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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短视频平台女性健康科普的研究多局限于对传播内容和形式的探索，较少关注女

性身体健康中的身体、媒介与社会间联系。本研究运用展演理论和媒介可见性理论，以抖音

平台为例，使用内容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归纳女性健康科普中的身体展演形式，探讨其反

映出的自我、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分析女性健康观和身体观背后的社会及媒介形塑机制。通

过梳理与总结，研究得出短视频平台女性健康科普中身体展演对女性健康观念的塑造有重要

影响；赋权更多女性掌握身体的主动权，完整地认知、高度地重视和充分地享受自己的身体；

促进女性健康科普话题在社交媒体平台、家庭和社会公共空间中更多的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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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健康问题关乎国计民生。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

养的要求 1。2021 年 9 月 8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通

知中，“妇女与健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纲要明确提出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妇女

健康素养水平的发展目标 2。

抖音是国内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短视频平台之一。根据 2021 年 7 月 6日，凯度携手腾

讯医典发布《2021 医疗科普短视频与直播洞察报告》，截至 2020 年年底，有 73%的用户曾

在手机端看过医疗科普类短视频或直播内容，42%的用户平均每周会观看 1-3 次健康科普视

频 3。2023 年 4 月 7 日，抖音发布了《抖音健康科普数据报告》（下称“报告”），从多个

维度展现了用户对健康话题的关注。报告显示，医疗健康已成为抖音用户观看最多的内容之

一。每天，平台新增 2.1 万个健康内容，有 2亿用户从平台获得相关内容。在抖音上，认证

医生群体是健康科普的主要力量，是用户获得科普的权威来源。报告显示，抖音上共有 3.5

万名认证医生，累计创作了 443 万篇科普内容 4。由此可见，健康科普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个人意识的增强，女性健康科普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女性群

体对于自身息息相关的健康知识有了更多的需求（张琪，高菲，2020）。然而，大多数女性

对自己身体所持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对于身体的认知是模糊的。在家庭或是公共空间内对女

性健康话题的讨论显得十分敏感，女性时常陷入一种想要得到理解和关心，却不知如何开口

的境况。其实，阴道、子宫、卵巢、乳房，它们存在于世界上近半数人的体内，与女性的生

命紧密相连，它们理应以健康的态度“被看见”“被了解”，只有这样，女性才可能免于承

受很多痛苦（希拉·德利兹，路易莎·施托默尔，2022：2）。在这样的境况下，抖音女性

健康科普似乎赋予了女性健康话题更多的可见性，那么这其中女性身体是如何具体被“展演”

的，女性身体展演又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女性自我、身体与社会文化规范之间的关联又是怎

样的呢？抖音平台内外，女性健康科普中的身体展演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展演又是如何影响

和塑造女性的健康观和身体观的？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女性健康科普的研究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学者们从不同媒介出发，以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平台、女性

健康管理类 APP 等为主，分析女性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因素（于子晨，2022）、传播策略（文

希，2020）与传播效果（谭晓涵，2022）。王慧（2023）以抖音账号“妇产科牛诤医生”为



研究对象，从叙事主题、 内容、方式等切入分析其科普叙事策略。李夏飞（2023）聚焦哔

哩哔哩视频平台，对健康科普类自媒体“六层楼先生”展开分析，从内容呈现、表现模式、

主题类别三个维度探索健康科普视频的设计方法。总体来看，在媒介选择上，现有研究对短

视频的关注依然较少，专门针对短视频中女性健康科普的研究更寥寥无几。

在研究角度方面，一部分学者从健康不平等的视角出发，关注农村已婚女性群体健康信

息获取的差异，探讨健康传播数字鸿沟问题和解决方案（韩婷，2020）；关注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留守妇女的健康传播现状及问题（宋艳丽，2012）。一部分学者在女性的身材管理、容

貌焦虑和运动健身等传播语境中，考察新媒体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与规训。欧阳跃明（2022）

考察微博平台中与“身体意象”有关的媒介框架构建，发现社交媒体通过议程设置，使得女

性处于“瘦文化”的拟态环境中。崔杰（2022）聚焦于健身短视频中女性积极的身体展示呈

现出的内容与特点，分析女性身体呈现中被规训和被凝视的地位。另一部分学者从女性独有

或更常见的疾病出发，如宫颈癌（冉华,耿书培，2018：姜莉，2019）和乳腺癌（张文青，

2022）等，探讨女性健康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因素，并提供新的传播思路和视角。在梳理相关

女性健康传播的研究后，笔者发现少有学者聚焦于女性健康科普中的身体展演，并对身体展

演的呈现方式及其背后的意义进行探究。

（二）关于短视频中身体展演的研究

在研究的分析视角层面，国内学者对于短视频中的身体展演现象的讨论主要从身体展演

形式、身体展演动机、身体展演带来的问题三个方面展开。在研究理论的运用上，杜京蔓（2022）

用福柯的“规训理论”来分析当下社会容貌焦虑中的身体维度。郭沛沛、杨石华（2020）引

用特纳的“社会戏剧”程序，对社交媒体中“萌”的表演行为展开分析。少有学者使用巴特

勒的展演理论和媒介可见性理论来分析问题。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目前国内学者对女性健

