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摘 要院 共识性健康危机激发公众对健康问题的持续热议袁 公众健康认知的转变使

体育健康传播在健康传播领域抢占发展高地遥以传播学领域 KAP 理论为解释路径袁重
点分析公众对于体育健康传播的应答过程袁认为院公众在认知层面经历了从野碎片信

息冶到野认知结构冶的飞跃曰在态度层面实现了从野舆情引导冶到野价值判断冶的飞跃曰在
行动层面完成了从野被动选择冶到野主动维护冶的飞跃遥 基于这一逻辑袁为加快实现健康

中国建设袁促进体育与健康传播深度融合提出创生路径院强调科学健康传播袁增强信

息可读性袁以实现野容易冶阅读曰形塑公众批判意识袁提高信源可信性袁以实现野休眠冶唤
醒曰激活部门协同合作袁注重效果评估环节袁以实现野体卫媒冶联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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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ensus health crisis has aroused heated discussion on health issues among the pub-

lic. The change of public health cognition has lead sports health communication to a highland in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KAP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ub-

lic response to sports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holds that: at the cognitive level, the public has

experienced a leap from "fragmented information" to "cognitive structure"; at the attitude level袁the
public has realized a leap from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o "value judgment"; and in terms of action,

the public has made a leap from "passive selection" to "active maintenance". Accordingly, the follow-

ing development path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communica-

tion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emphasizing scient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enhancing information readability to achieve "easy reading"; developing the public critical con-

sciousness and improving the credibil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to awake the "dormant"; activa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departments and laying stress on effect evaluation to realize the interaction a-

mong "sports, health and media".

health communication; sports health communication; health-related information; social re-

sponse;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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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之

一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袁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袁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遥 2022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叶关于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曳中提出野制
定实施运动促进健康行动计划冶野推广常见慢性病运

动干预项目和方法冶袁体育锻炼与人民健康关系日渐

紧密遥 体育健康传播社会应答逻辑在于确保体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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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传播在适应人与社会共生关系的基础上袁 稳步提

升公众个体的健康水平袁 其重点任务在于纠正公众

对健康传播的碎片认知和错误舆论产生的不健康行

为袁 根本目的是使公众主动积极地形成终身体育的

生活习惯袁对树立正向体育尧促进健康观念具有积极

影响遥立足健康中国建设关键节点袁为促进体育与健

康传播深度融合袁 从传播学视域拓宽体育健康传播

研究视野袁 以传播学理论分析体育健康传播在社会

层面的传播逻辑袁 重点分析公众对于体育健康传播

应答的具体过程袁结合后疫情时代健康传播特征袁提
出体育与健康传播融合发展的创生路径袁 以期为后

疫情时代体育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遥

近几年袁体育与健康话题颇受学界关注袁国内学

者从不同角度对大众尧 健康与体育这三者间的复杂

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袁例如黄亚玲等 [1]从社会学角

度审视了体育行动与焦虑消解的关系曰王智慧 [2]探

讨了公众身体认知转向与体育健身发展的关系曰钟
秉枢等[3]从体育发展视角探究了后疫情时代体育事业

逆疫发展之道曰王真真等[4]从公共领域理论出发解释

了体育健康传播路径遥虽然近几年我国在体育健康传

播产出不少研究成果袁但总体来看我国依旧是体育健

康传播领域的 野后来者冶袁 体育健康传播概念界定不

明尧类属划分模糊尧理论指导实践能力不足[5]遥

KAP 理论又称知信行袁是健康传播领域经典的

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 遥 K 表示基本知识 渊Knowl-

edge冤袁A 表示对问题的态度 渊Attitude冤袁P 表示对问

题采取的行为渊Practice冤袁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院知
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袁 信念和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

机遥体育健康传播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传播效果袁依据

其发生的逻辑顺序符合 野获取知识要产生信念要形

成行为冶这一理论模式遥 KAP 模式阐释了个人知识尧
态度对行为改变的影响袁 健康的护理常识和信息有

助于建立积极正确的信念与态度袁 进而影响健康相

关行为袁而信念和态度则是行为改变的动力遥

健康传播是传递交流与健康相关信息的过程袁
其目的是通过传播健康知识影响人们的知识尧态度尧
行为袁从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遥我国对健康传播领

