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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教育网络舆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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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教育网络舆情表达形式的多元化，基于多源网络数据，构建一个教育网络舆情的分析系

统。通过收集和融合处理教育网络数据，对其进行分词、聚类与关联度分析和教育舆情的时变特征

分析；随后分析教育舆情的情绪，并对比分析教育事件的发展规律。案例验证本文系统分析教育舆

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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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技术的发展，教育

舆情的表达形式日益多元化，教育事件的热点层出

不穷。另外，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化，教育主管部

门也希望得到公众对有关教育政策调整以及改革措

施的反馈，为进一步的教育决策提供依据。但是，当
前关于教育舆情分析的工作较多地聚焦于教育事件

的定性分析，如采用问卷等形式，使得数据的来源不

够，分析的角度和内容也多局限于统计结果分析等。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通过网络数据的挖掘和关

联对比分析，可以更深入地发现教育舆情的传播规

律，挖掘相关教育事件的深层次观点。
目前网络舆情分析主要集中于事件监测分析

等，包括网络舆情观点、情绪的挖掘［１］以及网络集群

行为的监测分析［２］。目前有关于教育舆情的分析和

监测报告［３－４］主要偏重于统计情况分析。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进行教育舆情分析是近

年来的研究热点。兰月新等［５］研究了大数据背景下

网络舆情的主体交互机制；张鹏高等［６］进行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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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教育舆情监控与分析；王丹丹等［７］构建了

新媒体和大数据背景下的多校区高校网络舆情体

系；Ｓｕｎ等［８］基于网络数据分析了教育舆情中的知

识图谱。上述研究分析的直观度和跨媒体的融合度

还不够。本文通过对微博、论坛、新闻网站等的融合

分析，挖掘其中的规律，并研发相关在线分析和可视

化系统。

１　多源教育网络数据

针对教育网络舆情的分析需求，首先需要采集

和收集数据并建立教育舆情数据库。这里关注的数

据源主要包括：（１）门户网站，包括教育相关新闻数

据和用户评论数据；（２）教育新闻网，涵盖全面的教

育政策、地方教育动态；（３）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

众号等自媒体平台；（４）在线版电视节目和报纸等。
本文收集了近２年的教育网络舆情数据，其中包

含：约２５０万篇文章、帖子和微博数据，约２０００万条用

户评论和回帖数据。舆情数据来源分布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教育网络舆情的数据来源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序号 教育舆情数据来源 分布占比／％

１ 门户网站 １５．１２
２ 政府教育网 ７．２３
３ 博客 ３．１１
４ 微信公众号 １２．７６
５ 网络论坛 ３５．２３
６ 电视报纸 ９．７３
７ 新浪微博 １６．８２

　　由于涉及到多种媒体数据，且数据的语言风格、
格式、表达方式各异，因此在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

行预处理，这里需要进行跨媒体的关联分析以及数

据间关联和索引。数据处理的基本思路如图１所

示。这里从不同的媒体数据源采集和收集数据，然

后存储到教育网络舆情数据库中，进一步可进行数

　　　