康科普相关话题的关注较少。现有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直播平台、土味视频、影像艺术等

方面。如曾一果（2018）以网络女主播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身体表演与社会交流的关系。熊

淑婷,覃思熠等（2022）则以刘畊宏健身直播为例，分析后疫情时代现象级主播的身体表演。

郝金华（2020）以土味视频为例，来分析消费文化视角下的身体表演。而孙信茹、王东林（2019）

考察碧色寨的个人影像实践，并探讨中国独有的社会语境中技术与身体的复杂关系。在研究

方法上，现有的学者多集中于文本分析法，此类方法会使研究者缺乏对文本背后活生生人的

具体关注。

（三）概念界定

1.身体与身体展演



“展演”的概念源自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一书中讲述的性别展演理论（王希宁，2023）。在《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一

书中，巴特勒进一步厘清了广受争议的性别展演理论，包括不能将“展演”（performativity）

约化为“表演”（performance），因为前者是规范的复现，而这些规范先在于、限制并且超出

了表演者，而不是表演者的意愿选择（朱迪斯.巴特勒，2011）。巴特勒的理论抱负是：为

身体在理论中找到更为恰当的位置，而这一目标，也是当今理论界最为迫切的需要。

面对身体本质论和建构论之间的长期争论中，巴特勒既反对极端的建构论使得“活生

生的身体消失不见”，而沦为“一切皆话语”；又反对完全抛弃建构论，而强调本质论中的

身体决定论。因为在她看来这两者都遵循一条原则，即试图消解主体及其能动性，把人当成

是任由身体或话语摆布的提线木偶。

因此，她提出了以身体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为中心的概念簇，认为身体是物质

性身体和话语建构相互嵌入的综合体，这一概念在不否认身体本身物质特性的同时，强调了

话语对身体物质特性的遴选和凸显作用。身体物质化是一个以“可理解性”为目标的话语遴

选、标定和固化的过程（范譞，2012）。这里，“可理解性”目标是指，身体展演实际上是

为了符合社会文化和权力所塑造的符合主流的身体规范。而身体的可见性正是在这样的身体

物质化筛选过程显现语遮蔽。

因此，本研究所指的“身体”一词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属性，但更偏向于后者，同

时也将体现女性自我身体的能动性，以防止将“身体”理解为完全被动的状态。基于巴特勒在

其阐释身体物质性中提出的“可理解性”概念，本文将综合丹尼尔·戴杨提出的“可见性”

理论，以更好地凸出媒介平台和其中的话语叙事在身体展演中发挥的作用。

此外，本研究所界定的身体展演是指在女性生殖健康科普领域，女性的身体在医学话

语中被呈现、被引用，经历“可见”与“可理解性”的筛选的过程。

2.女性健康科普

对女性健康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指妇科健康，还应该包括心理健康以及对妇女的暴力问

题，妇女如何获得医疗保健措施、得到社会保障、享有医疗权利等问题的考虑（沈奕斐，2005）。

其中，妇科健康即生理健康，是指涉及女性独有生理结构相关的各个器官或系统的健康，如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包括外阴疾病，阴道疾病，子宫疾病，卵巢疾病等。除此之外，还有乳

腺相关的疾病。本研究将女性健康限定在以生殖健康为核心的生理健康领域，女性健康科普

界定在对妇科健康的预防和治疗相关信息的传播。



三.抖音女性健康科普中身体展演的呈现方式

本研究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在抖音平台中，抽取 6 个女性健康科普类账

号，对其短视频进行抽样，基于抽样标准抽取 60 条短视频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对选取

的样本从内容主题和视觉呈现两个方面来构建具体类目，并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内容分析。此

外，本研究还将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半结构访谈法，对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中获取过女性

健康科普知识的用户进行访谈，笔者最终访谈共计 23 人，其中有 20 名女性，3名男性。访

谈平均时间在 50—70 分钟内，以保证在现有的访谈提纲基础上，充分地与受访者沟通交流，

获得更多真实的生命体验。

（一）研究样本选取及类目构建

1.研究样本选取及抽样

笔者依照新榜平台的抖音榜单，分别以“妇科”“女性健康”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根据

新抖榜单各检索出前 60 个账号，综合创作者账号内容更新频率及飞瓜指数，最终选出表 1

中的 6个账号，它们或专注于女性健康领域进行科普，或包含女性健康科普领域的视频更新

频率稳定。笔者将选取时间定位 2023 年 1 月 31 日——2023 年 3 月 31 日。在抽取的过程中，

笔者以 5个视频为单位抽取一则视频，并筛选出专注女性健康的视频，最终抽取 60 条短视

频作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抽取的短视频的内容主题和呈现形式构建具体类目，其余视

