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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大学生社交情感分析 
裴文财 1  孙歆雅 2 

（营口理工学院  辽宁  营口  115014）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各行各业也应运而生，大数据技术就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当今

社会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同时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社会各行各业竞争也愈发激烈，当代大学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由此

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根据调查，有 16%的学生有自杀心理倾向。所以通过大数据手段对大学生进行社交情感

的分析，正确引导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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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抖音、微信、论坛、微博等社交软

件和平台深受广大网民的喜爱，也为人们获取信息、发表观

点等提供了新的途径。人们通过对某个事件、人物、或者产

品发表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评论信息等。通过对这些文本、

表情、图片等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对人们进行精准的画像。

本文通过研究大数据技术对大学生社交情感进行分析总结，

预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避免不必要的悲剧发生。 

1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应用的主要技术是怎样从海量的、繁杂的数据中

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主要包括数据挖掘技术和数据分析技

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发现海量数据中所隐藏的有价值的和

有规律的数据的过程。数据挖掘首先是建立数据分类模型，

然后再将数据按照分类模型进行分类。然后在通过算法对分

类的数据进行归纳推理，从中挖掘出潜在的价值，帮助决策

者做出正确的决策。数据分析技术主要是利用工具和专业的

知识分析数据，通过选取合适的数据分析模型，经过数据分

析算法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处理，获得最终的数据并展示分析

结果。 

2大数据对大学生社交情感分析的优势 

大数据是一个新兴的领域，通过大数据对大学生的社交

情感进行分析，可以使得分析的结果更加的准确，并且针对

性更强。之前传统的大学生情感分析以及心理健康的分析大

多数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评价和调查的内容比较单

一，而大数据技术会根据大学生日常的网络社交表情、文本、

搜索关键字以及网络购物行为等进行深度挖掘和综合的分

析，能够更及时、更精准的定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3研究思路 

本研究实验思路主要是构建社交情感分析类决策层、特

征层、数据处理与分析层。 

社交情感分类模型决策层：通过网络爬虫或者抓取工具

对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个人“动态”进行抓取，运用正则表达

式去除 HTML 标签等不需要的信息，得到规范的原始语料。

依据情感词典选取情感词，使用情感词的情感倾向值进行情

感分类，对情感词的情感倾向值强度进行线性叠加来判别文

本的情感。 

社交情感分类模型特征层：以大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的文本、表情符号及图像为数据来源。首先将文本内容经过

去除标签等无用信息得到规范的原始语料，然后再根据词向

量化算法和表情符号向量化算法将词和表情符号分别映射

到高维向量空间中。 

数据处理与分析层：将收集的各种文本、符号等信息通

过特定的算法，将数据进行规范化的处理，按照特定的规则

进行归类处理。将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对比分析，及时

发现大学生的异常心理状态。 

4实验方案 

先将获取到的所有数据信息经过大数据技术的分析处

理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再经过比对决策层融合模型与特征

层融合模型分别计算出情感倾向值，按一定的权重进行计

算，得到一条“动态”的情感倾向值。为判断大学生是否长

期处于消极状态，收集大学生近三个月以内发布在网络社交

平台上的“动态”，利用融合模型得到所有“动态”的情感

倾向值。 若三个月以来，该用户每周的情感倾向值都低于

阈值，则判定该用户处于心理消极状态；若都高于阈值，则

判定其处于心理积极状态，其余判定为心理健康。高校老师

得到评估的结果之后，再根据学生的真实情况考虑该生是否

自知以及其消极情绪的泛化程度，判断是否需要对学生进行

提前适度的干预。 

5结束语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学校乃至全社会不容忽视的

问题，将大数据技术创新，引入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实时采集和分析大学生长期学习和生活中的数据信息。利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及时的发现大学生社交情感及心理状

态出现的问题，促进并推动大学生高素质的心理健康状态的

养成，培养大学生面对各方压力采取积极应对的心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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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抗压能力，为学生能够顺利毕业、稳步进入社会适

应社会工作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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