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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身体是父母给的，健康是自己要的。
父母赐予我们身体和生命，每个人身体素质的好坏，根源于父母，对个人来说是先天造化，无法选择
。
而健康则不同，健康得益于每个人自身。
对大多数人来说，健康与否，与个人自身的行为和观念密切相关，要不要健康，全在自身。
这一点，医学专家通过大量的研究统计早有证明：在影响人类健康的四个主要因素——遗传生物因素
、行为生活方式因素、环境因素、医疗卫生条件因素中，遗传因素的作用仅占15％左右，而行为生活
方式因素的影响作用占到了60％的份额。
这一科学结论，对于从事健康传播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唯其如此，健康传播才有了意义。
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传递，或潜移默化、或当头棒喝，健康传播发挥其影响作用，帮助人们在先天既定
的条件下，充分调动后天的能动性，掌握科学的健康知识，培养科学的健康观念，养成健康的行为方
式，从而把握健康真谛，走上健康之路。
与健康相对的是疾病，疾病的诱发因素很多。
中医说：人食天地之气以生，内伤于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外伤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所以生病。
现代医学也把疾病分为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区别对待。
因此，健康的维护就不应该只是单方面的生理保健和治疗，还应该包括心理的调节与呵护。
只有身心都保持良好的状态，才称得上健康。
健康传播，作为维护健康的手段和载体，唯有身心兼顾，实现身与心的交融，方才算得上功德圆满。
本书是一本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教材，集中阐述健康传播的主要理论观点和实践应用，强调“身
心的交融互动”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脉络之一。
理论方面，作为健康传播学的三大学科根源——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中，
不乏“身心合一”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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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健康传播的发展演进，健康传播的基本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
领域的划分：第二部分涉及健康传播的多重视阈，分别从人际传播、公共传播、大众传播等几个不同
层面探讨健康传播在研究与实践领域的一些重要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传
播以及健康传播的伦理规范等议题展开专章论述：第三部分着力于健康领域的传播实践，从健康社会
营销，新媒体传播等角度对健康传播领域加以观照，同时对农村社区健康传播、农民工健康传播、艾
滋病防控等当下中国社会若干个突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
    本书秉承理论结合实践的写作宗旨，通过系统的理论梳理、多层次多角度的领域观照、深入浅出的
推演类比、新颖生动的案例分析，较全面地勾勒出健康传播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实践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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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力，博士。
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分获医
学学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传播学博士学位。
曾从事外科临床医学工作多年：现任职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传播”。
已出版专著《健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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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健康传播媒介的更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风靡世界。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将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健康传播自然位
列其中。
这无疑向新时期的健康传播提出了挑战。
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流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
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
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
去整体化、互动性、非线性、经济性和高效性等特点，成为应用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健康传播的
新特征。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技术，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应用具有极大的潜能。
它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效用。
2000年9月，上海公众健康教育信息网（“健康在线”）开通，标志着健康教育进入互联网时代。
尽快掌握新媒介技术，更加有效地为健康传播服务，成为现代健康传播者的必备素养。
5.健康传播的专业化现代健康传播的专业化发展突出地体现在对健康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上。
这一尝试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部分高等院校的传播学院系中。
健康传播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应用科学，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新闻与传播方面的素养，而且要求掌
握公共卫生、社会学、心理学、健康教育和公共政策等多方面的知识。
系统地、有计划地培养高素质的健康传播人才，创建专业科研机构，吸纳各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健
康传播研究的行列，将是我国未来健康传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随着健康传播重要性的日益提升，我国已有部分医学院校开始在相应的专业中开设“健康传播”方向
的课程，培养本科学生。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医科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医学院校率先开设了“健康传播学”相关课程，成
为国内较早开设此类课程的院校。
2005年，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和沈阳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分别进行“健康传播学”专业的招生，开
设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健康传播、医学心理学等课程。
健康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健康传播良性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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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欣慰，这本教材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我知道，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也都在期盼着这样一本教材的问世。
在写作这本教材的近两年时间里，不断有一些未曾谋面的陌生朋友给我发来邮件、打来电话，咨询和
探讨一些有关健康传播的问题。
他们中有的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学者或研究人员，有的是卫生行政机构的管理者或政策制定者，有的
是基层的健康教育从业人员，有的是一线的媒体记者、编辑、制片人，有的是国内健康产业领域的创
业者，还有的是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尽管这些朋友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职业和身份背景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健康传播。
在与这些朋友交流的过程中，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在这种关注的背后所蕴藏的渴望和力量。
那是一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对健康生活的渴望，是一股伴随着人
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交往的扩大而出现的对公共健康安全的关注，是一股渴望推动我国的健康传
播事业在新的形势下加快步伐、与时俱进的浪潮和力量。
这股力量的存在，使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常常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是有众多的志
同道合者与我一起前行，在我困惑的时候给我启发，在我前进的时候给我动力。
健康传播，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个迫切的问题，也是一个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问题。
“迫切”，要求我们抓住当前的关键问题、重点问题，尽快地投入力量，扎扎实实地研究解决。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发布与媒体传播、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预警与沟通、医患关系的改善
、虚假医药广告的传播规制等，对这些当下中国健康传播领域中突出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全社会对健
康传播研究与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健康传播领域在当今中国成长进步的现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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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传播学创新系列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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