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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视媒体的健康传播

——以食品安全信息报道为例

严自珍

2013-2-1 9:14:42  来源：2013年01月30日14:01 今传媒 

  摘 要：健康传播的提出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属于应用传播学的范畴，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03年

“SARS”事件的爆发，成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一个契机，从此以后健康传播研究得到来自不同领域专家的关注，加上近年

来的禽流感、基因安全、食品安全和各种医患纠纷，无不牵涉到健康传播，电视媒体加重健康报道的比例和投入，本文主要以电

视媒体对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为例，来分析我国电视媒体的健康传播的主要特征、优势、不足等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健康传

播发展。 

  关键词：健康传播；食品安全；电视媒体 

  健康传播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最早起源于美国，在“健康传播学”这个概念还未出现前，被称为“治疗性传

播”。相较于美国，我国的健康传播最早源于健康教育领域，并一直处于冷门状态，直到2003年，“非典”病毒在中国爆发，出

现了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以及后来的“禽流感”、“口蹄疫”、“H1N1流感病毒”、“三聚氰胺奶粉”等一系列危机事件的

发生，让大众传媒认识到对公众健康观念的报道和宣传的重要性，同时也逐渐让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健康传播。本文主要以电视媒

体对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为例，来分析我国电视媒体的健康传播。 

  一、电视媒体对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方式 

  （一）新闻报道 

  电视新闻中出现的食品安全信息一般就是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报道，一般地区性事件，如当地超市出售过期、伪劣产品，这样

的信息一般在当天新闻以简讯为主要报道形式，如果是全国性食品安全事故，如：台湾“塑化剂”风波等一系列波及全国的食品

安全事故，会通过专题、调查式报道等报道形式，进行深度剖析，让受众全面了解事件真相。通常，新闻中出现的食品安全新闻

很多是负面新闻，例如：央视的《每周质量报道》，每期都会将一些有害食品进行曝光，对一些食品问题质疑、曝光，促使有关

部门尽快解决问题。 

  （二）广告传播 

  广告是电视中出现食品安全信息出现频率最高的传播形式，从本质上说，广告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但当传播的信息与食

品相关时，广告便具备了健康传播的功能, 即通过大众媒介向受众传播与食品健康相关的知识, 进而影响人们对食品信息的了解

以及促进人们对不良饮食方式的改变，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桂格燕麦广告，它不仅是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同时也告诉

观众燕麦是一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粗粮，在人体营养结构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广告反复诉求，促进消费者食用更多的健康食品。 



  （三）访谈、互动节目 

  这里谈到的专家访谈节目是通过一些健康领域专家来传授健康知识，让观众对各类食品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人们日益重视食

品安全、饮食健康的今天，这类节目很受欢迎。比如：湖南卫视的《百科全说》，节目中会谈到各种食疗养生的食品。还有杭州

电视台的《做给你看》节目，每期推荐一些食品，并插播专家对食品营养以及饮食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二、电视对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的优势 

  电视通过各种形式传播各类食品信息，最终目的是为了观众可以更健康地生活。电视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与新

媒体相比，最显著的优势就是真实、权威性。一些门户网站虽然也有专门的健康板块，但大多信息都没有经过权威的把关，特别

是有关饮食减肥的信息，很容易误导女性消费者，给她们带来身心伤害。 

  （一）及时、透明、全面传播信息 

  电视通过简讯、调查新闻、访谈新闻等形式对事件进行全面报道，让观众对事件全面的了解，尽快缓解群众的内心恐慌。报

纸媒体一般都有几个版面会刊登一些关于健康的信息，其中不乏食品安全、饮食健康的内容，但是由于版面有限，信息不够详尽

具体，很难满足群众对健康知识的需求。但是电视不同，可以通过新闻、广告、访谈等各种节目，来介绍食品安全、健康饮食信

息，让观者更全面的接收信息。 

  （二）信息传播更直观、更具现场感 

  比起纸质媒体，电视最大的优势在于与声图结合，比平面媒体更具生动性、直观性。一些电视节目为了能够更真实、具体报

道事件，会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如：《每周质量报告》——“如在“揭秘血燕窝”那期，对东南亚血燕出口商的暗访，揭示国

内伪劣血燕的真相。报纸对这些事件也经过深度报道，但是大面积枯燥或者专业的文字让读者觉得乏味。电视通过这种方式，那

种昏暗、颠簸的图像，模糊不清的对话和噪音，真实性不言而喻，新闻内容变得更具感染力，观众好像亲身经历了这些触目惊心

的事件。 

  （三）信息传播更权威、更真实 

  电视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是人们选择它的原因之一。网络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博客等形式将一些

