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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知识视野与方案思维：建设性新闻理念下健康传播策略探索∗

陈 　 薇　 　 　 施 瑞 鑫

摘　 要：在去中心化的传播语境下，健康传播既面临着健康知识权威性降低的窘境，也经历着传播主体信任资本瓦

解的困局。 建设性新闻立足于知识的科学性和专业性，通过整合多元知识实现新闻范式的严谨可证与辩证平衡，
探寻将知识转化为可行方案的解决之道。 这种兼具知识视野与方案思维的新闻范式，与健康传播的“知信行”此呼

彼应，建设性新闻通过知识建构者、动力激发者和行动促进者三重身份，勾连成具有建设性力量的知识链条，以情

理逻辑呈现多元知识、以辩证平衡架构完整叙事、以积极介入寻求共谋共建，是优化健康传播策略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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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技术的变革降低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准入

门槛，也重塑了新闻业的权威性与合法性。①建设性

新闻主张广泛分享，在坚守新闻伦理和核心功能的

基础上，通过倡导积极的心理技巧，增强公众的自我

效能感，从而激发他们傅纳以言、赋能于世的想法与

行为。②从这个意义来说，建设性新闻立足于知识的

科学性和专业性，通过整合多元知识实现新闻范式

的严谨可证与辩证平衡，探寻将知识转化为可行方

案的解决之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相互影响下，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

机与挑战，公共卫生与健康传播成为全民关注的重

大课题。 健康传播的核心是健康知识的传播，其目

的在于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促
使人们采取有益身心健康的行动，减少影响健康的

消极因素。③而健康传播在新闻业的开拓与深耕，体
认了知识型新闻的内在机理和延展空间。 因此，建
设性新闻成为“健康传播接受新媒体时代科学检验

和民主训练”的因应策略。④目前学界对建设性新闻

的研究多集中于理念阐述、范式辨析和中西对比等

理论层面，对于建设性新闻如何作用于具体的新闻

实践和特定的传播领域，尚待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

将建设性新闻视作一种知识型新闻范畴，基于健康

传播与建设性新闻内在的逻辑勾连，建构健康传播

的实践路径。

一、建设性新闻：以知识为基，提解决之道

作为一项新媒介生态下颇受瞩目的新闻改革运

动，建设性新闻在新闻实践的迭代与转型中破土而

出，又经学界的追根溯源和理论哺育蓬勃生长。 与

传统的新闻专业理念不同，建设性新闻强调在忠于

新闻核心价值的基础上，通过鼓舞人心的叙述对社

会问题主动地介入。 这种介入体现在新闻从业者以

全景式的专业视野审视现实世界和社会病灶，通过

宏观的新闻生产机制设计和微观层面的平衡式叙事

策略⑤，寻找可转化为行动的观点资源并提出解决

方案。 因此，这种范式革新既是西方新闻业在探索

对抗消极叙事的一种尝试，也是在技术驱动下对传

统新闻边界的一种延展和补充。
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介入性并非“师出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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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批判性报道的兴

起，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一部分矫枉过正的批判性

报道将冷漠与偏见的世界观传递给了社会公众，助
长了新闻报道的负面倾向，日益透支了受众对媒体

的信任。⑥另一方面，以时效性为基本价值的新闻生

产，囿于效益当道的市场逻辑，缺乏对某一事件或现

象的长期性、全景式的描绘与解释。 随着智媒技术

下信息价值的“内卷”与“后真相”时代情感价值的

“外溢”，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与伦理价值也遭受

挑战，加剧了工具理性的滥觞与人本精神的衰弱。⑦

因此，新闻业亟须超越对报道对象浅层、简化与煽情

夸张的描绘或批判，利用自身的知识张力回应问题，
并提出科学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区别于传统新闻实践和新闻理念，引入积极心

理学和提出解决之道是建设性新闻在方法论上的核

心价值，这也呼应了“建设性”一词强调的面向———
积极与改善⑧。 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新闻

系通过将现有的建设性新闻教学方法和行业内建设

性新闻的应用相结合，提出了包括解决方案（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未来导向（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包容性与多样

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赋权于民（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解释性报道（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ｃｏｎ⁃
ｔｅｘｔ）以及协同创作（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的六大要素作为其

