒体引爆袁 尤其是关键意见领袖 渊Key Opi-

nion Leader冤通过制作视频尧发布评论等方式表达对

事件的看法袁更易主导舆情走向袁传统媒体加入后的

融合传播袁最终推动舆情走向顶峰遥如备受关注的中

超野傅明事件冶袁傅明作为裁判在赛场上的判罚引发

鲁能方面抗议袁原本属于足球业务层面袁但愤怒的鲁

能球迷却将事件焦点引向场外袁 媒体对事件的关注

也由赛场内转向赛场外遥 经舆情监测系统鹰眼速读

网溯源发现袁最早爆料傅明论文抄袭的是署名野未来

矩阵冶 发布的 叶中超金哨傅明火了院 论文抄袭竟达

54.84%远超翟天临曳 [7]遥 随着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

酵袁主流媒体开始跟进报道袁对事件进行权威评论并

加以定性袁扮演着引导网络热潮的角色遥 在野傅明事

件冶中袁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尧正义网尧新京报尧
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袁通过还原事实尧补充

背景等给出专业意见遥 总体上说袁自媒体空间引爆尧
主流媒体跟进的体育网络事件传播模式袁 既是新媒

体环境下体育网络舆情形成的解释框架袁 也构成了

体育网络舆情治理的规则框架遥

以大数据尧 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传播技术构建了

全新的媒介形态袁赋予不同社会群体实时互动尧参与

体育信息交流的话语权袁使野全媒体体育舆论场冶成
为可能遥但是袁话语权并不代表拥有同等影响社会及

他人的能力袁野同等知情尧 表达和参与的权利并不能

带来同等的现实影响力袁 舆论场的优势地位与主动

权不断分割变换袁话语权产生分化冶 [8]遥 官方媒体与

意见领袖尧公知分子尧网络红人等因在掌握体育话语

资源上具有先天优势袁对网民的舆论影响力尧控制力

与引导力不断强化袁进而出现分化遥新华社原总编辑

南振中曾提出野两个舆论场冶的概念袁用来区分大众

口头舆论和官方舆论遥实际上袁当前的舆论场呈现出

线上与线下尧民间与官方尧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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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与体制外尧 国内与国外等相互交织的多维舆

论场遥
体育领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袁 历来受到媒体的

高度关注袁 一些重要的体育事件会迅速成长为社会

关注的公共议题袁 区域性体育事件也会演变为全国

瞩目的公共话题遥 由于价值立场尧利益诉求的不同袁
不同舆论场对同一话题的评论并非完全一致袁野在市

场细分与信息茧房效应的叠加下袁 舆论场呈现对异

己观点低包容度的现象冶[8]遥 当前袁进入全面改革野深
水区冶的中国体育与网络社会在时空上重叠袁中国体

育不仅处于突发事件高发阶段袁 且面临着不同舆论

场对体育事件的选择性传播院放大或者屏蔽袁炒作或

者引导袁合作或者对抗袁污名或者正名遥 就体育事件

的网络舆论结构而言袁 不同舆论场之间存在着信息

接收尧认知尧评论等方面的不均衡性袁具有空间上分

化和观点上对抗的两重特征遥 德国学者诺依曼 [9]指

出院野人们看到的是他们所期望看到的袁 道德评判通

过充满感情的刻板成见尧标志符号尧幻想而在这其中

起到引导作用遥 冶在备受争议的苏州渊太湖冤马拉松

野递国旗事件冶中袁志愿者 2 次进入赛道递国旗袁导致

何引丽以 5 秒之差错失冠军遥志愿者递国旗尧何引丽

扔国旗与赛后的官方回应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遥
在这场事件中袁野@ 四川魏静冶发文指责何引丽故意