频采用观察法进行研究，以便详细分析并总结出女性身体展演的呈现方式。

其中，新榜抖音榜单即用来统计账号在抖音平台的表现，以粉丝数、粉丝增量、分享数、

评论数以及点赞数这五项数据作为计算依据，其中粉丝数指标衡量人气表现，其余 4项指标

衡量作品表现；飞瓜指数是飞瓜数据对账号近期粉丝数量、粉丝增量、发布作品数、作品互

动数据等的综合价值评分，数值越大说明账号内容越优质，粉丝黏性越强。

表 1：筛选出的 6 个抖音博主账号基本信息

序号 账号名称 粉丝数量（万） 飞瓜指数

1 心中有术 1023.5 1059.5

2 妇产科牛诤医生 844.1 988.8

3 妇产科李主任 681.1 955.0

4 妇科花姐 60.9 756.8

5 老吴（妇产科医生） 822.3 963.5

6 妇科董哥 34.0 721.9

2.研究样本类目建构

本章分别对抽取的短视频进行内容主题、和呈现方式的分析，编码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表 2:“内容主题”类目编码表



指标 类目 编码

内容主题

女性身体

内生殖器（1-3）：

1=阴道

2=卵巢

3=子宫

4=外生殖器

5=乳腺

6=脚

相关话题

1=两性话题

2=生育话题

3=皮肤问题

4=打假话题

5=心理健康

表 3:“视觉呈现”类目编码表

指标 类目 编码

视觉呈现

女性身体呈现 1=水果道具

2=玩偶道具

3=纸布道具

4=气球道具

5=动画模拟

6=人体结构模型

7=病例图片

8=病人半出镜

9=单一口头表述

讲述方式 1=个人独白

2=对话

3=合作共创

时长 1=15-30 秒

2=30-60 秒

3=60-90 秒

4=90-120 秒

5=120 秒以上

音乐音效 1=同期声无配乐

2=同期声+配乐（音乐和音效）

3=同期声+配乐（仅音乐）

4=同期声+配乐（仅音效）

（二）女性健康科普的内容主题分析

在女性健康科普领域，医生无疑是处于 KOL 的地位，作为女性健康科普的主力军，他们

所发布的视频对女性健康知识的获取和身体态度的塑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通过内容主题的分析发现，抽取到的账号内容总体围绕女性的内外生殖系统及其

他身体部分，对两性话题、生产话题、皮肤问题、打假话题以及心理健康内容进行科普。笔



者通过对视频封面及标题的文本进行词频分析，除去意思重复的词语，得到如图 1 所示的结

果。词频分析的结果显示在视频封面和标题中使用最多的是女性，其次使用较多的词语还有：

阴道炎、顺产、妇科病、月经、男性、剖宫产、同房、孩子等，表明女性健康科普中常见的

内容分布以及男性角色的同样在场。然而，心理健康话题所占比例依旧很少，主要集中于劝

导女性远离家庭暴力，避免再次承受身体上的巨大伤害，以及生产话题延伸出的“产后抑郁”

等相关内容的科普。

图 1: 视频封面及标题文本词频分析

（三）女性健康科普的呈现形式分析

1.身体展演形式的多样性与科普脚本的单一性

通过对抽取到的视频进行归纳后，笔者总结出女性健康科普中身体展演的基本形式有

以下六种：

（1）医生在讲述中仅仅口头提及女性生殖系统及其他身体部位；

（2）通过动画形式模拟女性的生殖系统或手术画面；

（3）女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部分身体的展现，一部分是病例图片，另一部分是在就诊

环境中，女性身体的入镜，如孕妇的肚子、妇科检查时裸露的小腿等；

（4）医生在科普过程中，辅助使用玩偶、水果、气球、纸布等与女性身体器官或生殖

系统有相似性的道具；

（5）医生讲述中引用与女性身体健康相关的案例故事，或配合未透露病人信息的病历

进行讲解；



（6）配合人体部分剖面模型来讲解女性生殖系统相关知识；

如图 2 所示，单一口头表述的身体呈现形式占比最高，其次是人体结构模型和动画模

拟等，这些丰富的形式体现了女性健康科普中身体展演形式的多样性，但结合完整的视频讲

述形式可以看出，视频脚本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大多数是使用抖音自带的模版进行单一

的科普讲述。

图 2:女性身体呈现形式分布

2.视频时长：30-60 秒为主，“分”级以上总占比高

如图 3所示，在抖音女性健康科普短视频中，30-60 秒占比最多，达到 23.38%，但是 1

分钟以上视频总共占比达到 21.98%。“分”级以下视频依旧是主流，此类视频节奏快，并

出现“1 秒钟解决一个妇科问题”这类追求快速准确的系列视频；“分”级以上视频的内容

更为完整全面，不少内容以故事案例引入，或由医生博主亲自进行动作演示，节奏较慢。



图 3: 时长分布饼图

3.音乐音效的导向性

如图 4 所示，在筛选出的短视频中，同期声配合背景音乐和音效的视频占 31.52%，其

次是没有任何配乐的视频，占比 12.2%，同期声仅配合使用背景音乐的视频，占比 7.11%，

同期声仅配合使用纯音效的视频，占比 10.17%。添加音乐音效成为主流。在女性健康科普

短视频中，背景音乐的使用多以纯音乐为主，但是风格上存在一些差异，有轻松活泼类、阴

森恐怖类及伤感抒情类。

图 4: 音乐音效饼状图

四.身体展演：搭建人与身体间的对话桥梁

（一）身体展演形式对女性身体认知的影响

1.视频时长和道具使用

相比于微信公众号或百度平台中一篇详细的科普文章，短视频健康科普“短平快”的特

征意味着这一类型的科普内容不得不被压缩。在抖音女性健康科普领域已出现“1 秒钟解决

一个妇科问题”的视频风格。然而，一味追求时间短的科普视频已不能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