域的关注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艾滋病的蔓延袁
2003 年野非典冶暴发进一步推动了健康传播的研究遥

相较于欧美国家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袁 健康传播在

我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遥 目前关于健康传播的概念

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袁美国学者罗杰斯 [6]认为健康传

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袁
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袁 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

死亡率尧 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

水准为目的的行为遥 国内有学者[7]认为袁健康传播是

以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袁运用各种渠道及方法袁维护和

促进人类健康为目的而制作尧传递尧分散尧交流尧分享

健康信息的过程遥健康传播实际也是一种健康干预袁
其实质是说服袁 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广泛应用的理论

主要包括行为预测整合模型渊the integrative model of

behavioral prediction冤尧扩展的平行过程模型渊extend-
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冤尧社会因素影响相关的社会

身份理论渊social identity theory冤和社会规范理论渊so-
cial norm theory冤尧健康信仰模型渊health belief model冤尧
社会认知理论渊social cognitive model冤和推理性行动

理论渊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冤等模型遥
体育健康传播作为我国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袁

其概念界定并不清晰袁 部分学者提出将健康传播和

危机传播映射于体育领域袁 将其纳入健康传播研究

领域袁 以科学化大众健身和体育健康的媒体传播运

动渊media campaigns冤为主要开展形式[8]遥 还有学者[9]

基于学术语境将体育健康传播界定为 野以体育作为

领域尧载体尧主题或手段袁以传播和扩散健康知识袁提
升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为目的的一系列传播活动冶袁
并从媒介资源角度和叙述研究角度对体育健康传播

进行内容上的划分遥 本研究基于 KAP 理论袁认为体

育健康传播应当从个体视角出发袁以健康为目的袁以
体育为内容袁将传播作为方法袁帮助公众系统掌握体

育健康知识和技能袁 以此引导公众形成科学的价值

观袁并主动尧积极地作出提升健康状况的行为遥

作为健康教育领域的基本理论袁KAP 理论隐含

着知信行假设院向公众传播健康信息袁改变其信念和

态度袁进而改变其行为袁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必要条

件 [10]遥 KAP 理论在体育领域也有较为广泛的运用袁
例如周伟等 [11]运用 KAP 理论分析大学生运动健康

素养的影响因素袁 探讨运动健康素养水平与锻炼认

知及其行为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袁 得出大

学生运动健康素养与锻炼行为变化的确切趋势遥 赵

洪波等 [12]运用 KAP 揭示了大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

识尧 所持的态度和锻炼行为的表现袁 从 野知冶野信冶
野行冶三方面了解大学生体育锻炼的现状及其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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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袁为增强大学生体质健康提供依据遥从前人的成果

中不难发现袁KAP 理论在医学领域的运用最为广

泛袁比如在康复训练中袁用 KAP 理论让患者学会康

复知识和技能袁改变其面对伤病的态度袁产生积极的

信念袁通过坚持锻炼就能达到康复的效果 [13]遥 同理袁
KAP 理论在体育健康传播方面袁可以理解为公众若

拥有更为丰富的体育锻炼知识和技能袁 会提升公众

体育锻炼的意识袁并形成习惯袁最终保持体育锻炼行

为 [14]遥 因此袁将 KAP 理论应用到体育健康传播领域

具有适切性袁体育健康传播的目的尧意义和过程与其

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遥

体育健康传播是促进人民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

途径袁 对于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遥 以

KAP 理论为框架渊图 1冤袁厘清体育健康传播中公众

应答的逻辑线袁 逐一说明公众认知层面经历了什么

变化袁公众态度层面有哪些转变袁公众行动层面做出

了什么选择遥

图 1 KAP 理论下体育健康传播应答过程

从 KAP 理论的逻辑来看袁新观念要被社会公众

接受并付诸行动袁 首先要让公众获取知识袁 形成认

知遥在我国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中袁体育长期处于缺

失和被动的发展状态遥 我国当代健康传播研究 9 大

方向分别为院大众健康传播与效果尧组织健康传播尧
医患关系渊人际传播冤尧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尧健康传