扔掉国旗袁并质问野成绩比国旗更重要冶遥 同时袁野@
头条新闻冶野@ 新浪跑步冶等新媒体意见领袖也对事

件不断进行解读与价值判断袁 进一步引发网民对于

事件的理性思考遥 针对喧哗嘈杂的网络舆情袁 央视

网尧 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相继对该事件进行理性评

论袁积极引导舆情袁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遥 不同舆论

场所传递的声音袁 源于多元社会心态和不同群体体

育价值在互联网上的聚合与分化袁 最终形成复杂的

多维体育舆论场遥

目前袁 学界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大都依据生命周

期理论袁以时间为主轴袁先后提出众多网络舆情传播

变动规律[10]遥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袁任何体育事件网络

舆情都要经历发生尧发展和衰退的过程袁野舆情聚合尧
舆情形成尧舆情爆发尧舆情应对尧舆情反复及舆情消

解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网络舆情发展过程冶[11]遥从

体育舆情生成看袁 一个体育事件能在互联网上快速

传播袁受制于事件的显著性尧重要性尧接近性尧时效性

等一系列约束性因素袁如事件本身的热度尧公众的关

注度尧媒体的议题设置以及政府的舆情引导等遥层出

不穷的热点体育事件为体育网络舆情的爆发尧扩散尧

消解提供了接续不断的议题袁 体育网络舆情变化规

律成为政府体育决策与网络治理的重要参考遥
新媒体环境下袁媒介技术具有野全时尧全域尧全

民尧全速尧全媒体尧全渠道尧全互动和去中心化尧去议

程化冶 [12]等特点袁加速了体育事件的传播袁体育事件

网络舆情传播成功突破了时间尧 地域以及环境等因

素的限制袁传播周期也出现缩短的趋势遥造成受众对

体育事件关注度下降的原因袁 除了同类事件议题造

成的审美疲劳感以及行政干预造成的非自然衰减

外袁互联网信息传播特有的野快餐式消费冶特征也不

容忽视袁一旦出现新的体育事件袁原有议题便会迅速

降温遥 究其原因袁美国学者道格拉斯窑洛西科夫 [13]将

其归结为野数字化精神病冶院野我们为了与数据流中任

何一个微小变化保持同步而采取的特别措施袁 到头

来只是放大了这些变化在万事万物中的相对重要

性遥 冶在他看来袁对于信息未知的恐惧是受众不断追

逐信息的内在动力袁 受众开始成为新闻传播的源头

而非终点遥
新媒体环境下袁 为了免除受众对信息未知的恐

惧袁各类信息分发平台不再依赖信息过滤或搜索袁而
是通过算法推荐将野信息前置冶袁改变受众在获取信

息过程中的时间分配遥面对海量体育事件袁受众注意

力的有限性与体育信息供给的无限性构成一对新矛

盾遥 为了节省用户获取体育信息的成本袁今日头条尧
一点资讯等大多通过算法将用户画像与内容进行匹

配遥 算法推荐是基于人-机器交互的全新信息分发

模式袁其原则是信息找人袁新的体育事件出现后会被

迅速前置袁 旧的事件很快被新发生的事件所覆盖遥
野此时袁新的舆论热点事件吸引或转移了广大网民的

注意力袁 使网络舆情消退并逐渐由聚合状态慢慢离

散并冷却遥 冶[14]从一系列热搜的体育事件来看袁事件

的主题和当事人频繁发生更替袁 如韩国光州游泳世

锦赛上孙杨与霍顿的纠葛尧 男篮世锦赛中对阵波兰

队周琦发球失误尧U19 国青集训 6 名球员违纪尧孙杨

兴奋剂检测违规等袁 这些轰动一时的重大体育事件

都在特定时间内引发网友的热议袁 而又迅速被新的

热点体育事件所淹没遥被媒体报道尧大众热议过的体

育事件最终会沉淀为体育文化记忆袁 呈现出可访问

性尧持久性和全面性的特点遥

野后真相冶渊post-truth冤 一词最早出现在 1985 年袁
野客观事实的陈述袁 往往不及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

影响民意冶[15]袁 是当今舆情研究的重要解释框架袁叶牛
津词典曳曾将其选为 2016 年年度热词遥 2004 年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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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拉尔夫窑凯伊斯在叶后真相时代曳中指出院野在后真

相时代袁我们面对的不只有真相或谎言袁还面临着第

三种情形袁那是一种模糊的陈述袁它既不是确切的真

相袁也不构成谎言遥 它可以称为放大的真相尧新真相尧
软真相尧人工真相尧淡真相遥冶[8]新媒体环境下袁实时化尧
碎片化内容生产方式使体育信息生产的门槛不断降

低袁传统媒体野把关人冶角色遭到削弱袁基于网络平台

偏离体育事实真相的野伪新闻冶层出不穷遥与之前依赖

专业尧权威新闻媒体机构过滤体育信息不同袁现在受

众越来越需要自己从海量的体育信息源中过滤信息遥
野辨别真假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袁
我们正成为自己的编辑尧自己的把关人和自己的新闻