实践准则。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既是建设性新闻的

必要条件，也是达成途径与目标旨归。 一方面，知识

构成了社会交流和共同行动的基础，科学的解决方

案有赖于经过系统性验证的知识为支撑；另一方面，
回归到新闻的基本价值，解决方案不是为了服从于

正面叙事的基调，而是创造更为丰富的知识与更广

阔的话语空间。⑩

事实上，新闻具有知识性这一理念早已被帕克、
帕特森、唐斯巴赫等学者阐发。 美国心理学家威

廉·詹姆斯将知识分为熟识型知识和理解型知识两

类，前者侧重现象的描述，后者则关注观念的解释与

论证过程。 社会学家罗伯特·Ｅ．帕克认为，这两类

知识构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知识谱系。传统的“信
息模式”新闻更偏向于“熟识型知识”，以呈现片段

的事实和孤立事件为主，描述那些意料之外又合乎

常理的事件，而在探究被遮蔽的事实以及事实与事

实、事件与事件之间逻辑联系等“理解型知识”上，
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形式逐渐为社会所认可

并进入主流新闻话语中，同时满足受众的信息实用

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

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帕特森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知识型新闻”这一概念。 他认为，知识型新闻是

一种“超越了传统直接观察、实验访谈，致力于系统

性证明和解释”的形式，主张新闻从业者不应该像

通才，而应该像医生、律师或其他训练有素的专业人

员，在保持新闻基本要素的同时，还要将新闻报道的

内容同非专业信息区别开来。 德国学者沃尔夫

冈·唐斯巴赫延续了帕特森的思路，他认为记者应

是一种“知识职业”，用来补充图书管理员和教育工

作者存储和传播知识的职能。 在互联网时代，面对

信息垄断的打破和学校教育的扩展，“熟识型”记者

很难适应新闻业作为“新知识专业”变化的需求。
因此，唐斯巴赫呼吁记者拓展自身的综合能力、专业

能力、流程能力、新闻技巧和职业价值观。其中，综
合能力和专业能力是知识谱系中更具“理解”性的

向度发展因素。 在这一转变下，记者的职业边界也

重新得以明确，美国东北大学传播学教授马修·尼

斯贝将其概述为知识经纪人（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ｒｏｋｅｒ）、对
话经纪人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ｂｒｏｋｅｒ） 和政策经纪人 （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ｏｋｅｒ）三种类型。 其中，作为知识经纪人的记者向

公众呈现专业的知识生产和应用过程，考察科学研

究的方式和原理，他们不仅描述和解释知识，还通过

提供新的思路和论证来促成新知的生成；作为对话

经纪人的记者善于使用不同的社交媒体工具，在知

识生产者和公众多元并存的网络环境中创造讨论的

平台；作为政策经纪人的记者则通过新闻报道扩大

公众和各类组织进行决策的范围。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基于知识的新闻（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试图突破新闻报道在复杂

性和专业性问题上的局限，向公众解释事件与现象

的前因后果，推动弥合分歧的讨论，评估社会与个人

所能采取的行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由此在“熟识”
的基础上协助公众进一步“理解”新闻事件或社会

现象。进一步而言，建设性新闻的“知识性”体现

在其深度、广度和时空跨度上：其一，强调记者对与

报道主题相关知识的钻研和思考，通过深入挖掘帮

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和行动；其二，以多样性的知识生

产丰富公众的见识，提升公众对社会变革和公共事

务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其三，强调在断裂的、原子化

的现实世界，为公众提供一幅逻辑清晰、尽可能包含

全貌的认知图景，启迪他们回望历史、反思当下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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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未来。 由此，建设性新闻旨在提供与议题密切相

关的、专业性的信息和科学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更广

阔的知识视角与话语方式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产品，
以观往知来的智慧回馈社会。

二、基于知识的健康传播：建设性新闻的“知信行”

如前所述，基于知识的新闻既是新闻从业者将

特定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公共事务报道的方式，也是

一种影响和协同公众参与社会行动的价值选择。 这

与健康传播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 健康传播将医学

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促使人们采取有

益身心健康的行动。 传播内容不仅关涉疾病科普、
医疗保健等生理议题，还包括医疗制度、公共卫生、
医患关系等与社会关系相关的非生理议题。 但无论

是哪个面向，都需要围绕特定的健康知识对传播对

象做出专业的、科学的描述和评估，并提出有据可依

的解决策略。 新闻报道作为知识权威的重要载体，
在健康传播的知识普及化、操作化上有着不可比拟

的地位。 然而，在“去中心化”的传播语境下，传播

者医学知识的匮乏和效益为先的传播环境加重了健

康传播中知识权威的衰微，而一部分缺乏伦理监管

的传播策略也弱化了健康传播的行动感召力。
健康传播的 “知信行模型”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Ｂｅｌｉｅｆ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简称 ＫＡＰ ／ ＫＡＢＰ）较为系统地