求，1 分钟以上的视频成为一种趋势，而 30—60 秒内的视频内容，对于用户来说，更多时

候只能获得一种粗略且模糊的印象。

道具使用对女性身体的指代性。为了通过抖音平台审核，防止视频限流，在制作女性健

康科普短视频时，医生博主通常会使用各种类型的道具，来代替女性生殖系统或乳房等部位,

如图 5所示。不同形式的道具使用也在影响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认知和态度。

一般在生育话题的科普中，医生会利用水果或其他道具来进行手术模拟，既能帮助人们

直观了解生产的过程，又能避免真人图片或视频的真实恐惧感。但是，水果、玩偶或气球等

道具终归只是在形状轮廓上模仿女性的身体构造，仅仅只能够帮助女性大致了解一些身体变

化的原因。

图 5: 抖音女性健康科普视频中道具的使用

但在涉及到女性的实际操作时，困难依旧存在。如在访谈中，一位母亲回忆自己在哺乳

期间存在“堵奶”的问题，会试图通过抖音中短视频的科普来解决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由于气球作为模仿女性乳房的道具，抽象的形状并不能和真实的肉体完全对应，导致在自己

实际操作时出现各种问题，因此更加仿真的道具会在生理治疗中起到更直接的帮助。

图 6: 抖音女性健康科普视频中身体模型的使用



与此相比，如图 6 所示，人体结构模型和身体动画模拟会显得更为直观和逼真。医生博

主手持女性生殖系统结构模型，配合相应的科学解说，使得女性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独特的生

理组织，只有做到认知和了解，才可能实现对身体的掌控和健康的重视。

（二）正视身体：增强女性的主体观念

1.直面疾病的身体

人的身体是用来反映一个社会系统的最普遍意象，有关人体的观念对应于有关社会的通

行观念（Chris Shilling, 2021:118-119）。在传统观念中，女性的生殖器官和相关疾病被视

为不应该公开谈论的内容，加之讳疾忌医的思想束缚，导致有些女性往往不知道如何面对生

病的身体。抖音女性健康科普应从形式和内容的安排上，更多地考虑到女性用户的观看心理。

访谈中部分女性表达自己并不喜欢甚至反感于观看健康科普类视频，原因是这些视频会增加

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焦虑感。

笔者在对筛选出的账号“妇科董哥”所发布的视频进行浏览时发现，有的视频背景音乐

和音效带有恐吓色彩，医生将孕妇生产后留下的疤痕形容为“像蚯蚓一样又臭又痒。”此类

表述不仅会加深年轻女性对生产的恐惧心理，也为增加生育后女性的焦虑和羞耻感，而这与

医生口中的，“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营造焦虑”的表达产生冲突和矛盾。

此外，女性健康科普中存在话语表述上强化或暗示疾病的羞耻观。例如有些视频封面会

标注“三个女性得了会不好意思说的病”的字样，但实际内容仅为常见的皮肤病。相应的，

已有一些博主开始在健康科普中出现“不要不好意思”这样鼓励型话语，这有利于女性以更

积极乐观、科学坦然的态度面对身体的变化，积极寻求治疗方案。

2.掌握身体的主体性

我们对生命的体验必然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介的（Chris Shilling, 2021:44,159）。女性

实现“身体自主”不是先天的，而是在了解健康知识及与自我身体相关的问题基础上所持有

的态度。因此，自主浏览健康科普短视频，是女性掌握健康知识知情权的选择之一。根据抖

音后台的粉丝画像，笔者对抽取到的 10 个账号后台粉丝年龄和性别进行统计后得出，24-30

岁这一区间的女性群体最多，占比 60%；其次是 30-40 岁年龄段的女性，占比 30%；最少的

是 40-50 岁的人群，仅占 10%。综合访谈记录，笔者总结出访谈中女性在自我健康中的主体

观念，和对自我身体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程度：

（1）对自我身体的漠视。这类女性几乎从未关心或重视过自己的健康问题，即使身体

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也会选择轻视甚至漠视。结合访谈结果，笔者发现这类女性占比最少，

集中于 20 岁左右和 40-50 岁左右的女性。



（2）对自我身体的被动认知。这类女性占访谈中的大多数，她们只有当疼痛、疾病等

症状发生时，才会关注自己的身体，主动通过百度、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进行相关信息的检

索。

（3）对自我身体的主动认知。这类女性有较高的自我保健意识，注重身体出现的各种

不适。笔者发现在访谈对象中，相比于学生党，上班族的女性会有更好的定期体检和分享健

康知识的习惯。同样，相比于单身的女性，有性伴侣或已婚女士当中，也会更注重定期体检，

她们对自我身体的变化也更为关注和敏感。

（三）消减偏见：身体展演中的社会性别

1.抖音女性健康科普中的男性角色

身体是文化最直观的载体，文化过程和社会关系越来越能塑造身体（Chris Shilling，

2021:159）。性别是一种通过再现来完成的表演，而身体是性别建构和再现最重要的载体（沈

奕斐，2005:150）。事实上，女性健康科普中男性角色的存在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