聚合器遥 冶[16]情绪与想象尧真相与遮蔽尧认知与反转成

为当前许多体育事件的呈现形式遥引发网民关注并参

与其中的体育事件在多方舆论的交锋中袁不断上演剧

情的转变甚至反转袁几经辗转最终抵达真相遥
后真相时代袁 越来越多的信息生产主体加入体

育传播行列中袁微博尧微信尧论坛尧短视频等信息平台

催生了体育网络时评的勃兴袁 在热点体育事件爆发

时扮演围观尧戏谑尧解构与建构尧道德审判等多重角

色遥 由于知识结构以及媒介素养的差异袁 网络时评

野不可避免地漂浮着大量个人主观言论尧情绪极化标

签尧未经证实的信息片段及轻率的判断冶[17]遥 对受众

个体和群体而言袁 只要情绪和想象能够获得表达渠

道袁 对体育事件本身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反而退居其

次袁甚至对事件进行夸大尧嘲讽与调侃遥 受众更愿意

选择符合自身消费习惯和消费满足的信息袁 在徐晓

东与雷雷网络约架所引发的中国武术能不能打的讨

论中袁受众除了质疑袁还掺杂着戏谑与调侃袁甚至抱

着野娱乐至死冶的心态而不愿追究真相遥 在诸如此类

的体育事件中袁相比于了解体育事件的事实与真相袁
受众更倾向于在话题讨论中进行情绪宣泄遥野拟像的

真相取代了原本的真相袁真相便成了复数的真相袁每
一个真相知识面对一种特定拟像下的数值遥 冶[18]网络

舆论中充斥着受众的情绪表达与主观判断袁 各种层

出不穷的观点与评论促使热点体育事件持续发酵袁
延长了体育舆情的动荡周期遥

新媒体环境下袁 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形成与扩散

机制发生深刻变化袁包括院舆情主体的广泛性与行为

的情绪性尧传播空间的无界性与意见汇聚的实时性尧
舆论场域的多元性与议题生成的多面性等遥 新的媒

介环境与舆情生态给政府体育治理提出了新挑战袁

需要重构体育治理的内涵与维度遥 政府体育治理不

仅包含线下的体育发展规划尧 体育法治建设及常规

体育事务管理袁而且包括线上体育舆情的应对遥面对

频发的体育事件及其网络高关注度袁 加强体育舆情

的分析与引导袁有助于全社会理解尧支持尧参与袁以及

推进中国体育的全面深化改革袁 提升政府体育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遥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理论的重要支柱袁 注重从

长远角度对受众认知能力产生主导性作用遥1972 年袁
美国学者麦考姆斯和肖在 叶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

置功能曳 中提出院野大众传媒迫使受众关注某些特定

的问题袁不断向大众建议他们所思尧所知尧所感的内

容应该是什么遥冶[19]面对信息过载袁囿于区域限制袁受
众在关注尧评论尧转发体育新闻事件时袁议程设置通

过传递事件重要性发挥作用袁 强调事件的重要程度

与被公开传播程度的相关性袁 比拉兹菲尔德提出的

野选择性理解冶更有说服力遥 通过议题设置对体育新

闻事件进行结构化处理袁最重要的意义是野在被表现

的事件的等级秩序中建立一种关系袁 那就是意义的

等级跟这些事件的等级是对应的冶[20]遥
新媒体环境下袁无论技术怎样迭代尧传播方式怎

样变化尧受众需求如何多样袁专业优质的体育新闻内

容始终是核心竞争力遥议程设置所注重的野需要引导

的需求冶仍具有重要意义袁依然要重视媒介予以事件

传播位置与受众注意力的关系遥 习近平总书记 [21]在

2016 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院野内容永

远是根本袁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袁以内容优势

赢得发展优势遥冶将什么样的体育信息内容呈现给受

众袁不但关系到媒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也关系

到体育在社会中的整体形象和价值定位遥当前袁中国

体育改革中重要议题很多袁 东京奥运会推迟举办的

影响尧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尧 体育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尧 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管与服务以