概括了该领域信息传播的逻辑。这一理论模型认

为，在知识、态度、行为三个连续体中，健康知识是人

们形成积极、正确的健康信念和态度的基础，而正确

的健康信念和态度则是行为改变的动力。这与建

设性新闻所包含的解决方案、未来导向、包容性与多

样性、赋权于民、解释性报道、协同创作等要素具有

内在一致性。 循着这一逻辑，建设性新闻可为健康

传播提供一种理念和实践上的启示，通过整合知识

权威和传播技巧，勾连成具有建设性力量的知识链

条，将健康知识转化为易行的、可操作的行动策略。
１．知识建构者：以科学性巩固健康传播的合

法性

科学性既是健康传播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建设

性新闻实践的关键所在。 媒介技术的演进催生出新

的传播形态，拓宽了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促进

了健康观念交流对话，但也有可能影响健康传播的

实效。 传播主体的泛化打破了专家和媒体对知识资

源和传播权力的占有，也缔造了许多打着健康旗号

的“伪专家”和“伪学说”，助长了帕克所说的谣言这

一“与新闻相关，但可信度更低的知识类型”的滋生

和传播。 同时，在紧追时效的市场化运作下，不乏未

经验证就匆忙发布信息或选择性强调和忽略部分信

息的现象，这都影响了健康传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涉及健康知识的新闻，既要求新闻从业者具备

新闻传播的素养，也需要他们掌握公共卫生、基础医

学、社会学、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知识。 新闻从业者所

掌握的专业知识，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给健康传播

以建设性力量：其一，专业知识的储备帮助新闻从业

者对健康信息进行初步筛选和判断，确定符合报道

议题的采访对象，识别所采编素材的真实性和科学

性；其二，有助于锻炼新闻从业者的科学思维，对科

研结论和医学成果予以批判性思考，以确保知识和

观点的科学性和有用性；其三，健康数据的准确呈现

和解读离不开专业知识的积累，而对新闻背景和语

境的全景式阐述也需要专业知识保驾护航。
２．动力激发者：以严谨性增进公众的自我效

能感

恐惧诉求是健康传播常用的传播策略，以呈现

带有威胁性的负面信息诱发个体的恐惧，从而激发

其接受传播的劝服信息。其理论模型为拓展的平

行过程模型（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这个

理论概括了公众应对恐惧诉求信息开启的评估方

式。 当公众感知到威胁时，就会开启感知效能（ｐｅｒ⁃
ｃｅｉｖｅ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评估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如果公众

认为推荐的预防措施有效并能成功实施，就会进入

“危险控制”（ｄａｎｇ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程序，即采纳建议的预

防措施；反之，则会进入“恐惧控制”（ ｆ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程
序，即抗拒此类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预防措施。前

者促成了健康传播效果的达成，后者则会导致公众

对健康知识的漠视甚至抗拒。 然而在健康传播实践

中，第二种恐惧诉求的策略颇有市场。 有学者通过

对登革热报道的叙事方式进行实验性研究，发现虽

然悲伤的故事能增加公众对疾病的易感性，却不能

激发他们采取对策的意图。 相反，人们往往更愿意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与恢复和成长有关的积极的体

验。因此，将更具建设性的积极心理学引进健康传

播，注入更多正向与充满希望的元素，相较于恐怖诉

求而言或许效果更优。 这并不意味着健康传播放弃

恐惧诉求的效用，而是在对健康知识严谨把关的基

础上，呈现正负兼具、客观平衡的健康知识，为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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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焦虑和情绪恐慌的公众提供翔实可靠的资讯。
同时，建设性新闻的未来导向着力于可能达成的目