作为用户的组成部分，同样构成了 Sedgewick(2003)提出的“外围展演”（periperformative）。

外围展演概念原指性别展演并不单独存在，而是同时收到围绕的其他展演的影响，以共同构

成我们对常规和标准社会性别表达的认识、认同或否定（张舜媛，2012）。

在短视频女性健康科普中，用户的评论、点赞和转发行为一方面是对科普博主的反馈，

另一方面他们的话语也反应了社会公众对女性健康科普的态度，对女性身体的观念和态度，

这其中不仅体现出女性对自身身体的主动性，也正是对这样的互动传播过程的探索，对女性

健康科普中身体展演所折射出身体、自我与社会文化规范之间的关联的思索，探讨女性健康

观、身体观的形成与塑造。笔者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出三种男性角色的存在形式：

（1）作为博主的医生。部分女性在观看女性健康科普短视频的过程中，存在对男性医

生的排斥感心理。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到长久以来“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影响，另

一方面和这类科普视频本身的叙述方式有关，有些视频并不符合年轻女性用户的观看兴趣，

比起严肃刻板的科普，她们通常更青睐于浏览生动有趣的科普形式，或女性博主分享自己切

身的健康知识类视频。

在科普视频的叙述方面，已有男医生和女医生合作共创的科普方式。这一形式或许可以

增强男女两性在日常生活，共同探讨女性健康话题的可能性。同时，男性角色可以带来一些

新的视角和观点，通过不同性别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让用户更好地接受和理解相关的健康知

识和建议。

（2）作为女性生活中支持者角色的男性用户。如丈夫、父亲、兄弟等，他们通过转发



和评论等方式，将这一科普知识传递给身边的女性。他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男性用

户在女性健康科普中不容缺席的地位。

（3）视频中被提及的男性角色。这类视频中会通过两性关系案例的引用来科普相关知

识，让用户明白女性的健康问题并不是两性之间羞于启齿的话题。但有些视频存在明显的引

导用户“男女有别”的刻板观念，即在标题、封面或是言语中表明“女性应该知道的事情，

男性勿进”这层含义，这会强化健康领域的性别隔阂。

五.抖音内外：女性健康科普中的可见性
（一）健康科普中女性身体的被筛选与凝视

丹尼尔·戴杨（Daniel Dayan ,2013）正式提出“可见性”范式，旨在从一个新的角度来

看待媒介中的视觉感知，用于强调媒体在协调集体注意力中的作用，媒介可见性被视为一种

人权，包括：（1）被看到的权利；（2）以自己的方式被看到的权利；（3）赋予他人可见

性的权利。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可见性的赋权意涵进一步凸显：一是网络社会的可见性由

权力行使对象拓展至权力行使主体，权力处于一种持续的公共注视之下(John B.

Thompson ,1995)；二是在媒介高度社会化的过程中，可见性也超出了他者凝视的狭隘视界，

拥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成为主体获取社会认同的象征之一，如戴杨所说：“公众真

正担心的是失去可见性，变得不那么显眼，可见证明他们值得存在，值得重视，隐身使他们

重新变得无足轻重”(Daniel Dayan ,2013)； 三是新媒体不仅使公众获得了可见性，而且是

“以他们自己定义的方式”(Daniel Dayan ,2013)，这就使传统规制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分散

化了，每个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个体都可以自己设定被“看见”的方式，真实的主体从“遮蔽

性”走向“去蔽化”(卫小将，黄雨晴，2023)。

1.女性健康话题的遮蔽与可见

抖音女性健康科普类短视频的使用，与健康科普中普及健康知识、预防疾病的目的和

效果之间是存在偏差的。一方面，若用户不能够自觉、自主地搜索有关女性健康的相关词条，

抖音便很少主动推送相关内容。在访谈中，大多数女性也表示自己只有在身体已经出现不适

症状时才会进行相关内容的检索。另一方面，“休闲娱乐”是大多数用户使用抖音的主要目

的 5，这进一步推动了女性健康科普的滞后性。对此，若平台能够针对女性健康话题主动地

予以曝光和推送，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共话语空间讨论和交流的可见性，进一步消减人们

对身体固有的羞耻观念。

此外，平台审核和筛选会对身体展演内容和形式存在潜在塑造。诚然，在两性知识普

及方面，的确需要注意违规和擦边行为。对此，抖音官方平台在审核条例中就有规定，即非

认证账号发布的医疗科普，如未经证实的疾病科普、医疗偏方，都会被认定为违规，由此能



在一定程度扼杀医疗谣言的出现。但是，平台审核也存在将正常的健康科普扼杀的“一刀切”

现象。例如，在“心中有术”账号中，博主曾做过一期关于“女生月经期间哪些事情可以做”

