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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眼 

——数字化服务背景下健康教育短视频发展对策分析 

李海正  路  瑶*  吕  曼  徐传宇  王岩森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山东东营  257061 

【摘  要】目的：分析健康教育短视频的发展现状并探究传播路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抽取 200 名短视频平台用户进行调查。结果：健康教育

短视频的发布机构权威性，广告含量，以及内容是否贴近生活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改善以上内容有利于促进健康教育短视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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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并在其中指出要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

[1]。国务院对“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提出意见，表示要加强“互联网+”

医学教育和科普服务[2]。健康教育与媒体传播研究已表明，公众的健康行

为与健康教育视频传播有着积极密切的联系[3、4]。本文通过调查问卷方式，

分析得出健康教育短视频的传播特征，综合以上得出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短视频发展传播对策。通过该对策提出，推动健康教育短视频创新发展，

普及健康生活。 

1 研究对象 

200 名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的短视频用户进行问卷调查（问

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短视频表现形式、短视频存在问题等方

向），统计分析得出现有短视频现有发展情况。 

2 调查工具与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短视频及健康教育产业的

相关内容进行收集、整理，从中提取关键信息，自行拟定调查问卷。综

合用户取向性结果，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得出健康教育短视频的

推广新路径。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 

本次发放调查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0 份，有效率 100%，具

体情况见表 3-1： 

表 3-1  200 例调查对象一般资料情况 

条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男 95 47.5% 

性别 

女 105 52.5% 

小于 18 岁 2 1% 

18~30 岁 84 42% 

30~50 岁 93 46.5% 

50～60 岁 20 10% 

年龄 

60 岁以上 1 0.5% 

学生 72 36% 

商人 14 7% 

务农 50 25% 

老师 12 6% 

管理层 8 4% 

职业 

其他 44 22% 

高中/中专及以下 79 39.5% 

大专 23 11.5% 

本科 84 42% 

学历 

硕士及以上 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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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查对象对健康教育短视频内容取向趋势 

综合数据可知，调查对象更倾向于选择专业性较强、能够提供专家

讲解的健康教育短视频。具体情况见表 3-2： 

表 3-2  调查对象短视频表现形式取向趋势调查情况 

条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基础讲解类 148 74%

专业认知类 129 64.5%

辟谣解惑类 90 45%

趣味动画类 78 39%

医疗纪录片类 129 64.5%

对哪种类型的健康教育 

短视频更感兴趣[可多选] 

其他 25 12.5%

3.3 调查对象对健康教育短视频发展的改善意见 

根据调查结果，健康教育短视频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视频的节奏和

长度，多样化内容形式、提高视频质量、平衡商业利益和科普内容、增

强信息互动性、注重内容的通俗易懂和趣味性，以提高观众的观看体验

和满意度。具体情况见表 3-3： 

表 3-3  调查对象对健康教育短视频的意见情况统计 

条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内容雷同无创意 77 38.5%

视频广告要素过多 120 60%

视频形式枯燥 78 39%

其他 49 24.5%

认为当前健康教育

短视频存在那些问

题[可多选] 

内容难以理解 32 16%

教育知识来源不明 96 48%

教育知识碎片化，缺乏深度 109 54.5%

教育内容不均衡，重复出现 95 47.5%

专业性过高，普通人难以理解 104 52%

认为健康教育短视

频可以改进的地方

有哪些[可多选] 

视频文案雷同，抄袭泛滥 75 37.5%

4 健康教育短视频发展对策分析 

4.1 以精准化、个性化引导健康教育短视频发展趋势 

精准化、个性化引导意味着根据受众特点和需求进行定向推送相关

内容。其一，通过深入了解不同年龄层受众群体的特征，精确把握他们

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并为其提供与之相关的优质内容，更好地满足各类

受众群体，增加用户留存率和分享率，增加用户粘性。其二，通过与受

众进行互动交流或者利用数据分析技术，收集受众的反馈意见和偏好，

从而更好地对视频内容进行调整和优化。依托“互联网+”健康医疗等关

键技术，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开展个性化的、专业的和公众喜闻

乐见的慢性病健康教育，贯彻零级预防理念[5]。 

4.2 增强科普公信力，丰富视频内容和深度，提高视频质量。 

目前，发布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的健康教育科普视频的内容水平参

差不齐，出现了许多非专业的错误科普。目前我国健康教育短视频的创

作周期较长，原创动力不足。通过成立奖励机制、实施奖励政策，鼓励

更多的医护工作者创作并发布原创作品。权威的机构对科普内容进行把

关，确保了视频内容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使大众信

服，增强了科普公信力 [6]。同时，促进官方医学机构加入健康短视频制作

与发布需平台与政府牵头，给予相关制度与物质支持，如国家卫生健康

委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办的第 15 届中国健康促进大会在线上召开，提出

《健康科普短视频行业科普行为指南》，共建医疗短视频科普标准，为健

康教育短视频提供了一定的官方保障与指导。 

4.3 坚持公益性 

健康知识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应保持公益性质[7]。目前许多视频发布

者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获取受众对内容的关注，进而植入广告获取

利益，出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的现象，造成受众对发布者的传

播动机产生不信任感的局面，公信力也将大打折扣。因此发布者要把握

好健康科普内容与植入广告内容的尺度，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性，做到

适度商业营销，以真正帮助大众获取健康知识为目的不能变，真正实现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4.4 加强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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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健康教育短视频只有少部分视频有在线咨询问诊的功能，而

一般情况下，观众在观看完短视频之后，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相关资

源和支持。对此，可以广泛开通在线问诊服务，自动跳转到医生官方个

人主页或者延伸到微信小程序等平台提供更深层次的网络咨询，或在视

频内加入投票、下方添加详细的文字说明、相关资料和分享链接，进一

步满足观众对于学习健康知识的需求，以此来拓宽互动服务链条[8]。 

4.5 完善平台监督机制，加强规范管理 

健康教育短视频产业发展，离不开视频发布平台的介入。规范短视

频平台的认证机制，加强对视频内容的监管和审核，可以有效减少短视

频乱象的发生[9]。平台应加强审核的效率，营造健康科普生态圈，杜绝“伪

科普”知识的传播[10]。其次，平台可完善监督机制，主要针对普通用户发

布的健康科普信息，并定期公布健康谣言，持续打击此类不合规导流行

为。 

5 总结 

健康教育短视频产业可进行以上多个方面的改善，进而实现与健康

教育价值的有机融合， 终实现促进全面健康教育的事业发展，助力全

民健康战略实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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