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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ly 8, 2024, Associate Professor Jiang Li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livered a lecture titled "Analysis and Categorizatio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heories from a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dicine, Humanism, and Media". In her lecture, Associate Professor Jiang Li first

introduced the basic concepts and wide applica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She then focu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a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providing an in-depth explanation of the role of metatheory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scientific disciplines. She also mentioned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metatheorie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Finally, she demonstrated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n practical

problems through specific cases. This lecture deepened the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athe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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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 年 7 月 8 日，在第七届“医学、人本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香港城市大学

媒体与传播系蒋莉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元理论视角下的健康传播理论解析与归类”的讲座。

讲座中，蒋莉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健康传播与公共健康传播的基本概念及其广泛应用，然后聚

焦于健康传播的理论框架与元理论探讨，深入讲解了元理论的作用及科学学科的动态演变过

程。她还提到了经典元理论在健康传播中的应用，并分析了理论构建与评估的挑战。最后，

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健康传播理论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此次讲座加深了听众对健康传播理

论框架和元理论的理解，并强调了理论研究与创新实践应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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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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M）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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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8 日，MHM2024 专题讲座系列第一讲邀请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蒋

莉副教授(Dr. Crystal Jiang)，做了题为“元理论视角下的健康传播理论解析与归类”的

讲座。

讲座伊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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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

了“医学、人本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MHM）连续举办 7 届的心路历程，会议旨在为健

康传播学术交流搭建起沟通桥梁，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第七届 MHM “以

增强韧性为目标的健康传播”主题，在全球健康面临多重挑战背景下，探讨如何立足现实语

境，开展对话与合作。许教授也介绍了北大健康传播专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在科研、教学和

社会服务的实践与探索。许老师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蒋莉副教授，感谢她为 MHM2024 专题讲座

系列的第一讲开讲。

随后，蒋莉老师在专题讲座中，以丰富的理论视角和元理论框架为核心，引领我们多维

度深入理解健康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了健康传播作为连接个体、社区与公众健康决策的

关键桥梁的重要性。

一、健康传播的理论基石

蒋莉副教授首先阐述了健康传播与公共健康传播的基本概念，指出前者是通过传播策略

促进健康决策，而后者则强调科学、战略与批判性的信息传播过程。随后，她详细介绍了健

康传播的多个焦点领域，如医患沟通、健康运动、电子健康等，展现了健康传播在日常生活

中的广泛应用。

二、理论与元理论的交织

讲座的核心部分聚焦于健康传播的理论框架与元理论探讨。蒋莉副教授指出，理论是理

解现象、预测后果的系统性观点，而在健康传播领域，理论更是指导实践、塑造行为的重要

工具。她进一步阐述了不同学科理论框架对健康传播理论的丰富贡献，如心理学、信息学、

营销学等，体现了健康传播作为跨学科领域的独特魅力。

在元理论层面，蒋莉副教授深入讲解了元理论如何批判和阐述特定理论的基础假设，以

及范式在科学研究中的循环发展机制。通过引入库恩周期理论，她生动地描绘了科学学科从

混沌到秩序、再到革命的动态演变过程，为理解健康传播领域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宏观视角。

三、经典元理论与健康传播传统



讲座中，蒋莉副教授特别提到了詹姆斯·凯瑞的两种传播观和罗伯特·克雷格的七种传

播研究传统，这些经典元理论不仅为理解健康传播提供了独特视角，也揭示了健康传播理论

与实践的深厚底蕴。她进一步将七种传统映射到健康传播领域，详细分析了修辞学、符号学、

现象学、控制论等理论在健康传播中的具体应用与影响。

四、理论构建与评估的挑战

在探讨理论构建的实践时，蒋莉副教授强调了概念明晰、多重指标的重要性，并指出了

当前理论构建中普遍存在的陷阱，如变量罗列倾向、弱理论泛滥等。她通过实例展示了如何

进行概念明晰和多重指标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指导。此外，她还介绍了理论评

估的七项标准，鼓励研究者在评估理论贡献时采用综合视角。

五、实际案例与应用

在讲座的最后，为了提升听众对健康传播理论实际应用的理解与掌握，蒋莉副教授还通

过癌症和精神疾病两个具体案例，展示了健康传播理论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她详细分析了

癌症信息的文化敏感性、宿命论隐喻、精神疾病的社会标签等议题，强调了健康传播在提升

公众健康意识、改变不良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

通过此次讲座，大家不仅加深了对健康传播理论框架和元理论的理解，还学会了如何运

用这些理论指导实践、评估研究成果。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面对错综复杂的健康挑战，

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创新实践应用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对个人专业素养的提升，更是对

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

六、主讲嘉宾

蒋莉，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接受广告和

传播学的训练，于 2011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研究专注于社交媒体场

域下的人际沟通、健康传播及健康促进，和移动健康。已发表 SCI&SCCI 论文 30 余篇。曾

主持多项香港政府研究基金，也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