的科普视频，其中包含对月经期间能否有性生活的辟谣，就遭到了平台审核的限流，原因是

视频内容存在性暗示，让用户产生性联想，博主迫于无奈，感慨“做科普难啊”，最终不得

不重新更改内容，以最大限度的隐蔽相关敏感表达。

2.平台与现实公共空间中的身体禁忌

学者刘利群（2013）曾指出，在很大意义上，中国近代报刊开创了一个传递社会声音的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给女性带来了更多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社交媒体时代，

抖音短视频新兴媒介平台中也正是起到了赋权的作用，女性健康话题从网络空间延伸到了现

实公共空间中的话题讨论，帮助女性增强获取健康资源和保健自我的意识和能力。

但是，在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公共空间中，对女性健康话题的讨论一旦涉及到身体似乎

就成为了某种禁忌，成了某种羞耻的话题。这种意识的出现与社会长久以来的共识和健康观

念密切相关，如巴特勒所说，为了符合权力和社会文化期待的“可理解性”，有些身体展演

注定要被“不可见”，沦为被筛选掉的隐匿的存在。当女性自己在“保持身体健康”与“社

会文化规范下关于女性露出身体是羞耻”之间徘徊不定时，这位女性实际上已经自己的身体

产生了隔阂，可能会丧失主导自我身体与意识的自主权。

患病的女性除了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更需要得到心理上的同理与共情，她们渴望找到

能够互助交流某类健康话题的群体。而往往这时候会出现两种有待破解的情况，一类女性会

陷入两难的心理，即是否要与周围的伙伴分享自己生病的经历，她们一方面渴求得到更多的

理解和帮助，但存在与她们脑中固有的身体观念会让她们难以迈出第一步。“这个哪能说出

去，妇科病是隐私，谁知道别人听了会怎么想。”（受访者 D09）另一类女性会主动尝试与

身边朋友谈论女性常见的妇科问题，她们中有的人会被冷漠对待，认为“小题大做”“娇气

矫情”，而有的人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帮助，这类女性在受到周边群体的鼓励时，往往

会具备更加积极的健康意识和身体观念，例如，“我自己之前有过卵巢囊肿，以前在办公室

大家都不会讨论这些话题，有一次我提了之后，意外地发现好多小伙伴会主动和我分享她的

患病经历，我们就会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心态也就更好了。”（受访者 D11）

（二）自我、他者与社会文化规范凝视下的女性身体

在学理上对可见性的理解能追溯到“凝视”或“坚实”等概念的讨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把凝视这一观看形式看作现代社会一种有形、具体和无处不在的权力形式和软暴

力（郑少雄，2021），是社会监控和个体自我规训的技术（卫小将，黄雨晴，2023）。伴随



着媒介技术发展，短视频等媒介产品为“凝视”理论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研究对象(常榕莎 ，

王文慧, 2021)。凝视是一种有权力的建构关系（蓝江，2022）。抖音女性健康科普短视频

传播着丰富的女性健康知识，该空间也被短视频的用户所凝视。也被社会文化规范所主宰的

“大他者”（吴琼，2010）所凝视，同时不可忽视女性在其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反思她们

对自我身体的凝视与反凝视。

1.女性健康科普中身体展演的语境

抖音女性健康科普中的身体展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呈现，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和

文化符号的呈现。在抖音女性健康短视频中，女性身体展演存在于三种情境中：（1）博主

叙事中的女性身体；（2）用户互动中的女性身体；（3）作为女性身体的主体性本身。博主

和用户是短视频传播中的主要角色，他们对待女性健康的态度和观念彼此间相互影响的同时，

也都受到平台审核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女性的健康观念的形成是在以下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的

关系中所塑造的：（1）博主作为传播主体的凝视；（2）观看视频的用户作为他者的凝视；

（3）社会文化规范中的“大他者”凝视；（4）被凝视的女性主体对自我的凝视与反凝视。

首先，博主作为传播主体的凝视。在前文的内容分析中，从女性健康科普短视频的内

容主题和视觉呈现两个层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博主在科普女性健康时的叙事话语、视频中

使用的背景音乐、对涉及到女性身体文字的刻意隐匿化处理等等都是在对女性身体的筛选与

凝视，最终传播着医生作为权威所认为的健康的身体和可见的身体。与此同时，这里面可见

的身体展演也无不充斥着反应社会文化规范的平台的审核。作为“大他者”的存在，媒介平

台是一种更隐匿的社会凝视和筛选力量的反映。

其次，社交媒体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互动和分享的空间，让用户之间能够建立联系、

分享经验和知识。他们的点赞、评论和转发行为不仅会影响到其他用户对待健康问题的认知、

态度和行为，也会反馈到作为传播主义的博主，指导他们改进和更新科普内容。在女性健康

科普中，用户之间就健康话题分享自己的经验、提供互助和建议，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自我

身体健康的关注与认知。这些用户可能拥有病患者、护理人员、孕产妇等身份，他们通过展

示自己的疼痛体验、治疗过程和日常身体管理，来帮助其他女性更直观地了解疾病预防和应

对身体已经出现的状况。这种交流和互动不仅增强了女性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也对女性

健康观念的建立和推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用户中也不乏质疑和侮辱性的言语。这些评论不仅可能挑起网络空间针对男女