播的外部环境尧健康传播与文化尧特殊议题渊安乐死尧
同性恋尧器官移植等冤尧健康传播史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遥而体育在健康传播研究中依旧处于边缘地位袁未
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遥因此袁社会公众对体育健康

知识的获取也因技术壁垒尧认知误区尧生活习惯等因

素受限袁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袁体育健康信息获取甚至

出现野孤岛现象冶[15]遥 健康知识的获取是健康行动开

始的前提条件袁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尧新媒体

行业的高速发展袁催生出一批健身科普类账号袁体育

健康知识逐渐从都市白领尧精英阶层深入广大群众袁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也由此发生转变袁 体育

对健康促进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遥
从个体视角出发袁 后疫情时代下公众健康意识

升级带来的改变袁首先体现在对健康知识的求知欲袁
处于健康状态下的人们对体育与健康相关信息的需

求远远大于对疾病治疗知识的需求遥因此袁后疫情时

代公众对体育健康知识不再满足于碎片化信息的获

取袁 而是以更加理性的思维编织一个趋于系统化的

体育健康认知结构遥从政策视角出发袁近年来我国对

全民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袁 健康中国和全

民健身工作不断深入推进袁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尧阶
层分化尧新型城镇化等现象袁实现体育健康信息全民

普及需要解决野长尾冶部分袁因此精准对应目标人群

出台体育健康政策袁充分发挥长尾理论袁将体育健康

信息渗透薄弱之处袁 这需要信息技术赋能和畅通多

元的传播渠道袁借助大数据平台进行科学传播 [16]遥当

前以野国家要地方冶卫生健康网络宣传平台为主线袁
各大健康教育类视频号尧微信公众号尧微博尧论坛为

辅的健康传播路径 袁 是社会公众完成第一步应

答要要要野获取健康知识冶的主要路径遥

大众传播在信息传达过程中袁 通常包含传播者

自身对于是非尧善恶尧美丑的价值判断袁无论是卢因

的野把关人冶理论袁还是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中的野译
码者要释码者要编码者冶袁都强调了传播者对于信息

处理和价值观引导的作用遥不外如是袁在体育健康传

播领域中较为权威的传播者在提倡什么尧反对什么袁
客观上起着形塑社会规范和维护价值体系的作用遥
传播者又称野信源冶袁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袁传播者既

可以是个人袁也可以是媒体机构或其他部门袁传播者

所发出的信息在社会公共领域都具有一定的舆论导

向作用袁 进而引导人们形成传播者所期盼的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遥
体育健康传播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传播效果可以

形象地被比喻为石块入水袁 水面产生波纹并不断往

外扩散袁波纹到达得越远袁传播范围就越广袁波纹幅

度越大袁体育健康传播带来的影响力就越大袁在心理

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野波纹效应冶遥当然这种野波纹

效应冶有利有弊袁以传播学视角分析袁其弊端在于公

众在野舆论波冶的推动力下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判断遥
如何提升体育健康传播中公众自身的价值判断力袁
让公众在传播者制造的野舆论波冶中学会自救袁形成

知识层面要要要碎片信息

态度层面要要要舆情引导

行为层面要要要被动选择

求知欲

认同感

情境性
主动维护

价值判断

系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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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体育观袁作出正确的选择袁以引导后续的体育

