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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1

2019 年 底， 新 型 冠 状 病 毒（2019-nCoV） 来 势 凶

猛，席卷全球。直至 2022 年，即使整个社会都掀起了新

冠疫苗接种的趋势，但新型冠状病毒也依然威胁着整个

社会，这一时期被称为“后疫情时代”：疫情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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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而是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在任何地区小规模爆

发。在后疫情时代，县域城镇居民的行为所反映的健康

传播现状，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社会整体的健康传播现

状。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袭来后，不积极配合防疫

工作的新闻频发。而人的行为与当时所处的情景关联紧

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

称之为“场”。在这个“场”之中，人的行为是由个体因

素（认知与情感）和环境因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岳池县为调研地点，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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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后疫情时代，疫情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时起时伏，随时可能在任何地区成规模性爆发。本研究拟借助健

康传播的定义和勒温行为模型来研究疫后县域城镇的健康传播现状，继而探究健康传播的优化路径。本文通过抽样

调查四川省岳池县288位居民并运用SPSS进行分析，探讨样本群体的“人口学特征”、“防疫知识普及度”、“防疫态

度与意识”和“防疫行为遵守度”四个板块的数据，研究后疫情背景下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信息在大众的认知、态度

和行为上涌现出哪些特点，从而思考板块之间和板块内部的数据关系。研究发现，媒介环境与教育环境会影响个人

的情感态度与信息素养，而被调查者的信息素养和情感态度倾向会影响个人的行为遵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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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勒温行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详尽分析样本群

体在“防疫知识普及度”、“防疫态度与意识”和“防疫

行为遵守度”三个板块的数据，同时单独将被调查者的

“人口学特征”作为独立的板块，以此来研究板块之间

和板块内部的数据变化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由此

发掘其对现实问题的启示、镜鉴和建设性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后疫情时代

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势汹汹，席卷全

球。直至 2022 年，即使整个社会都掀起了新冠疫苗接种

的趋势，也未能完全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变异毒株。

新型冠状病毒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在任何地区小规模

爆发，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个社会由此

步入“后疫情时代”[1]。

新冠病毒将会长期存在，全球社会将处于一个变幻

莫测的时代之中。新型冠状病毒成为常客，部分国家消

极应对新冠，全球经济发展遇到难关。在诸多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易变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

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成为世界的新特征，

因此当前的时代又被称为“乌卡（VUCA）时代”[2]。但

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国家主席习近

平强调，在可持续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凝聚

合力之下，后疫情时代的未来，将如凤凰涅槃、焕发新

生 [3][4]。

（二）县域城镇

自古以来，县域就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在城

乡二元中，县域范围内的建制镇被划分到了乡村一元，

行政建制的县则是“城”与“乡”之间的纽带，同时也

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切割线”。相对于大中小城市，县域

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和关键

环节；相对于农村而言，县域则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

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县域城镇

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也是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

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5]。

（三）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一般认为，1971 年斯坦福大学的心脏防御计划是

最早的关于健康传播的理论研究 [6]。如今，健康传播被

定义为面向广大民众传播健康信息，以改变个体知识、

态度和行为为目标从而改善全社会成员健康的研究领域
[7]。新冠肺炎疫情的陌生性和早期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

