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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体健康信息传播的发展沿革

“健康传播”始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斯坦福大学
开展的一项“心脏病预防计划”研究[1]，但是当时的健

康传播相较于传统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来说，不管是在理

论体系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仍不成熟，而后随着传染疾

病的流行，社会大众更加迫切的想要了解相关疾病的健

康防治知识及疫情信息，政府也需要防止谣言泛滥引发

社会恐慌和动荡。因此，媒介传播当仁不让地发挥“议

程设置”及“舆论监督”的作用，充当“社会公众的教

师”、“权力监督的镜鉴”等角色，以科普疾病知识、

遏制谣言滋生、维护社会稳定，由此传播媒介更加注重

健康议题，传播健康信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应

运而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社会公众可以利用互联网及移动客户端随时随地获

取信息，实现时间信息交互共享。加之共享经济大数据

等新型消费和生产方式的出现，也为新媒体的飞速发展

提供了助力。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更加便捷、高

效，以其快速、即时、交互、可复制性等特点成为大众

获取信息和交流共享的重要途径，传统媒体不再是作为

信息传播的“主战场”。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为健

康传播带来了新的突破，为健康服务和信息传播带来了

机遇和挑战。

新媒体平台的健康信息结合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优势，用户可以从海量信息中主动选择所需要的健康服

务，获取想要掌握的健康信息，并且可以从新媒体发

布的健康信息中接受到身心健康建议，提高健康意识并

引导实践，改变不良健康行为和习惯，从而取得实际效

果。[2]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新媒体在政府、

专家及社会大众之间起到了“信息交流的主动力”和

“意见交流的桥梁”作用，科普防护知识，即时公布疫

情相关信息数据，有效缓解了大众焦虑、恐慌，同时树

立正面先进典型，传播正能量，提高政府公信力，全国

各族人民凝聚起磅礴伟力，为控制疫情传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当前，如互联网医院、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形

式，不仅可以为社会大众传播健康信息、传达健康理

念，还可以有帮助公众获取健康资源，提供健康服务，

开展健康教育等功能。新媒体以其多元化的传播功能和

服务模式，无疑成为新媒体时代最便捷的健康传播渠道

之一。

2��新媒体在健康传播中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了

健康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以微信公众平台、微博、抖

音为代表的应用最为广发和便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新媒体

平台，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和传播渠道，使得健康信息

的传播和分享更加便捷和高效，成为了健康传播的热点

媒介。

2.1  平等性和多元化的生产方式
新媒体平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健康知识内容，覆盖

了从常见病、慢性病、重大疾病到营养保健等各个方

面。这些内容都经过了“把关人”专业权威的筛选和校

验，确保了健康信息的权威性。而新媒体的优越性在

于，这些内容可以快速即时、随时随地呈现在用户的移

动客户端上，方便用户不断地学习查询。改变了个人与

健康机构之间的单向传递模式，同时健康信息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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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传播对国民身心健康及素质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健康

传播的社会公共服务属性也日渐凸显。近年来，新媒体以其快速、便捷、高效的特性快速兴起，为健康传播带来了全

新的渠道和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健康信息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同时海量信息良莠不齐、信息同质化及虚假信息泛滥

等问题也为健康传播带来挑战。新媒体推动了健康传播从单向传播走向互动传播，从传统媒体到移动互联网、社交媒

体等新兴渠道平台，呈现出多元化、全面化的格局。本文通过文献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多角度分析新媒体的

兴起对健康传播的影响，旨在引领积极、正确的健康传播导向，更好地为社会大众传播健康知识、提高国民身心健康

水平和生命素质，传播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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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和传播速度上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双向