行动袁 关键在于公众对体育健康理论和体育参与的

认同感遥 后疫情时代体育健康传播有望大幅提升公

众的认同感袁基于社会实情和舆情两方面看袁这种认

同感的产生主要归因于以下几点院 ①新冠病毒防控

情景促进体育与健康耦合曰 ②舆论气候深化公众体

育参与袁促进健康的体育观曰③群体情绪渲染下野功
能性社会冶发挥作用 [17]遥

公众行为层面的内容可分为两类院 一类是体育

健康信息的主动获取袁一类是体育行为的主动维护遥
首先袁 被动获取常常表现为健身类和医学类的新闻

媒体尧自媒体尧短视频号尧UP 主等的信息单向传输袁
很难引起公众关注袁更不会形成反馈互动遥而公众的

主动获取促使传播者与受众间建立了一种联结关

系袁 这种联结使体育健康信息不再是毫无目的地传

递给公众袁而是精准传播遥公众根据自身需求获取相

应信息袁同时主动向平台反馈信息遥 其次袁体育健康

传播催生的体育行为主要包括日常健身尧 参加运动

技能培训尧参与娱乐性体育比赛尧健康交流等遥 公众

能主动参与体育并维持体育行为具有情境性袁 在非

疫情情景下公众体育参与具有明显惰性特征遥 从数

据来看袁野十三五冶时期我国体育人口比例占 37.2%袁
而发达国家达到了 70%袁 我国国民参与体育锻炼的

主动性有很大的培养和塑造空间 [18]遥 基于野疫情情

景冶袁公众出于对自身健康的忧虑以及对过往行为的

反省袁非体育人口开始尝试主动获取体育健康知识袁
主动维护体育锻炼习惯袁当然袁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

就袁也不可能是全社会的颠覆性改变遥 走出野疫情情

景冶袁 如何继续让公众主动维护体育锻炼的习惯袁是
当下值得探索的议题遥 传播学研究认为一种新思潮

的接受者可以分为五类院创新者尧早期采用者尧早期

多数跟进者尧后期多数跟进者尧滞后者遥 从社会学视

角来看袁 体育行动滞后者不主动参与体育可归因于

个人收入低尧闲暇时间少尧自身身体原因尧圈层关系

中健身氛围不强尧体育参与社会心态制约遥体育参与

社会心态是由个体对社会中的体育观念尧体育传统尧
体育价值观尧体育文化记忆尧舆论导向与流行的体育

时尚元素等历时性和共时性因素的认同袁经由暗示尧
模仿尧感染等心理因素构建袁并在特定情境中通过个

体与个体尧个体与群体间的互动历经野突生规范冶过
程互构叠加的产物袁 而这种社会心态的生成需要集

体性共识为心理规训袁 完成个体对体育群体的情感

认同[19]遥

目前来说袁体育健康传播在我国越来越被认可袁
有关体育健康传播的学术研究也有所增加遥 但体育

健康传播在促进公众认知层面尧态度层面尧行为层面

的三次飞跃过程中袁 仍然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

题院其一袁过分强调理论性导致公众阅读困难袁非专

业健康账号和伪健康信息频现遥 体育健康传播涉及

体育学尧新闻学尧传播学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领

域袁特别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袁更加强调知识的连贯

性袁 公众选取信息的能力更多取决于自身的认知和

学历文化水平袁信息过于抽象袁反而让人难以理解甚

至产生厌倦心理遥其二袁公众信息甄别和批判意识有

待加强遥 信息大爆炸时代公众每天在各类真假伪善

的信息世界攀爬摸索袁 在体量巨大的信息资源中寻

求有效信息本就是对公众的一种考验袁 加之自媒体

的快速崛起袁互联网盛行传播所谓的野个人经验冶袁使
舆论环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遥其三袁体育部门与其他

相关部门协作性不高遥体育健康传播主要涉及体育尧
医疗卫生尧传媒三个领域遥目前我国野体卫融合冶行动

仍处于起步阶段袁且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的融合遥表 1

整理了近年来体育健康传播重要政策袁 侧面反映当

前官方层面体育健康传播三方协同合作效应不佳袁
社会层面的合作更为稀少遥 针对公众社会应答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袁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创生路径遥
表 1 部分体育健康传播相关的重要政策文件 / 计划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袁书面信息比听觉信息更

容易袁更能准确记忆遥 个体在回应公共危机时寻求

信息的程度与期望信息解决不确定性呈正相关袁
因而如果信息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袁 或阅读存在

政策文件 / 计划 年份 发文单位

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 2005渊每
年一次冤

国家卫健委尧
中国记协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 2016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曳
2016 国务院

叶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
见曳

2019 国务院

叶健康中国行动渊2019要2030 年冤曳 2019 国家卫健委

叶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曳

2020 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21要2025 年冤曳 2021 国务院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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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 义 时 袁 就 会 导 致 公 众 恐 慌 情 绪 遥 一 项 关 于