及体育行业协会的脱钩等袁 都是体育新闻的关注焦

点和体育事件的内容看点遥 媒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宗

旨与特色袁 设置传播策略和传播主题袁野寻找出事实

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舆论种子冶[22]袁吸引受众注意

力袁激发其兴趣袁影响其认知遥
从受众角度看袁 对媒体报道的体育事件并非照

单全收袁 而是基于知识结构和选择性心理机制组成

的分析框架遥 野人们评价媒介内容最频繁使用的标

准袁往往源于文化袁通过社会化的教育机构尧家庭尧宗
教传承下来的传统的价值标准遥 冶[23]随着体育新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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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提供渠道稀缺局面的缓解袁 大量信息频繁在不同

媒体和平台上重复出现袁 稀释了体育新闻的价值含

量袁海量覆盖的传播效果疲态尽显遥新媒体在开启传

播内容的去中心化同时袁传播从野传者本位冶向野受者

本位冶的转变袁受众分化为野全议题公众尧热点议题公

众尧单一议题公众尧漠视议题公众冶[18]遥依据美国经验

主义野使用与满足冶研究范式袁受众自我信息寻求对

媒体传播效果有显著影响遥根据受众的这一特点袁体
育新闻报道要注重信息野告知思维冶向野打动思维冶转
变袁对热点尧突发的体育新闻事件进行严格把关袁用
高质量尧可自助的体育新闻内容服务用户遥

场域理论是由法国学者皮埃尔窑布尔迪厄提出院
野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袁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由

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袁 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

客观关系空间遥 冶[5]在弥漫各类体育信息的网络空间

里袁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尧官方媒体与自媒体尧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等野小世界冶形成了多层次尧立体化尧全
覆盖的传播格局袁通过报道尧评论尧转发尧推介等途

径袁把各自特定诉求的观点尧信念尧态度传播给受众遥
不同形态媒体平台的社会效力在于袁 各自通过对具

体体育事件表达立场和倾向袁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尧
是非曲直进行肯定与否定袁 最终产生对类似事件内

容的重复性激励和抑制作用袁 从而起到推动体育事

业发展进程的作用遥
在开放的网络传播链条中袁 中国体育发展的诸

多主题被公开讨论与分享袁 但不同媒体形态的舆论

场所持的立场尧视角尧价值取向存在显著的分歧和差

异遥从对公开发布的各类体育政策不同层面的解读袁
到对知名运动员尧教练员赛场内外的全方位关注袁再
到对体育管理体制内部各类问题的吐槽等袁 舆论话

语分野明显袁呈现出野主体多元尧议题多面尧博弈多

发尧形态多样冶[24]的特征遥随着舆论场域的不断分化袁
传统媒体尧主流媒体正在遭遇微博尧微信尧抖音尧快
手尧哔哩哔哩等新媒体的包围尧消解尧对立甚至对抗袁
新媒体可以自行设置议题袁 通过发挥意见领袖的作

用实现对网民的野锁入效应冶遥然而袁体育舆情治理的

内在动力需要多方面的价值支持袁 尤其是涉及体育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议题尧领域袁体育舆论结构必须