信息放到网上，且不需要追究责任。网络上许多健康知识、饮食习惯都是存在问题的。一些门户网站或者专业健康网站会出现信

息雷同、炒作的现象。电视媒体则会邀请医学专家，让他们对健康信息准确、权威的分析，解开观众心中的疑惑，给予正确的意

见。 

  三、电视对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的不足 

  虽然“SARS”事件成为我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一个契机，加上近年来的禽流感、食品安全和各种医患纠纷，无不牵涉到健

康传播，电视媒体加重健康报道的比例和投入，但是这种表面上的繁华热闹并不能掩盖现阶段媒体健康传播存在的不足[1]。 

  （一）媒体工作者缺乏专业性 

  这主要是因为健康传播理论严重滞后于健康传播实践的发展，许多美国高等院校传播院系在上世纪就着手使公共卫生传播工

作者的培养向专业化方向迈进，而在我国的现行健康传播体系中，既没有充足的专业传播人员，也缺少培养专业人才的机构。目

前中国普通高校的传播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许多媒体工作者因为自身没有专业的健康知识培训，在信息把关中

会出现判断失误。几年前，伪养生专家张悟本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传播者专业知识的缺乏，给观众带来的误导。 



  （二）伪健康传播猖獗 

  随着健康传播的日益普及，一些伪健康传播乘虚而入，打着“科学权威”的旗号进行大肆宣传。就电视媒体来说，电视健康

节目良莠混杂，出现了大量夹杂伪劣信息的产品。一些商家利用名人、权威效应，宣传一些对人体有利无害的食品，特别是一些

减肥药广告，长期服用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此外，一些商家为了赢得信任，想法设法把产品广告做的和新闻一样，

或直接与媒体联手策划产品新闻或企业新闻。受众会陷入“软广告”陷阱，对产品的信任度也大大提升。但不管用何种形式，伪

健康传播的泛滥，会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危害。 

  四、提高电视媒体健康传播效果的对策 

  （一）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性 

  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最根本是扩大健康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健康传播是一门交叉学科，融合多门学科的知识，只有

传播学知识而没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知识的话，健康传播就没有它的内容了，又回到了基础传播的层面上去。相反，只有医学和健

康的知识，这些宝贵的信息就无法有效地传送到目标人群中去，也失去了健康传播的意义。我国现在各大院校很少设立“健康传

播学”这个专业，这也是我国健康传播学的发展的不足和空白，只有媒体工作者具备专业的健康知识背景，才可以对各种信息严

格把关，准确传达信息。 

  （二）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时代，各种信息从四面八方传递给受众，让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中不乏许多虚假、有害信息的存在，提高

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利于受众从各种信息中分辨真假，对一些广告信息批判性的接受，避免被有害信息误导，提高对负面信息的

免疫力。比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伪健康传播泛滥的局面，乱而思治，美国政府和民众都经历过这个去伪存真、

恢复健康传播本来面目的过程，结束保健品泛滥、概念满天飞的方法主要归功于相关的系列立法和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三）加强媒体行业自律 

  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媒体都应该记住，“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准则，媒体应该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坚守社会良

知，不能贪图一时的经济利益，就迷失方向，放弃把关权利，和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商家联合传播一些危害人们健康的信息，降低

媒体格调，特别是在食品安全方面的。食品是人们生活中最缺一不可的东西，所以在食品信息传播时，一定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制度，遵守职业操守，传播有利于人们健康生活的信息。总之，从电视媒体对食品安全及相关信息的报道中看出，目前，健康传

播已经引起了大众传媒的重视，出现越来越多涉及健康信息的节目，媒体的报道内容形式的日益丰富。尽管如此，从电视媒体的

食品安全报道依旧可以看出我国媒体在健康传播方面的不足，主要就是从业人员缺乏专业性，从而导致把关过程中出现失误，以

及使一些伪健康传播有机可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要将健康传播学专业常规化，在各大高校建立建康传播学独立学

科，真正的将传播学和健康学结合起来，并且加强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我国健康传播的发展。 

  （作者简介：严自珍，女，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何伸.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透视健康传播[J].新闻窗,2007(4). 

  [2] 张自力.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赵曙光,李鼎,倪燕.中国健康传播研究:2009-2010从媒体舆论到医患沟通[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4] 张朋飞.中美健康传播研究的不同与启示[J].中国健康教育,2010(1). 

  [5] 钟晓书,魏超.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回顾[J].中国健康教育,2010(1). 

  [6] 杨再华.伪健康传播与公民媒介素养[J].新闻记者,2005(4). 

  [7] 谢志信.电视新闻报道中隐性采访的原则[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5(1). 

  [8] 何伸.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透视健康传播[J].新闻窗,2007(4). 

  [9] 秦润施.论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的健康传播[J].新闻导刊,2009(4). 

  [10] 查灿长,李静.试论广告的健康传播功能及其异化[J].新闻界,2007(6). 

  [11] 张自力.媒体艾滋病报道内容分析一个健康传播学的视角[J].新闻大学,2004(2).  

   

责任编辑：丁志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65；84177869    Email：skw01@cass.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