COVID-19 线上信息可读性的研究袁 将信息可读性

分为野容易冶野平均冶和野困难冶三级袁分别对应野低于

6 年级阅读水平冶野6~10 年级阅读水平冶 和 野高于 10

年级的阅读水平冶[20]遥 报告建议袁面向普通公众的文

字材料袁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建议应以 6 年级阅读水

平编制渊在紧急状况下冤袁以产生最大尧最正向的社

会影响遥 体育健康传播虽非紧急状况下的传播袁但
它涉及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等重要领域袁也同样要

求信息应做到准确无误且被大多数人理解遥 例如袁
微信公众号尧微博尧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拥有庞大的

用户基础袁在传播信息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袁医疗机

构借助新媒体平台能够更广泛尧更高效地传播健康

信息[20]遥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对所有二尧三级公立医

疗机构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健康传播应用情况进行

调查分析发现袁微信视频号尧抖音尧快手和 B 站等

视频平台受到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的关注袁成为健

康科普传播的热门选择遥 这些平台的特点是以视频

为主袁短视频的形式更符合健康科普通俗尧趣味性

强的特点袁从而吸引更多年轻受众的关注遥 微信公

众号的受众群体较为广泛袁 其广泛性和专业性是

医疗机构在健康科普传播中的首要需求袁 但微信

公众平台在传播健康科普内容上的灵活性受限 [21]遥
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不仅有利于体育健康传播袁也

有助于公众理解和记忆遥 体育健康传播科学研究不单

单是体育学科内的研究袁还涉及体育学尧医学尧公共学尧
传播学等多个领域袁融合研究是目前科研的一大趋势袁
也正是体育健康知识体系科学化尧 系统化的重要过

程遥 因此袁在增强信息可读性的同时袁要不断加强跨领

域研究和学术合作袁 形成完善的体育健康知识体系袁
增强体育健康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逻辑性遥 总而言

之袁体育健康传播要加强跨领域研究袁有助于形成系

统化的知识体系袁体育健康传播的文字材料不宜安排

挑战性较强的阅读设置袁应保持在小学阅读水平渊即
野容易冶阅读等级冤袁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内容袁可以增设

图片解析和视频讲解袁方便公众阅读理解健康知识遥

自媒体时代袁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生产者袁这种

用户生产内容模式虽然扩大了信息生产尧加工尧传播

的渠道袁也存在信息失真的巨大弊端遥 体育健康传播

信息失真会导致信源权威性和可信性降低袁在未来一

段时间内体育信息传播效果将进入野休眠模式冶[22]遥 实

验心理学家 Carl Hovland[23]的实证研究证明袁对于可

信度较高的信源发出的信息袁 最初基于公众的信任袁
说服效果会大于信息内容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人们对

信源的记忆衰退袁此时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信息内容

本身的说服力遥 而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袁不能即

刻呈现出内容的说服力袁处于一种野休眠冶状态袁待可

信性的负面影响减弱或消失后袁才能充分表现其说服

效果遥 基于野休眠效应冶理论视角袁体育健康传播实践

总结为院①对于可信性较高的信源袁应当充分发挥其

在社会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袁唤醒公众健康意识和

体育参与意愿袁鼓励人们通过科学的体育锻炼达到增

强体质尧预防疾病尧缓解慢性病发作的目的遥 与此同

时袁要更加注重传播内容本身的真实性袁挖掘有价值

的内容袁 保持信源的可信性遥 ②对于可信性较低的信

源袁采用提升可信性或取缔传播权这两种途径遥一方面

传播者可通过体育健康方面的教育培训袁 获取专业认

证和教育学历袁提升机构渊自身冤的专业能力袁获取更多

公众的信任袁 才能使体育健康传播效果走出 野休眠状

态冶遥而对于传播不实内容袁混淆视听袁破坏公共舆论场

域的信源袁网络监管局应及时封号遥 另一方面袁各级宣

传部门应联合各级反诈中心尧 体育部门尧 医疗卫生部

门尧新闻机构等袁加大宣传力度袁形塑公众批判意识遥公
众自身也要努力提高自身信息真伪的甄别能力袁 在面

对这些低可信性信源时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遥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袁 多元共治是摆脱体育健康