标，能够减少公众面对复杂信息不确定性的焦虑，增
加公众对不良健康后果的产生原因、影响以及如何

寻求信息和帮助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 这种面向未

来的可能性判断，前提是记者谨慎地处理数据和信

息，尽量避免使用夸张的、非理性的标题和表述，避
免给经受不确定性困扰的公众带来虚假的希望。

３．行动促进者：以思辨性启发公众思考解决

之道

在动员公众健康行为向善发展上，建设性新闻

主要采取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直接介入途径，媒体

通过告知、激励和引导个人来促进改变。 尽管科学

本身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充满着不确定性，但科

学家、公众和媒体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不尽相同。 在

科学家看来，不确定性是科学的一个正常也是必需

的特征，但公众则认为不确定性削弱了科学的权威

性。 记者对此的共识是，虽然不确定性影响了科学

家与公众及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

了一个实用的决策边界，因此应将这种不确定性与

风险告诉公众和决策者。建设性新闻的方案导向

就聚焦于将健康知识转化为行动方案，即比告知不

确定性和风险更进一步，提出应对不确性和风险的

策略，为公众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动提供参考。 在

一些重要的卫生事件中，建设性新闻的介入性表现

得更为直接，新闻媒体甚至作为主要行动者参与问

题讨论和解决。
第二种是社会中介途径，媒体可以在健康传播

的不同主体之间发挥中介和联结作用。 健康知识更

多的是一种科学型知识，常常伴有争议性甚至是两

极分化的争论，因此，具有建设性的健康传播除了让

公众更深入地理解健康研究的方法和原因，阐明产

生相关结论的条件和假设外，还需要利用社交媒体

促进专家、政府、意见领袖和公众的对话与合作，启
发各方共同思考更多的替代性方案。

由此，基于健康传播与建设性新闻的内在逻辑

勾连，可以建构健康传播的建设性框架。 在这个框

架中，建设性新闻的六大要素贯穿于健康传播的

“知信行”路径，分别在不同环节扮演着主导角色

（见表 １）。
表 １　 健康传播的建设性模型框架

建设性新闻
六大要素 要素意涵 对应的“知信行”模型维度

解释性报道
使用数据创建清晰的信息图表，通过提供语境和背景、挖
掘深层次原因来解释新闻

知识：巧用传播技巧，将科学严谨的健康知识变得生动易
懂

协同创作 与公众共同创造内容
知识：通过公众的自发探讨和专家、媒体的积极引导，为
健康议题补充日常生活层面的经验性知识

未来导向
在新闻的 ５Ｗ 要素之后对现状如何进行追问，聚焦未来
趋势和实现方案

信念：以可操作的方案增强公众采取健康行为的信念感
和效能感

包容性与
多样性

在报道中增加更多元的声音和观点，以对抗“极化”现象
态度：以辩证平衡的报道减少公众对健康知识盲区的过
度恐慌或盲目乐观

解决方案 在揭示问题的同时添加面向解决方案的报道框架
行为：阐明可借鉴的传播方案，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行动
指南

赋权于民 广泛了解公众意见，寻求可能的对话、合作和解决方案
行为：联结多方协作，促进有利于健康生活的政策制定和
行动落实

　 　 就知识维度来看，“解释性报道”和“协同创作”
原则有助于从现象到背景、从内容到形式、从专业到

日常丰富健康知识的内容层次，扩展健康传播的主

体对象与目标受众；就态度信念维度来看，“未来导

向”和“包容性与多样性”原则旨在制定面向未来的

方案，以增强公众采取健康行为的信念与效能，并通

过多元的声音缓解公众的极端化情绪；就行为维度

来看，“解决方案”和“赋权于民”原则旨在面向公众

阐明行之有效的健康传播方案，帮助公众探寻健康

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并通过多方的参与来促进

行为的落地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性新闻的各

要素与“知信行”维度之间并非僵化的一一对应关

系，而是在健康传播的不同阶段多元并举、各有侧

重。 例如，在健康知识传递环节，不仅需要通过解释

性报道完善知识的来龙去脉与所处语境，也需要通

过赋权于民的报道方式，提升知识的普及率，强化行

为参与。
有鉴于此，对健康传播而言，建设性新闻不失为

他山之石，在多个层面创造了知识、信念和行动互联

互动的空间。 然而，建设性元素中的协同创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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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新闻”的应用中尚有局限，因为健康知识属

于科学严谨的真理性知识，存在较为宽厚的认知壁

垒与理解屏障，公众也更容易被吸纳进专业知识之

外的浅层言论空间。

三、健康传播的建设性逻辑与实践策略

上述框架为建设性新闻理念下的健康传播提供

了一种规范性的思考方式。 由此，建设性新闻理念

不仅将健康传播引向更广阔的知识视野，而且以方

案思维促成政策协商和实际行动，不失为在“去中

心化”的传播语境下一种优化健康传播实践的探索

性策略。
１．立足新闻的情理逻辑，传递多元的健康知识

社会行动者对于日常世界的理解依赖于对共同

知识的解释和共同规则的运用，即那些被视为理所

当然的、行动者假定其他人也拥有的知识。故而新

闻的知识生产既是对严肃科学知识的审慎阐释，也
是对日常知识的廓清证实，需要根据新闻传播规律

对知识进行符合共同规则的话语转换。 健康知识与

科学知识有着高度的重叠性，是一种系统化的专门

知识，但相对于科学知识而言，健康知识含括同大众

生活关联更密切的日常面向，兼具科学性、可证性和

对现实的确认。 因此，涉及健康议题的报道对记者

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内容上，新闻记者需要

不断扩充专业的医疗卫生知识库存，以辨别知识来

源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挖掘知识形成的影响因素，剖
析现象的背景和成因，向公众提供翔实有据的健康

