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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 年 7 月 12 日，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第七届 “医学、人本与媒介” 国际

学术研讨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助理教授蒋少海做了题为 “健康传播研究

中的混合方法” 的讲座。讲座介绍了他在医患沟通、互联网医疗和社交媒体健康推广等领

域的研究。内容涵盖混合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和应用，强调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在

健康传播活动方面，强调了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并列举了针对各种健康问题的不同策略的实

例。讲座还包括中国线上医患沟通、HPV 健康信息社交媒体传播以及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案例

研究。蒋少海的研究为该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讲座鼓励更多学生和学者参与相关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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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methods Research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Jiang Shaohai: A Lec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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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ly 12, 2024, at the 7th "Medicine, Humanity and Med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Jiang
Shaohai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ave a lecture on "Mixed-methods Research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lecture introduced his research in areas such as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nternet healthcare,
and social media health promotion. It covered the research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ixed
research method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the importance of applied research was highlighted, along with
examples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various health issues. The lecture also included case studies on
onlin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China, social media dissemin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about HPV, and aging society issues. Jiang Shaohai's research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field, and the lecture encouraged more students and scholars to engage in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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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7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第七届“医学、人本与媒介”国际

学术研讨会（Medicine, Humanity and Med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HM2024）隆重开幕。

2024年 7月 12日，MHM2024专题讲座系列第五讲邀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

媒体系蒋少海助理教授，做了题为“健康传播的混合研究方法初探(Mixed-methods Research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Studies)”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负责人许静教授介绍了蒋

少海助理教授的研究经历与学术背景。许静教授还回顾了讲座前四讲的情况，并鼓励同学们

将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以此为乐，守正创新，在研究中获得成长。

图 1:许静教授进行介绍

讲座伊始，蒋少海教授介绍了他近年来在医患沟通、互联网医疗和社交媒体健康宣传等

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本次讲座主要包括他在混合研究方法和应用型健康传播活动方

面的重要成果。

首先，蒋教授介绍了混合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以及如何应用。定性研究侧重于叙事、理

解和观察，而定量研究则利用统计学和量化方法来体现满意度和信任度等参数，进一步验证

研究结论。例如，通过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线上问诊平台患者对医

生沟通需求的不同，从而为建立信任和融洽关系提供更深入的分析。

在健康传播活动方面，蒋教授强调了应用型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可以帮助更好

地设计和评估活动，确定目标受众和具体结果，并制定有效的传播策略。通过抽样调查和访

谈，可以了解人群现有态度和观念，发现不同主题，并确定传播途径和内容。而通过调查和

实验的方法可以获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蒋教授还分享了关于健康传播活动中以患者和文化

为中心方法的具体案例，强调以人为本的传播策略对于活动成功的重要性。

图 2:同学们认真聆听讲座

同时，他还解释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探索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如何

将两种方法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探索研究问题。他探讨了在健康传播领域中人群选择、风

险评估、年龄地区和心理因素等方面的重要性，并从理论维度分析了不同受众需求所采取的



不同传播策略，并探讨了方法论维度的应用。他还详细讲解了过程评估的重要性，包括对传

播目标的评估、传播效果的检测以及未预期效果的观察。

图 3:蒋少海助理教授进行案例分析

举例来说，老龄歧视问题中，老年人可能存在自我否定情况，而公众则会考虑家庭成本

和社会照料成本，因此制定针对性传播策略尤为关键。对于儿童肥胖问题，需要囊括学校健

康教育、父母购物选择以及政策倡导等不同策略。而针对吸烟问题则需要考虑吸烟人群、家

人、医生和场所工作人员等多方需求。了解并区分不同人群需求，根据其特点采取相应措施，

如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并进行有效的信息设计等，是提高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

研究内容方面，蒋教授重点介绍了三个案例研究：中国线上医患沟通、以 HPV为例的

健康信息社交媒体传播以及老龄化社会议题。这些案例展示了如何结合理论支持和实证研究

设计有效的健康传播活动，并通过评估方法对活动效果进行监测和改进。

讲座中，蒋教授引导同学们就健康传播活动设计进行小组讨论。同学们纷纷围绕老年人

短视频成瘾、残障群体就医体验改善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在课堂上进行了分享。蒋教授根据同

学们的研究思路提供了针对性的研究建议。

图 4:同学们在课堂上发言

蒋教授在医患沟通、健康传播和社交媒体健康宣传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混合研究方法

的应用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蒋教授为相关领域的学术和实践工作者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他提出，通过持续的探索和创新，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

健康传播挑战，为促进社会健康和个体福祉作出更多贡献。

课程最后，许静教授对五天的讲座做了总结。她表示，科学决策需要科学研究支持，不

同研究方法有不同优势和应用场景。讲座呼吁更多同学和学者关注和投入相关学科研究，以

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挑战，为未来发展贡献力量。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对健康传播领域的



理论和实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期待未来能够继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策略以构建更健康

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