传播困境的有效方法 [24]遥 社会层面的融合可以借鉴

发展比较成熟的欧美国家的经验袁例如院美国医学健

身中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经过系统培训袁 获得专

业认证和学历教育的健康渊健身冤专业人员遥 我国为

推动体卫社会层面的融合也采取了行动袁2018 年中

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与美国运动医学会达

成野ACSM-CASM 中文培训与认证项目冶战略合作袁
引进了 EP渊Exercise Physiologist冤培训和认证体系遥
EP 是针对在工作中涉及的常见慢性病预防尧疾病前

期及早期人群运动干预的健康管理者尧教练尧康体中

心专业人员尧健康干预工作者及医生 [25]遥 野运动处方

师冶 作为一种职业进入我国医疗系统袁 仍然面临体

制尧人才尧专业等多方面的限制 [26]遥
在后疫情时代袁只有体育尧医疗卫生尧媒体领域

多元协同合作袁 才能从宏观层面助力体育健康传播

向更有效尧更深层尧更大覆盖率的发展方向前进遥 从

我国出台的体育健康促进相关的政策文件中渊表 1冤
可知袁野体育 +医疗卫生冶 将是未来体育健康知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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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尧疾病防控尧全民健康促进的重要路径袁例如 2016

年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中提出的野体医融

合冶袁2021 年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21要2025 年冤曳提到

的野体卫融合冶遥但是前期出台的政策文件中鲜有野健
康传播冶的概念袁且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和健康运动

绝大部分由体卫部门主导袁新闻媒体缺席遥传播观念

首次出现在 2011 年发布的叶卫生部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卫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曳中 [27]遥
为加强我国野体卫媒冶联动袁激活部门协作袁实现

多元参与的局面袁以下提出 4 点建议院①充分考量体

育部门尧卫生部门尧新闻媒体机构三者的联动关系袁明
确制定部门权责清单袁协调好体育服务尧医疗服务尧社
会宣传等配套服务的供给关系袁将体育健康传播工作

落到实处袁权责明晰遥②加大社区宣传力度袁以社区为

单位建立体育健康促进的传播站点袁以体育和卫生部

门为人才培养提供支撑袁 带动社区居民参与体育锻

炼袁进行科学健身遥同时袁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在社区医

疗卫生机构中开设 野科学健身门诊冶野运动处方门诊冶
野慢性病运动干预门诊冶等进行非医疗手段干预遥③激

活社会力量参与袁政府部门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

体育健康运动袁包括体育培训机构尧体育健身机构尧高
校体育健康学院尧企事业单位尧医院等遥④效果评价应

被视作体育健康传播过程的必要环节袁体育健康传播

不能一味追求信息覆盖率和设计感袁应更加强调体育

健康传播中的认知尧态度尧行为改变三者相结合的效

果遥对此可以借鉴国外学者在健康宣传运动中提出的

野受众渊audience冤要渠道渊channel冤要信息渊message冤要
评估渊evaluation冤冶评价框架袁该框架将健康传播视为

整体性过程袁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传播效果[28]遥

进入 21世纪袁传播健康尧追求健康成为人类共

同努力的方向遥 健康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健康教育活

动袁 公众良好的反应和行动才是这场活动所要达到

的目标袁体育健康传播不外如是袁没有公众参与的体

育健康传播只不过是纸上谈兵遥 无论是像疫情这样

的负向情景袁还是人人追求健康的正向情景袁都催促

着公众主动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袁 主动维护终身体

育的生活习惯袁这也是体育健康传播的最终目的遥研
究基于 KAP 理论袁提出体育健康传播在我国发展的

理论新视角和实践新路径袁新时期体育健康传播呈现

出内容更新快尧方法多样化尧传播专业化的新特点遥未

来袁 希望学界能够创新体育健康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袁
输出更具价值参照的体育内容袁关注运动健身传播的

时效性袁让更多人培育健康的生活习惯尧体验健康的

生活方式袁助力加快建成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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