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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全面了解，才能在当今迅猛发展的媒体市

场中成为佼佼者。

参考文献：

①隋欣《数字传播时代中国音乐广播发展

趋势》，《当代传播》，2014 年第 2 期。

② BPM（每分钟节拍数的单位）ttps://bai

ke.baidu.com/item/BPM/2815203#view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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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电台音乐调频）

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

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健康与

养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随之而来的

是，众多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如雨后春笋蓬勃

兴起。一方面，它满足了观众获取健康知识、

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另一方面，当前部分健

康类节目还存在不足，比如节目同质化、形式

较单一、可看性不足等。为了促进健康类节目

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价值，达到可持续发

展的模式，该类节目在发展的同时，应注意把

握好接近性、专业性、通俗性和创新性，促成

健康类节目的更优传播效果。

关键词：健康养生类节目　专业性　创新性

近年来，养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重要部分之一，各电视台也纷纷开办健康养生

类电视节目。这类节目的涌现传播了健康知识

和养生观念，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

养，同时也强化了电视的教育和服务功能，发

挥了积极的社会价值。其中，取得较好社会影

响的节目有北京卫视《养生堂》、央视《健康

之路》等。不过从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的健康

养生类电视节目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精神。健康

类节目的宗旨主要是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养生

观念，帮助观众强身健体。一方面，适宜电视

传播的医药养生知识相对有限，同时正确的健

康知识具有一致性。这就容易导致观众在不同

节目时所获取的养生信息大同小异；另一方面，

从全国范围来看，众多健康养生类节目在节目

风格、主题表达、环节设计上都呈现出相似

性，使观众失去了新鲜感，产生审美疲劳。

其次是专业性不足，节目效果欠佳。通过

收看电视节目，人们想要获得更多权威的健康

知识，提高生活品质。不过，现实往往并不如

意。一是一些健康类节目的制作过程往往缺乏

专业人士的监督指导，不经意间散布了错误信

息和不良信息；二是部分从业者缺少传播技巧，

达不到节目应有的宣传效果；更严重的是个别

节目盲目追求收视率，力求“博眼球”效应，

语出惊人，使得“伪养生专家”大行其道，最

终失去了观众的信任。

对此笔者认为，节目在发展的同时，应注

意把握好接近性、专业性、通俗性和创新性，

以达到健康养生类节目的更优传播效果。

一、接近性：健康话题和内容定位接地气，

贴近百姓生活

越接近受众的健康信息，越容易被人们所

关注。对于健康类节目来说，贴近百姓生活，

讲好科普知识，才能真正触动观众内心，赢得

观众喜爱。那么，如何在正确科普的同时，打

造更加接地气的内容呢 ？

接近性的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点

明科普知识与受众厉害攸关的关系，二是按照

科普知识最容易为受众接受的原则来叙事。以

北京卫视《养生堂》为例，经过不断探索，该

栏目形成了独有的叙事风格，其核心叙事结构

如何获取更优传播效果
陈伟斌　陶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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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危害——自知——解决。首先是“危害”，

就是由生活中与观众息息相关的问题导入，结

合数据、实验或医患个案来展开故事；其次是

“自知”，是为了把问题与观众生活相勾连，从

而形成接近性效应并促成互动的发生。自知环

节往往会涉及到症状、自查、检测等内容。最

后是“解决”，即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中药

方、茶饮方、食物、穴位、锻炼动作、辅助治

疗的器械等。简单来说，从疾病“危害”展

开话题，勾连到观众产生“自知”，继而探寻

“解决”之道，符合故事讲述的核心要素。

实际上，不少节目还倾向于走本土路线，主

打特色化的节目风格。比如，辽宁电视台都市频

道《健康一身轻》除了节目内容十分贴近百姓

生活，还给大家呈现欢乐活泼的、富有东北特

色的节目风格，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又如，

日本养生节目《健康好吃惊 X》以日剧综艺风

格迎合本土观众的收视口味，节目往往着眼于

日常的健康小问题，比如关注小腿水肿、吹空

调起疹、摔倒的原因等话题，让人充满好奇。

健康类节目从立意开始，就要从与老百姓

息息相关的问题出发，可以采取“漏斗”式叙

事手法，在环环相扣的“链条”逻辑中，牢牢

把握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从而讲好健康故事，

传播养生知识。

二、专业性：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和养生

理念，抵制不良信息

健康类节目所传播的信息一定要科学，要

经得起业内专家的推敲，同时还要自觉抵制消

极、不健康的内容，不能为了追求“博眼球”