了全社会范围恐慌和不安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

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和有关自身健康信息的关注度

急剧上升。大多数民众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纷繁复杂、

真假难辨、不同角度的信息冲击，直接导致了公众焦虑

的产生 [8]，可见健康传播之于公众的重要性。

（四）勒温行为模型

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认为，人的心理现象具有空间的属性，人的心理活动也

是在一种心理场中发生的，人的行为是由场决定的。简

言之，人的行为与当时所处的情景关联紧密。“情景”就

是勒温所称呼的“场”。在这个“场”之中，人的行为是

由个体因素（认知与情感）和环境因素（自然环境与社

会环境）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人（person）的行为

（behavior）会随着环境（environment）的变化而发生改

变。基于此，勒温提出了著名的行为公式：B=f（P，E），

表明人的行为是人（单独的和群体的人）与环境（社会

环境和物理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数据采集

（一）样本选取

本次数据采集地点为四川省岳池县。由于外出打工

人群带动家人进城，岳池县出现了乡村人口越过场镇直

接向县城集中的新现象，使得岳池县农村地区人口持续

外流，主城区农村人口比例持续上升 [9]。以岳池县为例

对后疫情时代下县域城镇的健康传播进行研究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二）资料收集

本次调查的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6 月，共

计 6 个月。在正式的问卷调查之前，本研究预先对 20 位

岳池县的被调查者进行问卷预调查并根据反馈修改了问

卷。随后结合线上与线下，在岳池县的火车站、医院、

娱乐场所、街道、广场等地方随机发放问卷 300 份，共

回收 288 份有效问卷。

四、研究发现

（一）防疫知识和疫情新闻的主要信息渠道：大众

传播

根据表格，被调查者关于防疫安全知识和新冠疫情

新闻的信息获取渠道从前往后均依次为微博微信、电视

报纸广播、工作单位。简言之，大众传播优于其他传播

渠道，这也正符合信息环境的特征。

（二）学历对被调查的信息判断产生直接影响

学历的高低会影响被调查者对网络疫情信息的判断。

由表可知，“学历”对“网络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直

接 相 信 ）” 产 生 负 向 影 响（β=-0.158，p ＜ 0.005）， 对

“网络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保持怀疑）”产生正向影响

（β=0.202，p ＜ 0.001），意味着“学历”均会对“网络

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关系。

（三）知识科普程度无法左右被调查者的态度意识与

行为遵守

为了考察科普知识程度的影响，本文分别对被调



127

预防医学研究: 2022年4卷8期
ISSN: 2705-0440(Print); 2705-0459(Online)

查者的态度意识与行为遵守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根据统

计学数据分析，唯有两对题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第一

是“判断发热”与“行程轨迹上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关系（β=0.524，p ＜ 0.05）。第二是“易感人群”与

“口罩佩戴情况”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β=0.218，p

＜ 0.05），这与常识基本一致。但根据两对相关关系的回

归分析显示，R2=0.096 和 R2=0.093，回归模型的解释力

很小，这表明基于“知识科普程度”观察，影响态度意

识和行为遵守程度的主要因素不在本回归模型中。

（四）情感态度倾向与行为遵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数 据 分 析 显 示， 情 感 倾 向 呈 现 出“冷 漠 ”“不 关

心”“无所谓”的被调查者，其在卫生防护上的注重程度

及遵守程度较低。认为“新冠疫情与我无关”的心理状

态对“日常生活的消毒情况”产生负向影响（β=0.440，

p ＜ 0.005），对“到人多的地方的聚集情况”产生正向影

响（β=0.383，p ＜ 0.001）。

情感倾向呈现出“伤感”“同理心”“警惕”的被调

查者，其在卫生防护上的注重程度及遵守程度会更高。

认为“看到有人感染新冠的新闻我会难过”的心理状态

对“日常生活的消毒情况”产生正向影响（β=0.536，p

＜ 0.005）；认为“对岳池本地的疫情防护工作的看法”

与“健康码检查情况”同样产生正向影响（β=0.330，p

＜ 0.005）。

五、研究结论

（一）媒介环境与教育环境影响情感态度与信息素养

根据统计数据，被调查者了解新冠新闻和防疫信息

的主要渠道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所营造的媒介环境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被调查者面对新冠疫情和相关报道的

不同反应和感受。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被调查者

的学历对“网络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存在显著影响，

学历高的被调查者面对网络疫情信息更倾向保持怀疑的

态度。简言之，影响后疫情时代县域城镇居民的情感态

度与信息素养的主要因素来源于媒介环境与教育环境。

（二）信息素养与态度意识影响个人的行为遵守程度

结合第一点结论与统计数据分析，被调查者的信息

素养与情感态度将影响被调查者的行为遵守程度。学历

高的被调查者呈现出更高的信息素养，同时更配合行程

上报；面对新冠相关信息出现“难过”、“伤感”情绪的

被调查者更容易配合健康码检查和日常生活消毒，反之

则更高频率地聚集于人多的地方。

六、研究展望

本项研究的主要结果指向了“被调查者的信息素养

和情感态度倾向影响个人的行为遵守程度”。这正是唐

魁玉所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给社会生活中

的群体上了宝贵的一课，用‘重构’或抗疫史的血的教

训，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健康生活方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

义”[10] 的逻辑注脚。接下来的后疫情时代健康科普知识

的传播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排除学历的因素

强化县域城镇居民的信息素养？情感态度与意识如何影

响了被调查者的行为遵守程度？情感态度与意识是如何

形成的？后疫情时代的具体时间节点尚未确定，被调查

者的态度意识与行为遵守是否会继续产生新的变化？

本文作为后疫情时代第一阶段内健康科普知识传播

研究的内容，是对往后研究的一个契机、启发，但也必

然会由于情境限制而存在未被顾及到的短板，对后疫情

时代的健康信息传播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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