甚至多向的生产模式，改变了传统媒体线性传播模式，

实现了新媒体时代健康传播的平等性和多元化。

2.2  交互功能加速传播频率和参与度
新媒体平台具有交互性，可以让受众便捷地了解和

分享健康知识，通过新媒体与媒体内容生产商或与其他

受众进行交互与讨论，改变了社会大众被动接受信息的

模式。受众在新媒体平台获取健康资讯和知识，随时随

地与自己的亲友或者社群共享健康知识，增强了健康知

识的传播效果[3]。新媒体平台提供的互动方式，使用户可

以在评论区或者消息框中进行交流和讨论。同时，新媒

体平台运用文字、图片、动图、视频、H5等丰富多元的
信息呈现形式，充分调动了受众的多重感官，从而大大

提高了受众的参与度。

2.3  多元化产品功能保持用户粘度
新媒体平台提供了健康服务平台，以微信公众平台

为例，可以受众提供在线问诊、预约挂号、健康管理、

缴费、购药等多种便捷服务。受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

台“一站式”解决健康问题，减少了就医等候和面对面

问诊的流程。这种服务方式既节省了时间和成本，也保

证了用户的健康权益和安全。同时，新媒体平台可以为

受众对医院及医生的信息、硬件条件、软实力及业务水

平等信息的获取提供便利。结合工作实际，医院病房通

过建立“病友群”分享相关疾病最新研究成果及正反案

例，不仅可以帮助医方对患方进行健康管理，也让病友

间互相获取诊疗经验，引导实践效果，更好实现医患双

方的粘合度。

3��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积极影响

新媒体本身具有的即时、高效、可复制、交互、覆

盖面广泛、全媒体性等特性及优势，对健康传播产生了

积极作用。

3.1  多元的传播主体，扩宽信息来源
相对于传统媒介单一的传播主体，新媒体的传播环

境下健康传播主体呈现出多元、开放的局面。以医疗机

构为代表的“意见领袖”不再只是固化的权威身份，医

疗机构可以整合健康信息实现健康科普、树立良好社会

形象的效果，这种传播效果不再受制于地域范围。还有

一些自媒体账号，如“丁香医生”“儿科医师鲍秀兰”

等，依托良好的医疗资源资源和医疗专业背景，以“意

见领袖”的身份，传播健康知识，获得较大的话语权和

权威，维护平台日常化更新和稳定化经营，由此成为公

众获取健康知识的重要渠道。还有以政府部门、疾控中

心、健促中心为代表的各类政府官方机构，通过新媒体

平台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在健康传播中扮演宣传教

育的角色，引导社会舆论导向。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

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机构凭借新媒体平台可以快速的稳

定社会局势，以公开透明即时的信息发布缓解公众恐慌

情绪，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同样这对政府公信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  全媒体传播方式，满足用户多重需求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媒体作为全新媒体形

态，加速传播方式和媒介环境的改变，使传播媒介呈现

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将不同维度的传播媒介整

合起来，形成全媒体传播。[4]新媒体平台可以实现精准

的用户定位，让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获取相关健

康知识。例如，通过搜索引擎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用户

可以获取到想要了解的健康信息，而后再次登录新媒体

平台会按照历史浏览记录推送同类型消息。这种精准的

知识定位功能，非常符合现代人个性化的需求，有助于

提高健康知识的传播效果。其次，全媒体传播可以整合

文字、图片、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利用互动

功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和多元化的健康知识传播渠

道，调动用户的多重感官，满足用户多元需求。此外，

用户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与专业的医疗机构和专业医生

进行交流，了解更准确的健康知识和更好的治疗方案，

从而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5]。

3.3  进行议程设置，提高传播效果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维尔·麦

考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认为虽然传播媒介不能直接

决定人们如何思考，但是可以为人们设立哪些问题是最

重要的、最值得关注的、最值得讨论的。

在新媒体时代，如何从海量的信息中获取真实、权

威、值得信任的信息，给现代人带来了一些困境，加之

传播平台鱼龙混杂，使健康传播中带来“杂音”。这就

要求健康信息生产者对选题提前策划，主动进行议程设

置，为受众提供真实可靠、具有权威性的健康信息。例

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央视新闻直播《新闻1+1》，通
过主持人白岩松连线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天津

福尔摩斯”张颖等权威专家，普及疫情防治知识、研判

疫情发展形势，有效解决了健康传播过程中产生信息不

对等的问题，大大提高了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4��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消极影响

4.1  信息良莠不齐，虚假信息泛滥
从消息来源上看，自媒体信息来源参差不齐，新媒

体时代的传播机制容易造成“把关人”缺位，为了追求

时效性，自媒体的发布速度往往要比政府机构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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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任何信息都有可能在未经审核确定的前提下发布，造