报道。 二是在叙事上构筑新闻自身的情理逻辑，在
坚守新闻理性的基础上合理发挥情感、伦理和美德

等价值理性，积极倡导个体关怀与同理心的共振，吸
引公众关注健康知识，增强健康知识传播的效果。

健康传播的知识生产在长篇报道上有充足的表

现空间。 例如，在《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慢性疼

痛的健康新闻中，记者通过采访多位患者和医学专

家，收集与疼痛相关的医学数据，陈明疼痛的症状、
分类、原因、治疗方案与进展。专业性较强的健康

报道往往会涉及许多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这篇报

道通过引用大量的医学研究成果和调查数据阐明背

景知识，既提升了知识的易读性，也增强了知识的可

信度。 同时引入“讲故事”的方式，将采访对象的问

诊经历作为叙事线索，通过个体叙事串联起知识结

构，使得读者在与故事人物的情感共振中生发出对

健康知识的兴趣。
除了专业知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受教育水

平等社会文化因素对健康传播效果的影响更为广泛

而持久。 记者的健康传播实践，也应该按照循证医

学的思路，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查阅文献、多方验证，
以保证健康知识的科学与权威。

２．着眼社会的整体情境，建构平衡的叙事框架

如前所述，恐怖诉求应用于健康传播中收效甚

微。 建设性新闻的领军人乌尔里克·哈格鲁普因此

呼吁，应制止因不断关注“坏消息”而引起的恐惧螺

旋，打破焦虑的恶性循环。建设性新闻所主张的平

衡信息、正负情感的智慧正是对这一局限性的回应。
记者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图谱，对事件和现象进行

全面的观察，平衡地呈现健康议题中涉及的消极与

积极的影响。
美国调查科学与健康记者、畅销书作家加里·

陶伯斯在系列报道中对引起肥胖的诱因进行批判性

思考。 他对世卫组织提出的“卡路里摄入过多易导

致肥胖”发表质疑，认为少吃多动的传统思维不足

以解释如今居高不下的肥胖症发生率。 他引用非营

利组织“营养科学计划”（ＮｕＳＩ）的一项研究成果，认
为卡路里分为“坏的卡路里”和“好的卡路里”。 其

中碳水化合物属于“坏的卡路里”，是导致肥胖和糖

尿病的主要成因，而蛋白质和适量的脂肪属于“好
的卡路里”。加里的系列报道生动体现了健康新闻

应有的思辨性，也融入了建设性新闻的“包容性与

多样性”原则，通过对惯常认知的批判性思考和严

谨的验证性解释，理清误区，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策

略，增益公众的自我效能感和改善健康状况的信念。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尤其在涉及专业知识

的健康传播领域，对议题背景与相关事件的关联性

思考，能够给人们判断其发展趋势提供参照，也体现

了建设性新闻“解释新闻及背景”与“未来导向”的
要素在健康传播知识维度的运用。 例如在有关新冠

肺炎疫情的报道中，财新网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发

布题为《不明原因肺炎忽现》的深度报道，结合 ２００３
年的 ＳＡＲＳ 病毒阐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原学检测

进展和溯源难度，转述专家和官方立场回应“人传

人可能性”问题，认为“中国的疾控系统正在面对一

场意外考验”，发挥了新闻媒体监测环境、预警危

机的社会功能。 同时，微信联合腾讯健康、腾讯医

典、腾讯新闻、腾讯地图等多个团队设置了“全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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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肺炎疫情动态”专区，通过可视化的数据表格和