与媒体运行制度契合袁强化主流媒体在信息来源尧观
察立场方面的引导性作用遥就当前实践来看袁大量互

联网社交媒体产生的体育新闻呈现信息碎片化尧情
绪化尧民粹化等特征袁形成野媒体泛化尧新媒强化尧受

众分化尧声音杂化尧沟通难化冶[25]的舆情格局遥 因此袁
严肃尧 精英尧 专业的主流新闻必须主动占领舆情高

地袁理性且权威地建立对体育世界的认知袁这也给主

流媒体通过接入互联网重塑话语权提供了契机遥
新媒体技术为网民提供了多元体育信息生产与

传播渠道袁并催生开放的话语表达空间袁此消彼长的

话语博弈形成了多维度舆论场遥 野舆论是关注的表

达冶[26]袁体育舆论场原本是网民基于共时性网络空间

表达对体育事件的认知与态度袁是野稀以为是冶与野众
以为是冶的集中表达遥 然而袁舆论的世界又是一个充

满竞争性传播的世界袁野各以为是冶 的表达将舆论世

界切分为一个个具体的舆论场袁存在着分歧与对立袁
彼此陌生的网民在开放的信息技术中因各自价值观

而生成封闭的舆论环境遥野陌生化网民在虚拟和现实

时空进行多维度尧多层次尧同步性互动袁将信息偏好

与利益诉求联系起来袁形成舆论尧观念公众和行动公

众袁进而影响社会舆论的演化遥冶[27]实际上袁无论是李

普曼 [28]所说的野虚拟环境冶还是诺依曼 [9]提出的野意
见气候冶袁 都倾向于把舆论当作具体的世界来研究遥
由此引申袁 广大受众借助不同媒介技术对体育事件

关注与表达袁 因技术偏好进行的匿名化尧 实时化互

动袁因意见一致而迅速形成公共舆论场域渊世界冤袁也
容易在场域内部的群体认同中出现排他性尧 无序性

及片面性局面遥因此袁要充分认识媒介技术在促进体

育信息流通中的重要作用袁 也要注意其存有在形塑

多维舆论场中掩盖事件真相尧 无法基于统一的解释

体系达成体育共识方面的弊端遥

政府是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主体袁 是诸多

治理参与主体的核心与主导遥叶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渊2015要2020 年冤曳明确将野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

测尧收集尧研判尧处置机制袁推动网络监督规范化尧法
治化冶袁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遥叶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曳提出袁要加强体育舆情监测袁完善体育网络

舆情的发现尧研判与回应遥网络社会中袁要形成野党委

领导尧政府管理尧企业履责尧社会监督尧网民自律等多

主体参与袁经济尧法律尧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

合治网格局冶[29]袁必须要构建起法治化的网络舆情治

理体系袁积极发挥主流媒体舆情引领效能袁依法规范

网络平台袁加强对网民的引导遥
依法规范网络平台袁 建立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

制遥新媒体环境下袁早期的门户网站不断裂变为内容

平台尧社交平台尧分发平台尧直播平台遥 今日头条尧一
点资讯尧微博尧微信等平台正逐渐成为体育新闻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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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件尧体育赛事传播的重要渠道遥 在流量导向尧算
法推荐的加持下袁技术平台出现野垄断渠道尧掌握受