成虚假信息的泛滥。在新冠疫情初期，很多断章取义的

文字、画面加剧了群众恐慌焦虑，一时间出现“人人自

危”的局面，加之初期对病毒掌握不全面，出现多次

“抢药潮”，都为疫情防控和社会稳定带来挑战。

从传播受众方面，受众的猎奇心理和多重需求助推

了虚假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尤其在重大公共危机发生

时，由于主流传播系统需要时间求证核实信息，使之短

期传播功能减弱，官方信息发布不及时，受众强烈的信

息需求得不到满足，虚假信息凭借新媒体交互性大量转

发分享，从而使虚假信息获得煽动性，影响社会的和谐

稳定。

4.2  信息同质化严重，加大传播效果难度
新媒体在健康传播机制中的普及，引发医疗健康行

业的激烈竞争，争相“抢夺”受众群体。尤其在同等ə

同类型医疗机构中，健康信息的同质化现象日益加重，

也给新媒体平台主体带来更高的ɚ作要求和ɚ新性发展

挑战。此外，新媒体健康信息的传播以转ɛ主流媒体信

息ɜ多，导ɝ其内容趋同，ɞɟ量较ɠ，传播效果不

ɡ。ɢ外，基ɣ新媒体健康传播平台因受众群体的差ɤ

以及运营主体的能力受ɥ，生产的健康信息ɦ在ɧɨɩ

ɪ、缺ɩɚ新和ɫ点的情ɬ。上ɭ问题导ɝ了新媒体健

康传播同质化信息泛滥，媒介环境面ɮ新的挑战。

4.3  受众群体差ɤ，信息获取不ɯ
在健康信息的获取上，不同群体的差ɤ性导ɝ其获

取信息行为不对ɰ。ɱ先在地域上，网ɲ的发展会引发

ɳɴ与ɵɶ、发达地区与ɷ困地区在健康信息的接受上

ɦ在ɸ极分化的现象。ɹɺ、不发达地区由于受教育程

度、ɻɼ水平等因ɽ的制约，导ɝ与发达地区在获得健

康信息上产生严重ɾɿ。其次，在年ʀɣ面，新技术的

日新ʁɤ使ʂ年人在ʃɼ社会节ʄ中ʅʆʇ力，并且容

易被虚假信息ʈ导，在信息ʉ别中ɦ在困难。ʂ年人因

学习能力的减弱会导ɝ数字代ʊ产生，从而使其在获取

健康信息时ɦ在一定的健康ʋʌ。

5��结语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提ʍ和全民互联网使用的普

及，更多的用户会通过新媒体来获取、分享、交流健康

资讯和知识，这将带来更加广ʎ和有意义的健康传播

发展ʏ间。同时，在健康传播方面，新媒体传播的态势

呈现出健康传播理念、健康知识、健康ɽ养互动式的ʐ

局。对此，ʑ们需要认真ʒ理好新媒体健康传播发展中

的问题和挑战，不断ɚ新和ʓʔ新媒体健康传播机制和

方式，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助力ʑ国“健康中国”目

ʕ的实现。

5.1  ʓʔ健康传播管理机制，促进健康传播良性发展
ɱ先，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通

过立法、ʓʔ制度等法治建设，遏制虚假健康信息泛

滥、营ʖʗʘ、谣言频发等现象，从制度ɣ面ʙ范新媒

体的健康传播。其次，加强对健康传播主体的把关，使

其在内容的把关和信息的审核等方面能力不断增强，从

源ʚ上提ʍ健康信息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同时，对ʛ布

谣言、传播虚假信息的自媒体平台加大ʜ治力度，通过

ʝ言、ʞ号等强制ʟʠ，营造ʡʢ的网ɲ环境。

5.2  不断ɚ新传播形式，提ʍ传播影响力
以医疗机构为主的“意见领袖”要ʣ于ʤ破常ʙ，

突破同质化ʥʦ，不断ɚ新内容和传播形式，全方位提

高新媒体健康传播的影响力。要ʔ于ʧʨ网ɲ热点、ʩ

ʪʫ特新闻角度，达到ʬ引ʭʮ、ʯʰ健康信息接受到

位的效果。其次，通过整合多种传播形式，ʤ出全媒体

传播“ʱ合ʲ”，实现传播效果新突破。

5.3  借助多媒体平台，引领健康传播导向
在新媒体时代ʳ好健康传播宣传不仅要“自身

硬”，还要学会“造势”，强强联合，与多种媒介平台

合作，实现正能量健康传播。传统的ʴ道方式已经很难

有夺人ʭʮ，如何抢ʵ受众ɴ场，在信息大爆ʶ的时代

获得一ʷ之地，给新媒体健康传播带来新的挑战。因

此，新媒体平台在ʸ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加强

与传统媒体、自媒体、社交平台等多媒体之间的交流合

作，“借势”开发ʹ在受众群体，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双ʺ”，引领良好的舆论导向和ʻ值取向，为新

媒体健康传播营造良好ʼ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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