疫情地图向公众呈现实时疫情动态、门诊导航和防

护知识。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正面的情感安

置与注入积极的情绪是改善新闻基调的驱动力。 具

有建设性的健康传播既要直面健康议题中的危机和

风险等负向信息，也要在负面的事件中挖掘成长、恢
复、希望等积极元素，通过透明完善的信息策展和正

负平衡的叙事结构，在帮助公众感知潜在健康风险

的同时，也恰切地减轻公众的恐慌、焦虑和无助。
３．转变记者的角色定位，探索健康领域的共谋

共建

健康传播通过汇集来自不同学科专业人员的知

识交流，为健康行为提供有意义的支持。这种支持

贴合了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新闻“有为”，即以一种

更具吸引力、更具参与性的报道方式 “适时地介

入”。在这种价值驱动下，记者的角色定位得到扩

展，他们不再仅仅是事件的记录员和社会运作的监

督者，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和问题的解困者。 新闻报

道也不再仅是对现实的描述和对问题的批判，转而

关注共谋与重建等代表蓬勃发展的主题，以探索解

决之道的姿态参与报道流程，为公众提供卓有成效

的行动指引。
一方面，记者可以充分利用职业便利调动多样

化知识和资源，在科学评估方案效果的基础上阐述

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新闻网站 Ｒｉｃｈｌ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在“治愈希望”系列报道中对导致婴儿意外死亡的

原因进行调查，发现在俄亥俄州里奇兰郡，有安全隐

患的睡眠方式是导致婴儿意外死亡的重要因素。 基

于当地人口普遍低收入和低学历的现状，报道中提

出采用芬兰的安全睡眠传统为蓝本，使用婴儿箱

（Ｂａｂｙ Ｂｏｘ）来促成更安全的睡眠。报道以解决方

案为线索，不仅说明了既有蓝本的良好效果，而且引

介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为降低婴儿死亡率提供了

可借鉴的经验。 因此，在解决之道层面，健康传播要

关注方案的效用和实施流程，以方案的有效性和可

操作性吸引公众，为健康生活提供行动指南。
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中介力量，应

当联结学者、卫生行业从业者、政府、公共组织和公

众等在内的多方主体，创造多元合作的机会，促进方

案、政策等的有效、高效制定和落实。 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我国媒体除了发布相关权威信息，还通过对

接医院、捐赠者和生产商，充当信息中间人的角色。

例如，“人民日报全媒体行动·征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求助者信息”平台发挥党报的资源优势，对接

医患信息，实现供需信息的高效配对；《三联生活周

刊》在疫情蔓延初期，立足平台优势，整合各地医疗

信息，发起了“三联在行动”的活动，调配资源支援

抗疫一线。 媒体在健康领域公共事务中所展现出的

专业认知力、问题识别力与高效的行动力，既体现了

知识视野下的全局智慧，也展现了媒体通过适时的

介入推进多方协作和行动实施的灵活性。 这些都充

分体现了建设性新闻“赋权于民”与“协同合作”要
素在健康传播的行为维度所发挥的作用。

四、结语

建设性新闻是传统回归与时代命题结合的创

新。它在遵循新闻核心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平

衡消极、旁观转向介入、方案代替冲突的建设性维

度，实现对主流新闻理念和实践的纠偏补弊。 尽管

我国的传播语境与西方存在差异，对新闻建设性的

理解和实践不尽相同，但在其强调新闻媒体对社会

事务和社会变革积极的、适宜的介入上有着共通的

价值取向。 健康传播所谋求的“传递知识—转变信

念—改善行为”基本模式切合了建设性新闻主动参

与社会事务的积极试炼，建设性新闻在知识生产、方
案转化的深度与广度追求也是修复健康传播缝隙的

有益尝试。
另外，我们也要警惕建设性元素在健康传播中

误用和滥用的风险，避免滑向过度干涉主义（ 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ｍ）的极端。 例如，虽然建设性新闻主张更

具知识性的解决之道，但健康传播实践中的“软文

广告”等形式，包裹着知识科普外衣，模糊了广告与

新闻的界限，弱化了解决方案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并
不具有真正的建设性价值。 同时，建设性要素不可

能在同一篇新闻报道中全部体现，在健康传播中也

并非全部适用。 就协同创新而言，健康领域的科学

属性造就了公众参与内容生产的天然区隔，因而现

阶段难以实现健康领域“专家—媒体—公众”的深

层次知识协作。 如何打破这一局限，仍有探究的空

间。 此外，由于健康传播既包含关涉健康知识的生

理议题，也囊括与社会关系相关的非生理议题，前文

所论证的建设性新闻框架仅适用于健康传播的生理

性议题，那么在诸如医患关系、医疗政策等更具社会

性和公共性、更易被情感和权力裹挟的议题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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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范式如何发挥作用，也是建设性新闻在健康传

播的实践上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注释

①白红义、张恬：《作为“创新”的建设性新闻：一个新兴议题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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