性别对立的“骂战”，也会让科普博主在科普内容传播时更加谨言慎行，对于与“性”“生

殖系统”“胸部”“乳房”此类词汇和话题只会用拼音，同音词和表情符号等来替代，始终



难以直面正常的科普话题，从而助长社会的固有羞耻观和陈旧观念。

最后，被凝视的女性主体对自我的凝视与反凝视。作为女性健康科普的主要受众，女

性在面对各种道具、动画或言语中所描绘的自我身体时，一方面会重新认识这个活生生的身

体，另一方面，随着女性主义意识的增强，女性在面对各种“凝视”时，已不再是被动的接

受，而是选择主动的审判和筛选，进行反凝视的抗争。面对评论区中对女性身体羞辱性的评

论，她们会进行反驳、投诉或选择不理睬。在媒介可见性的赋权下，面对社会文化规范中对

女性身体的遮蔽，她们主动选择积极转发视频，让女性身体健康被更多的可见，打破传播的

社会规范和权力规定的“可理解性”。

2.不容忽视的女性生命经验

个体的身体经验是对身体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表达。在抖音平台上，女性健康科普信息

的传播和内容，也受到女性身体经验的影响。例如，女性在月经周期、怀孕、产后恢复等方

面的生命经验，会影响女性对健康科普信息的接受和理解。

而在抖音平台中，为了便于其他用户的理解，医生会在视频中辅以身体部位的图片或

模型和动画来解释，此时作为个案的身体体验完成了自己的身体展演。我们的社会经验，以

及我们所属群体的规范和价值,都深深地影响和形塑着我们的身体（安东尼·吉登斯，2021）。

另一方面，医生群体之外的健康类女性博主，会结合自身的患病经历，来帮助更多的女性科

学的预防和治疗疾病。

相比如快节奏的健康常识的“硬科普”，这类触及间生命历程的交流，会更容易引起

女性群体共鸣。在抖音平台中，与此类似的传播是医生博主科普视频的评论区，正是那些主

动分享、点赞和转发的行为，使得社交媒体中的女性健康科普环境更加的友善和包容，女性

群体间逐渐形成一种互助的关系，身体观和健康观在此得到进一步塑造。例如，在抖音账号

妇产科牛诤医生的科普视频中，曾科普过产后抑郁的话题，从图 7 所呈现的评论区可以看出，

医生的科普引起了众多女性的共鸣，她们通过这一平台得到情绪上的排解，尤其是此类的视

频的传播让更多人清楚产后抑郁的症状，主动关心和理解孕后的女性。



图 7: 抖音账号妇产科牛诤医生科普视频评论截图

重视身体体验，是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关怀和理解。女性在自身成长的不同阶段，所接

触的健康科普知识，会对她健康观念和身体观念的形成有不同的影响，而她们所习得的身体

观念同样会影响其对健康科普知识的态度，以及对身体女性群体的同理心。在抖音女性健康

科普中，被动或主动的身体展演实践，让女性的身体体验在其中得到尊重与重视，由此健康

类博主的科普得以取得她们的长久关注、信任和支持，广大女性用户间逐渐形成一个互助的

共同体。

（三）身体展演的赋权：女性健康科普向家庭空间的延伸

女性健康科普在家庭教育中是相对缺乏的。通过梳理 24 份访谈资料后，笔者发现几乎

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在原生家庭中，女性健康话题的交流是相对缺失的。家庭中即使存在女

性健康类话题的讨论，也多是局限于母女间的“悄悄话”，讲述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性传播疾

病、意外怀孕等事情上，讲述的过程中还存在恐吓式的教育以及模糊不清的经验之谈。“谈

恋爱之后，我妈就说让我注意点，别乱搞到挺个大肚子。”（受访者 D07）在女性健康科普

中，两性话题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普及的话题。性知识缺位引发的

不良生活习惯以及不健康性行为都会诱发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普及两性知识，提升全民健

康实则是健康传播类媒体账号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孙亚宁，2020）。

在谈及对家庭内部女性健康话题的讨论重要程度时，受访者杨一（D04）就坦言道，“我

觉得有必要增加这类话题讨论的，因为像我姐那种比较内向的人，她接触不到那么多人，她

们可能就不会谈女性健康这种事情，她就可能不了解这种东西，然后她可能就会意外怀孕或



者导致什么妇科病这种，因为她缺乏这种意识。”

当女性健康话题在家庭中长期处于失声状态，对女性家庭成员来说，疾病和危险发生的

可能性就会增大，并且作为男性成员面对女性身体疾病时，往往也会显得措手不及，缺乏基

本的科学知识和对女性的包容与理解。同时，由于代际差异和生活压力等原因，女性家庭成

员之间对一些健康习惯依旧缺乏基本的共识，更是难以有进一步科普的意识与充分的时间。

“我觉得我妈她 99.99%的可能性都是不了解女性健康这些的，她过于节俭，是那种内

衣不破不坏都不会去换的，但我觉得三个月就得换了，而且要用专门的内衣洗衣液，我妈就

会觉得用一块肥皂就可以了。”（受访者 D03）

“我妈很忙，她的生活早就被孙子，柴米油盐占据了，很少会关注自己的健康。她玩手

机的时间就会很少，也只关注生活类的营销号，买鸡蛋啥的，营销号解说的一些电影啥的片

段，生活伦理类的。”（受访者 D04）

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完成对自我身体的认知，而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第一场所。