众尧控制资本尧反制内容冶[30]的特征袁需要引起足够重

视遥 在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退出中超事件中袁 网友

野深足冲冲冲冶在 Twitter 上爆料袁深圳佳兆业总经理

丁勇授意部分媒体及记者发表抹黑天津天海足球俱

乐部的文章袁矛头直指叶足球报曳记者陈永和叶新快

报曳记者王敌遥 这则消息的传出袁恰好处于中国足协

裁决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能否留在中超的关键时

刻袁野阴谋论冶甚嚣尘上袁对中国足球舆情环境造成极

坏影响遥当前袁受众对体育事件信息的获取与解读严

重依赖各种技术平台袁 用户黏性又反向推动技术平

台自身出现野异化冶袁虚假新闻尧谣言尧后真相尧高级

黑等问题频出遥 体育信息内容服务平台要严格按照

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曳袁健全用户注册尧账号

管理尧体育信息发布审核尧跟帖评论内容审核和消除

体育网络谣言等制度袁 这是建设网络强国和体育强

国的双重要求遥
加强网民个体的责任意识袁引导网民理性参与遥

面对 9.89 亿大规模的网民群体袁网络信息的舆论导

向所蕴含的社会动员能力空前提升袁 网络舆情风险

随之加大遥 尽管现有的法规政策对信息服务的提供

主体设置了严格的行为规范袁 但难以对匿名受众利

用媒介技术生产尧接收尧评论与转发体育信息的行为

进行全面干预袁恐吓尧诋毁尧谩骂尧嘲讽尧恶搞尧戏谑尧
调侃等非理性的表达始终存在袁野以至于生产出一套

具有思维定式和固定程式的对抗性话语体系冶[31]遥如

中超的野傅明事件冶袁一些愤怒的鲁能球迷竟然对傅

明进行人肉搜索袁 扒出其在足协任职的妻子及发表

论文等个人信息袁不惜以野闹大冶的方式进行情绪宣

泄遥因此袁固然要充分尊重网民对体育事件的舆论表

达权袁但更要引导网民提升媒介素养袁养成理性表达

网络话语的习惯袁确保体育网络舆情朝积极方向发展遥

作为非建设性尧 生成性与情绪化的社会存在袁
野后真相的本质是后共识冶[32]袁 在遮蔽体育事件真实

呈现的同时袁 对体育事业发展的秩序与方向也产生

不确定的威胁遥身受野解释冲突冶困扰的受众袁对体育

事件的认知是部分真实袁或是一种共识真实袁而非理

性真实袁 但并非意味着没有真相袁野而是我们以往接

近真相的方式出了问题袁 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

下袁重建一个可以直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袁而不

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冶[33]遥搭

建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袁 破解体育事件 野真相难

求冶的难题袁必须基于传播者尧受众尧传播平台对体育

共识的建立以及公共理性的回归遥归根到底袁体育事

件的真相能否被媒体真实报道袁能否被受众信任袁与
报道体育事件的体制尧机构尧从业者密切相关袁而恰

恰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遥 从孙杨野暴力抗检冶事件中

出现的后真相可以看出袁 最终根源是网民对明星运

动员的态度出现了两极分化遥 当孙杨以及孙杨母亲

依然试图用以往成绩感化网民尧用爱国情怀唤起野民
粹主义冶袁进而影响舆情时袁网民的态度却转向了不

相信甚至是不信任袁这正是网民公共理性的回归遥
后真相问题的破解袁需要多元力量参与野竞争性

真相冶[34]的话语竞赛遥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发生结构是

信息发布主体与舆情推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尧 对峙甚

至博弈遥 野信息控制主体凭借对核心事实的垄断袁控
制信息的时机和内容袁乃至进行必要的信息垄断曰舆
情推进主体则借助多视角的审视袁 对选择性发布的

逻辑漏洞和信息缺口袁进行颠覆性的质疑和揭露遥冶[35]

从体育事业治理体系的内涵来看袁 不同话语竞赛虽

有利于体育事件真相的呈现袁 扭转体育事件网络舆

情袁但最终也会撕裂社会信任遥如国际体育仲裁院关

于孙杨暴力抗检的仲裁案袁 正是在不断逼近真相中

还原了事件的真实遥 当国际体育仲裁院作出孙杨禁

赛 8 年的裁决后袁网民野一边倒冶支持孙杨袁甚至认为

这是国外反华势力打压中国体育的野阴谋冶曰而随着

事件线索的不断丰富袁尤其是事发现场视频的披露袁
孙杨怒砸野检测瓶冶的事实呈现袁网民开始质疑孙杨

团队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检测规则的无知曰 当庭审

现场直播画面曝光后袁 孙杨不专业的临时更换律师

以及孙杨母亲不合时宜地回答法官提问等袁 都引起

网民的反感遥 2020 年 3 月 4 日袁叶检察日报曳渊第 6

版冤 连发 叶观察孙杨事件的三双慧眼曳叶无视规则将

会承担相应后果曳叶商业比赛不能与国家荣誉捆绑曳
3 篇文章评论孙杨事件遥 在网民不断搜集事件关键

碎片以及权威媒体进行专业评论的合力下袁 孙杨事

件逐步在社会中形成共识遥

新媒体技术的进化尧 媒介平台的价值诉求与受

众对体育信息生产与消费的分化袁 共同构成了体育

事件网络舆情的内在张力袁 体育网络舆情引导必须

基于此种逻辑遥当前袁中国体育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

传播环境深刻变化的叠加阶段袁 体育事件网络舆情

既关乎体育治理本身袁又与国家形象尧社会心态尧政
务服务等密切相关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院野完
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遥 建立健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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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综合治理体系袁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遥 冶[36]加强

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监测袁 提高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应

对能力袁 是新媒体环境下对政府体育治理提出的新

命题袁也是建设体育强国与网络强国的共同要求遥从
长远看袁 采用回望式研究思路对体育网络舆情静态

演化特征进行研究袁 显然难以对变动不居的新趋势

形成动态性尧整体性及前瞻性认识遥随着新媒体技术

的日新月异以及体育改革的全面深化袁 对代际更替

引发的新生代舆情表达倾向尧 技术进步促成的媒介

平台迭代以及体育改革触发的焦点议题变化等袁都
必须及时准确地洞察尧解释并加以治理袁使体育网络

舆情同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相吻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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