而传播伪科学。

首先，节目承办方必须遵守国家广电总

局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核专家身份，避免伪专

家、伪大师招摇撞骗，误导大众。笔者所在浙

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浙江名医馆》栏目，

对于节目专家一直有明确的硬性要求，必须取

得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并且大多数来自省内

知名的三甲医院。与此相反，比如多年前的某

卫视《百科全说》节目，邀请了养生食疗专家

张悟本，虽然节目火爆一时，张悟本也跟着走

红，并著有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不过，随着张悟本学历造假被揭露，其养生学

说也遭到质疑，导致节目停播。在这起事件当

中，节目传播了伪科学的“健康信息”，既误

导了受众，也损害了电视台自身的形象。

其次，算好经济账，不能因利益驱使，在

节目当中强加不良的广告信息，从而失去电视

媒体应有的公信力。比如，“排毒教父”林光

常曾多次在电视节目中说吃肉喝奶的种种坏处，

鼓励大家吃素，其真实意图则是向大家推销果

蔬解毒机以及营养餐。像这类伪健康传播，将

广告意图兜售给观众，甚至将虚假的、伪劣的

信息传播出去，破坏了电视媒体的自身形象。

再次，节目制作方要争取引进专业人才，

或者通过强化学习和培训，提升从业者的健康

素养，打造专业化的制作团队。在不少发达国

家，不论是电视剧的制作，还是电视节目的制

作，都会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例如美

国健康类脱口秀节目《奥兹医生》的主持人奥

兹就是一位心胸外科医生。 

三、通俗性：多讲生活化、通俗易懂的语

言，减少视听障碍

健康养生类节目所涉及的领域专业性很强，

特别是晦涩难懂、深奥繁复的医学原理，往往

需要嘉宾用生活化的语言、通俗的比喻来讲清楚。

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位心外科专家这

样形容心外科的手术难做，“你见过着火修发

动机的吗 ？”比喻很生动，让人印象深刻。笔

者所在《浙江名医馆》栏目，不少嘉宾讲医学

知识的时候，也喜欢联系生活实际。比如，静

脉曲张是在小腿上，但是手术的地方却在大

腿。有嘉宾就说了，这就好比要救活一棵树，

得从树干抓起。除此之外，编导在前期沟通时

候，也会提醒嘉宾少说医学名词，因为大多数

的观众并没有医学背景，也不需要了解太多专

业词汇。如果一定要说到医学名词，特别是深

奥晦涩的专业名词，要尽量放慢语速，并且做

必要的补充解释，可以讲一个与这个词有关的

故事，加深观众的理解。

当然，生动的视听语言有时还需要借助一

些道具和模型，以及丰富多样的图表和动画。

国外许多健康类节目都非常注重可视化表达。

比如，日本电视台第 4 频道的养生节目《电视

加油站》的核心部分“今日特集”，在近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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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演播室对话与互动环节中，医学专家大量

结合图板、图表、动画片、外出采访短片等多

角度讲解，穿插观众活动以及主持人互动，使

节目形式显得丰富多样。国内节目也有较好表

现的，比如《养生堂》栏目在道具、模型、第

一手材料等细节之处也下了不少功夫。在一期

科普“如何早发现食管癌”的节目中，道具人

员准备了一种长条状气球，把它吹起一部分，

吹出一个鼓包，这个鼓包模拟胃，没有吹鼓的

长条部分模拟食管，虽然只是一个小道具，但

是解说起来形象了不少。

传播健康信息，首先要让人感兴趣，然后

看得懂，听得清，最后才能记得住。当然，我

们也要警惕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不能一味追求

“标新立异”，而丧失了健康养生类节目本该有

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四、创新性：拓展多样化的节目风格和形

态，强化视觉效果

纵观国内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总量不

少，但从节目形态上看，却又基本大同小异。

很多节目大多是以演播室访谈为主，由主持

人、专家、现场观众共同构成主体，往往缺乏

多样的节目表现形式。诚然，这种节目形态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相对较低的制作成本，但

是对于观众来说，过早产生审美疲劳恐怕也是

在所难免。因此，如何创新节目形式，长久把

握住市场，是当前从业者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

在这方面，不妨先借鉴一些国外电视节目

的做法。美国和英国对健康类节目都设置了专

业频道，节目内容多与身心健康、心理疾患有

关。比如，美国著名的《奥普拉 · 温弗莉访

谈》及英国独立网《特里莎》，节目强调制造

意外，设计悬念，插入大量背景专题片。主持

人则以情动人，用丰富的阅历制造家庭聚会般

的聊天式氛围。在德国，健康类节目内容主要

有四大类：一是专业医学养生类节目，二是生

活类健康节目，三是服务类健康节目，四是娱

乐化的健康节目。

在日本和韩国，健康类节目大多采取综艺

娱乐的模式。比如，日本《恐怖的家庭医学》

《健康好吃惊 X》、韩国《维他命》。日本节目

喜欢采用“恐怖日剧”的思路来做养生，虽然

内容往往只是生活中常见的身体酸痛、皮肤水

肿等小毛病，但是经过节目组的脑洞和精湛演

绎，加上层层递进、抽丝剥茧般的夸张叙事，

这些生活中不被深究的小毛病却挑起了观众强

烈的好奇心，在充满趣味的氛围中提高了健康

素养。比如《健康好吃惊 X》每期总长 46 分

钟左右，以 2018 年某期节目为例，0-40 秒

的本期精彩预告，设置悬念（预告片段后续也

在不断穿插）；40 秒 -13 分钟的户外采访：探

寻京丹后市的长寿食材；13-46 分钟为“今天

的主题”：预防夏季疲劳与猝死特辑。值得注

意的是，日本拥有很高的医学水平，而这种资

源优势也展现在节目当中。比如不少看似棘手

的小问题都有专业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支撑起

节目的重要因素。当然，走综艺娱乐的节目模

式，邀请了大量艺人助阵，在烘托氛围的同

时，势必增加不少制作成本。

除了国外的成熟模式，近年来国内不少

医学纪实类网络节目也值得电视媒体参考。比

如，著名纪实类节目《人间世》通过蹲点式拍

摄，用浸入式手法展现医院里正在发生的真实

故事，每集围绕一个热点主题，比如器官捐

献、医患关系、临终关怀等，带领受众走进医

疗机构，了解真实的医院。还有走红的职场养

成类综艺《心动的 offer》让受众体验到初入

医院职场的医学生日常生活。这些医学网络节

目的风格，也或多或少值得被电视节目所吸收。

五、结语

当前我国的健康养生类电视节目还存在一

些问题，电视媒体应当立足自身实际，从接近

性、专业性、通俗性和创新性等方面出发，积

极寻找有效的发展策略和路径，以促进健康养

生类电视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