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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5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舆论学试题
课程代码:08257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1920 年　 　 　 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论文《舆论之研究》,成为迄今为止最早将“舆论”

作为独立问题开展研究的学术论文。

A. 戈公振 B. 徐宝璜 C. 邵飘萍 D. 王韬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舆论观一以贯之的灵魂和内核是

A. 党性和人民性 B. 社会现实和人民性

C. 媒介技术和社会现实 D. 媒介技术和人民性

3. 舆论表达中　 　 　 是强度最大、最有行动力的形态。

A. 文艺舆论 B. 行为舆论 C. 潜舆论 D. 显舆论

4. 奥尔波特提出一个谣言的公式,认为谣言更容易产生是因为

A. 事件越重要,公开透明度越低 B. 事件越重要,公开透明度越高

C. 事件越不重要,公开透明度越低 D. 事件越不重要,公开透明度越高

5. 前总统里根夫人曾拍摄了一个反毒品的公益广告,结果反而成了社会示范,这是 　 　 　

效应。

A. 可视化带来的负效应 B. 延时机制效应

C. 逆火效应 D. 长尾效应

6. 　 　 　 是进行舆论引导的第一步。

A. 判断舆论源头 B. 判断舆论质量 C. 判断舆论平台 D. 判断舆论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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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网络民族主义的鲜明特征是

A. 刷榜 B. 网络抵制 C. 表情包轰炸 D. 线下集会

8. 诗经中的　 　 　 相当于原始的舆论调查。

A. 雅 B. 颂 C. 歌 D. 风

9. 网络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在承认网络文化具有个性化、　 　 　 的基础上。

A. 年轻化 B. 理论化 C. 跨文化 D. 多元化

10. 社会网络分析在研究视角上可以大致分为关系取向和

A. 时间取向 B. 人群取向 C. 位置取向 D. 主题取向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11. 国内学者对舆论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类。

A. 中国历代舆论事件或运动 B. 不同时代的报刊与舆论的关系

C. 重要的报人和政治家的舆论思想 D. 研究外国历史上的舆论现象

12. 以下　 　 　 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办报理论和舆论思想。

A. 郑观应的“通民隐,达民情” B. 王韬的“强中诹远”

C. 谭嗣同的“通上下之情” D. 梁启超的“去塞求通”

13. 舆论作为一种意见和观点信息,具备的信息形态包括

A. 信息形态的舆论 B. 意见形态的舆论

C. 艺术形态的舆论 D. 历史形态的舆论

14. 网络水军的具体行为特征有以下

A. 身份隐蔽 B. 灵活性强 C. 集中且广泛 D. 广泛且分散

15. 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分别是

A. 政治精英 B. 中层组织 C. 民众 D. 小资产阶级

16. 后真相时代的情感动员策略包含

A. 怀疑策略 B. 示弱策略

C. 简单归因策略 D. 贴标签策略

17. 舆论很大层面上是一种　 　 　 和　 　 　 ,有一个缓慢的形成过程及人们的感知阶段。

A. 社会氛围 B. 群体行动 C. 心理反馈 D. 话语气候

18. 社交茧房形成的“舆情遮蔽”类型包括

A. 职业茧房 B. 性别茧房 C. 世代茧房 D. 地域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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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舆论测量方法未来发展的趋势有

A. 文本+关系+情绪的多元耦合分析 B. 数据爬取分析

C. 地理位置+社会关系网的综合研判 D. 动态化+实时化结构演进分析

20. 对网络舆情研判时,就传播形式而言,一般需要具备的条件是

A. 结构具有逻辑 B. 有图有真相

C. 标题吸引眼球 D. 篇幅简短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

的涂“A”,错误的涂“B”。

21. 态度表现为对外界事物的内在感受、情感和意向三个方面。

22. 刻板成见是指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复杂化的观念和印象。

23. 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认知在建党初期确实是深受康梁传统精英的舆论观影响的。

24. 互联网治理的本质要义就是互动和调和,说明党对舆论中各种互动关系的认知在不断深化

和趋于完善。

25. 信息搬运工指的是将信息从信息节点 A 搬运到信息节点 B 的所有主体和受众。

26. 舆论的启动分为信息爆料启动型和群体组织启动型。

27. 舆论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民众对舆论客体的表达意见是自由、自在的。

28. 判断抽样的特点在于样本的代表性很容易判断。

29. 舆情监测中定向采集是利用一些网络平台内部的站内搜索来实现。

30. 态度倾向性指标可以用以表征民众所持有的观点态度(即民意)倾向。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31. 网络流行语

32. 群体极化

33. 信念回响效应

34. 舆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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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5. 简要回答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大众心理。

36. 简要回答内容分析的实施过程包含几个部分。

六、论述题:本大题 20 分。

37. 论述自媒体崛起后的社会舆论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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