倘若母亲和女儿之间都避讳或缺乏对女性健康知识的讨论，那么作为男性家庭成员，对于女

性健康知识的讨论更是无从谈起。若能够打破隔阂和陈规，女性健康科普才得以在家庭空间

内“可见”，这有助于女性家庭成员积极地关注和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日常的家庭互动中，抖音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介入，使得可见性发挥出更大的赋权

作用。在更私密的交聊中，如亲密关系之间，笔者在访谈中发现有伴侣的受访者普遍会和另

一半交流两性间的身体健康话题。“我会在老婆怀孕的前中后期看很多科普类的视频，这样

我才能更加感同身受，也知道怎么帮助到她。” （受访者 D22）“我和女朋友之间分享男

女健康科普视频或推文，了解两性中常见的疾病，这样的交流是必要的，毕竟之前生物课学

的东西还是比较浅显和隐晦的，缺乏这样的科普机会。”（受访者 D24）抖音平台中，用户

通过转发与评论女性健康科普类短视频，也是在帮助自己实现一种赋权：实现女性健康科普

被看到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被看到的权利，以及赋予家庭成员和公共空间中其他人可见性

的权利。由此一来，女性健康科普和健康的身体得以“被看见”“别理解”“被重视”。通

过身体展演和可见性的媒介赋权，有助于提升女性对自我的身体的自信与自爱，女性可以正

视自己的身体的变化，正确且清晰地享受我们独有的身体。

六.结语

在社交媒体时代，短视频平台已然成为女性获取健康科普知识的一种新方式，对女性健

康观与身体观的建构也有新的意义与影响。医生的健康科普账号在用户间树立了专业性和权

威性，帮助女性了解月经健康、妊娠分娩、性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建立更完整和清晰的身体

健康认知，在促进女性身心健康的同时，也有助于女性增强自我身体的主体性，赋予女性掌

握健康知识的知情权，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获取健康知识和资源，让女性对自己的身体



有更强的掌控感。

女性身体展演在女性健康科普中是一直在场的。结合巴特勒的身体展演理论和媒介可见

性范式，对其中身体展演的形式、内容和意义的讨论，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这背后所反应的

社会文化规范和平台资本的力量。如巴特勒所说，女性身体是生物的物质性与话语建构的综

合产物。面对健康传播中新的凝视与筛选，如何能够抵抗陈旧的社会文化规范对女性身体的

束缚，让女性的身体健康和对身体的关注，在公共空间中，得到基于女性群体自身最真实需

求的的可见性和可理解性。

无论是对短视频中女性健康科普中的身体展演叙事的分析，还是对延伸到公共或私人场

域中女性身体健康的科普与讨论的描述，本研究都寄期望于女性健康科普能够消减社会规范

筛选机制中不必要的羞耻观，反抗社会规范、平台资本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帮助更多的女性

树立健康和自主的身体观，实现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健康传播环境。

注释[Notes]
1.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EB/OL].(2016-10-25)[2023-4-13].

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2.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

[EB/OL].(2021-9-8)[2024-3-20].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3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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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受访对象信息一览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
使用抖音

时间；频率

现阶段

婚恋情况

D01 阿波 女 21 本科 学生 3年；4h/日 单身

D02 阿熊 女 22 本科 学生 4年；4h/日 恋爱

D03 欣格 女 24 本科 学生 4年；5h/日 恋爱

D04 杨一 女 26 本科 记者 6年；4h/日 单身

D05 冰冰 女 23 本科 学生 5年；5h/日 单身



D06 柳儿 女 24 本科 学生 4年；4h/日 恋爱

D07 倩倩 女 27 大专 行政 7年；3h/日 恋爱

D08 果果 女 16 中专 学生 3年；5h/日 恋爱

D09 佳琪 女 21 本科 学生 3年；2h/日 单身

D10 欣欣 女 30 中专
花店老

板
6年；6h/日 单身

D11 微微 女 28 本科
公司职

员
6年；4h/日 已婚已育

D12 梁子 女 37 本科 记者 5年；4h/日 已婚已育

D13 蔡蔡 女 46 大专
国企

职员
5年；5h/日 已婚已育

D14 阡阡 女 24 大专 幼教 5年；4h/日 订婚

D15 一鸣 女 21 本科 学生 3年；3h/日 单身

D16 丽丽 女 45 大专 护士 4年；5h/日 已婚已育

D17 远子 女 23 本科 学生 2年；1h/日 恋爱

D18 月月 女 29 硕士
博士

在读
2年；1h/日 已婚已育

D19 颖儿 女 25 硕士 学生 2年;1h/日 单身

D20 佩佩 女 23 本科
公司员

工
2年；1h/日 单身

D21 小政 男 30 硕士
博士在

读
1年；0.5/日 已婚

D22 子君 男 22 本科 学生 4年；2h/日 恋爱

D23 超超 男 23 本科 学生 4年；5h/日 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