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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Web2.0 时代的到来，信息的膨胀，转播途径的增长为大众带来了以往接触不到的医学知识，为普通人生活质量
的提高有极大帮助，但体谅之大，大部分的医疗工作者往往更以临床工作与科研工作为重心，缺少对科普活动钻研与整理的时间，再加上
传播的门槛不断降低，科普知识的碎片化，欠系统化也就随之而来。但同时网络工具发展引起的信息膨胀本身就是很好的科普载体，其尚
且存在欠系统化和利益导向性等缺点，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或优化，网络工具将成为医疗知识科普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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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知识科普的现状 
1.1 医疗科普的重要性  
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媒体时代到来了--人人都有

麦克风，人人可以成为记者，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传播者，这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医疗知识的科普，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接收渠
道，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水平也随之有了空前提高。但与此
同时，鱼龙混杂的媒体，真伪难辨的信息，无一不昭示着在这新时
代，科普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传统医疗过程中，医生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患者，其中不乏缺
乏医疗知识却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之人，与此同时，由于众多良莠
不齐、真假难辨的医疗健康信息充斥网络，这类患者就很容易带着
与自身情况不符的病案求医，甚至对医生的治疗方案采取怀疑的态
度，滋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治疗效果大打折扣，甚则造成了许多
的医患矛盾，正常的诊疗过程都难以维系。 

如此看来，给人们矫正错误的健康意识、建立合理正确的知识
体系与认知方式，成为当今社会医疗界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正
确的科普，帮助群众建立正确的医疗观念和诊疗认知模式以及给患
者们一个相互沟通机会的平台亦成为了一个需要重点研究的项目。 

1.2 医疗知识科普的现状  
21 世纪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我们中的大多数每天都经由着各个

途径接触着数量爆炸的各种信息，医疗相关的知识自然也包括其
中。 

在分析医疗知识科普的现状前，我们首先要对知识科普的不同
之处进行审视。信息爆炸的今天，各式各样的学术知识已不止存在
于学术期刊上，而是经由各种实体或虚拟媒体被转播给普罗大众。
其中，诸如计算机知识、物理知识、数学知识，等等，这些专业知
识往往逻辑性更强，普通人学习原理即可分析求解，并且所了解的
知识对错与否对生活的影响有限。医学知识则全然不同，相比于前
几者，普通人在学习原理并尝试分析时，由于检验手段不足，将面
临大量可变因素，并且最终做出的判断在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时，
对自身与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医学知识的科普势必需要
极广的覆盖度、极高的准确率以及足够的通俗度。不仅如此，对于
医学中以中医为主的特殊分类，更要考虑到知识本身存在的文化属
性对于大众而言是一个怎样的处境，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科普。 

 那么当下医疗知识科普的现状便显而易见了。信息的膨胀，
转播途径的增长为大众带来了以往接触不到的医学知识，为普通人
生活质量的提高有极大帮助，但体谅之大，大部分的医疗工作者往
往更以临床工作与科研工作为重心，缺少对科普活动钻研与整理的
时间，再加上传播的门槛不断降低，科普知识的碎片化，欠系统化
也就随之而来了。  

二、网络工具与医疗知识科普交汇的相关研究 
2.1 网络工具在信息宣传上的重要作用  
随着 Web2.0 的发展，各种新媒体形式首当其冲，目前的网络

媒体主要包括网络电视、博客、播客、视频、电子杂志等。除此之
外，还有像游戏这样并非用于传播的媒体，但对于知识文化传播犹
有重要作用的工具。 

在信息技术不断研究进步的大环境下，网络不仅有传播速度快

的特点，其涉及面大、内容广、影响力强以及大数据下可供选择的
体谅极大的特点，更使得报纸、广播和电视这类传统形式望尘莫及。
网络在汲取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又极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中的不
足，可以说在传播手段里是一名全面型“选手”。 

这一切实现的基础，是诸如智能手机、个人电脑等家用网络载
体的广泛普及，各种信息通过这些工具更广泛更直观得呈现在人们
面前，关注各类信息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 

综上，获得信息的途径增加、条件简化，既意味着 1.1 与 1.2
中提及的新挑战到来，也意味着这一切在协助我们达成目的时将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网络工具对于医疗知识科普的重要意义  
过去的研究中指出，网络媒体占据了所有媒体的优势，已打破

了传统的纸质手册与面对面培训的陈旧医疗素拓格局[2]。网络工具
中，无论是普通媒体还是游戏传媒等其他形式，由于利益引导，其
最大的优势在于将想要传播的信息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碎片时
间之中，使得群众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信息。科普便需要将大量确定
的成果信息宣传并使大众接受，这意味着网络工具的目的性带来的
功能对于科普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医疗知识这类更加零
碎、繁杂、专业性强且对个体影响大的专业科普，新网络媒体无孔
不入的特点尤为重要。 

2.3 网络工具的应用预期与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在 Web2.0 环境下我们考虑了医疗知识系统化、

科普形式多样化、流程化、提升针对性、建立自证关系以及建立相
关专业的“意见领袖”身份等策略： 

（1）医疗知识系统化：将碎片化的，繁杂的医疗知识通过媒
体桥梁联系起来，并根据不同科室设置潜移默化的、循序渐进的、
有周期性的科普活动，建立新的科普系统网站； 

（2）科普形式多样化：保留现有不同的科普风格，并加以研
究拓展，开发出适合不同人群的科普风格，同时将科普方式拓展，
使之不仅仅停留在普通媒体科普上，利用寓教于乐的方式，采用小
游戏、人机交互等方式渗透医学知识； 

（3）流程化：利用对于不同人对知识接收习惯的研究，将科
普流程化，有条理地科普知识，以帮助科普对象生成正确的医疗意
识和医疗观念； 

（4）提升针对性：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人群进行细
化的科普，力争让习惯于对号入座的群众入正确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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