图１　舆情数据的预处理方案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ｄａｔａ

据清洗和关联分析，以及数据融合和信息索引，相关

结果也可以更新到数据库中。

２　网络教育事件的挖掘分析

２．１　网络事件的挖掘分析

针对采集到的数据，利用主题模型来分析文本

中出现的词汇，并依据词汇的关联信息进行聚类，从
而推断出文本中隐含的主题。每个网络事件或者话

题一般可以由关键词集合及其权重进行表示，例如

与“校园暴力”相关的话题，可以包含“学生”“欺凌”
“校园”等关键词，通过分析每篇文档在这类话题上

关键词的分布，自动检测出与该类话题最为相关的

舆情新闻和公众评论。
将所有数据按照与教育相关或不相关进行分

类，保留教育舆情相关的信息，去除数据源中与教育

相关度较低的数据。相比传统的关键词匹配方法，
本文方法可以自动将数据划分到不同的教育主题，
提升了数据处理的效率。

２．２　多源数据的融合聚类

对于同一个教育事件，不同的媒体可能有不同

的描述和评论，因此多源数据的融合处理是个难点。
将相同或相似地名、人名、机构名等要素的信息聚成

一个簇，不同网络媒体数据的新闻自动聚成若干个

簇，每个簇内包含一个热点事件。
具体而言，将从文本中挖掘出的关键词及核心

信息看作一个个实体，进行实体抽取和归一化。这

里的关键问题是有些教育事件的相关文档数量较

少，较难采用基于模式的方法来进行关系抽取［９］。
因此，提出一种基于实体关系对的方法来识别候选

实体。实体关系对是指具有上下文环境的多个实体

组合，可以将拥有相似的上下文环境的实体对聚合

成一个原始的关系，如式（１）所示。

Ｒ＝｛（ｅｉ，ｅｊ，Ｃｉｊ）｝ （１）

式中：ｅｉ 和ｅｊ 为通过关键词抽取出来的实体对；Ｃｉｊ
为ｅｉ和ｅｊ的上下文环境。实体对中若某一个实体被

识别，则其他实体仍旧作为候选实体。

２．３　网络舆情的情绪分析

教育舆情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事件中的

大众情绪。根据教育舆情特点对中文情绪词典进行

调整，具体情绪分析思路如图２所示。
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情绪词典里面

可能没有一些网络新名词，需要对其进行人工标注，
同时增加与教育相关的名词情绪值；二是有些词无法

判断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可以利用有监督的学习

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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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教育舆情的情绪分析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方法，即把一部分评论样本数据进行训练得到分类

器，然后用这个分类器去区别正面和负面的情绪。
通过情绪分析可得到不同分词的情绪，对于整

个新闻或者评论段落，将综合不同分词的情绪进行

统计。如某句话中每个分词都有一个情绪值ｍｉ，正
面情绪取值为（０，１），负面情绪取值为（－１，０），中
立情绪取值为０，则这句话的整体情绪为∑ｍｉ（０＜ｉ
＜Ｎ），其中Ｎ为分词的个数。图２中情感分析即找

到评论里面的主观句子，根据主观句子里的情绪属

性，再计算属性对应的情感分。

３　教育网络舆情的分析

基于上文的数据处理和分析结果，可以分析教

育舆情事件的时序分布和地域分布，从而得到整个

教育网络舆情的时变趋势。２０１７年中国教育舆情

事件在每个月份上的分布占比如表２所示，其中９
月份的教育舆情事件是最多的。２０１７年中国教育

网络舆情在地域上分布如表３所示，由此可知东部

地区对于教育的关注度最高。

表２　２０１７年中国教育网络舆情事件的时间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７

时间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教育舆论事件数 １２　 ６　 １６　 ２０　 ２７　 ２２　 ２０　 ２３　 ３３　 ２５　 ２０　 １２
分布占比／％ ５．１　 ２．５　 ６．８　 ８．５　 １１．４　 ９．３　 ８．５　 ９．７　 １４．０　 １０．６　 ８．５　 ５．１

表３　２０１７年中国教育网络舆情事件的地域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７

地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教育舆情事件数 １０７　 ７６　 ５３
分布占比／％ ４５．２　 ３２．３　 ２２．５

　　图３是对某一教育事件的大众情绪时变图，可

以看到开始时负面情绪比较多，后来慢慢地趋于正

面情绪。

图３　教育事件的情绪时变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ｐ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不同媒体对于同一教育舆情事件的观点不一定

相同，由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它们的观点差别。例如，
采用雷达图的形式对比分析不同媒体对“新高考改

革”事件的报道如图４所示。雷达图的６个轴分别

表示媒体报道的六维属性，即文档数量、中立观点

数、反向评论数、正向评论数、回复数量、覆盖媒体数

量。由图４可知，针对 “新高考改革”事件，新浪教

育的负向评论较多，而凯迪论坛的中立观点偏多。

图４　不同媒体的对比分析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某时间的热门教育舆情事件的分布如图５所

示。由图５（ａ）可以看到，“高考”“上学难”“青年教

师”等还是关注的焦点，这里字体越大表示关注的人

数越多。由图５（ｂ）可以看出，腾讯教育、天涯论坛、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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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教育的观点是负面的，而小木虫论坛、搜狐教

育、教育人博客的观点是正面的。

（ａ）关注焦点

（ｂ）不同媒体对比

图５　教育舆情分析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基于上面分析，本文进一步采用Ｊａｖａ编程语言

研发了一个教育网络舆情的在线分析系统，该系统

包括舆情热点、舆情时间、舆情对比等功能，并且具

备多视图切换和交互功能，可以点击不同视图进行

缩放、平移和高亮显示。

４　结　语

教育网络舆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

通过收集和分析包括教育网站、社交媒体等不同数

据来源的教育舆情数据，利用网络事件挖掘以及舆

情情绪分析方法，研究面向教育网络数据的舆情分

析，可以有效地得到教育网络舆情的时变趋势，以及

对某些教育事件的观点对比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所提出的方法是可行和实用的。
然而，本文所构建的教育网络舆情分析系统在

深度上还有可改进的空间，包括进一步挖掘不同类

型人群对于舆情的观点，并揭示舆情传播的规律。
目前的舆情分析系统还不是实时的，下一步可以研

发实时采集和分析处理的系统。另外，如果能对网

络教育事件的发展进行预测，对于舆情的管理及决

策将有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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