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引领：健康传播与公众认知 

——"第七届‘医学､人本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分论坛回顾 
 

高瑜静 
 
Abstract: As digital technologies, exemplifi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in 

daily life, their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human health cognition, beliefs, and behaviors continues 

to grow.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cine, Humanity, and 

Media (MHM 2024) convened on July 9. This session, themed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Perception," was moderated and reviewed by Jiang L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Jeff Niederdeppe, 

Senior Associate Dean & Professor at the Jeb E. Brook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Cornell 

University. The symposium proceeded smoothly,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six scholars who 

presented their most recent research on a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health chatbots,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cognitive functions, digital health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women's health 

screening, disease management in the elderly, and mental health in pregnant women. This event 

assembled health communication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globe and underscored the critical role 

of effective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2024年 7月 9日下午，第七届“医学､人本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增强韧

性为目标的健康传播”分会场 2举行。 

围绕“健康传播与公众认知”主题，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张涛、香港浸会大学吕舍、加

拿大皇家大学的孙慧文、西安交通大学刘时雨、西安交通大学马靖茹以及新疆财经大学的

胡暄林，在分会场进行了研究成果报告，共同探讨新技术革命对公众健康认知与参与的影

响。 

分会场特别邀请康奈尔大学杰布·布鲁克斯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教授 Jeff 

Niederdeppe、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蒋莉进行评议。 

一、 健康技术与认知互动：拟人化效应与人机共生的双刃剑 

2022年以来，以 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不断融入日常生活，重塑人类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中央民族大学张涛以 How does the degree of anthropomorphism of health 

chatbots affect the public's willingness to seek help from them?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TAM and HBM 为题进行报告，就健康聊天机器人的设计和感知如何影响用

户的健康信念和信息寻求行为提供了见解。该研究基于健康信念模型、技术接受模型和隐

私计算的理论框架，研究了拟人化在健康聊天机器人的接受度和有效性中的作用。在一个

设计化的情景中，对 268名参与者进行调查，让受访者想象向聊天机器人寻求抑郁症相关

症状的健康建议。研究发现，虽然拟人化可以增加信任和参与度，但也会增强感知的严重

性和易感性，从而加剧焦虑等情绪反应。这反映出认知感知在健康技术的接受度和有效性

中的复杂作用。 

对于张涛的研究，Jeff Niederdeppe教授肯定了研究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并考虑到

精神疾病患者可能存在的病耻感，从一个假设开始，对心理疾病患者的认知开展了谨慎研



究。建议研究者可以进一步研究抑郁症轻症患者或者首次确诊抑郁的患者，他们对拟人化

聊天机器人是否会做出不同反应。通常而言，因为敏感性或风险严重性，改变感知障碍是

困难的，因为很多感知障碍源于外部，比如一些结构性的感知障碍。此类障碍无法通过传

播干预来解决，研究者应进一步考虑结构性障碍，并探索多层次的解决方案。 

随后，香港浸会大学吕舍的 Enhancing Human Cognition: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n Cognitive Upgrading报告，围绕“技术整合在认知升级

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基于认知负荷理论、培养理论、控制论和自我扩张理论，假设技术

融入认知过程后，不仅可以减轻常规认知任务的负担，还可以改善整体认知功能。经过两

项实验后发现，技术整合提高了认知任务的效率和生产力，人机之间的共生关系通过实现

更快的信息处理和更好的知识保留来增强认知能力。研究提出一种促进人类与技术发展的

反馈循环机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认知卸载，以促成更高层次认知任务的表现改善。 

对于吕舍的研究，Jeff Niederdeppe教授肯定了其从现象观察中获得隐喻性思考，进

而启发对研究主题的思考，在人类利用人工智能宏大图景中，研究人工智能与人的共生效

益。建议在更大样本量研究中，将人类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成本纳入考量，在认知效

率评估模型中加入技术使用目的等其他变量，全面衡量技术对认知效率提升的实际效用。 

二、 数字健康干预的演进：策略发展与公众认知适应 

理解技术在健康传播中的作用，总结回顾健康实践者的经验同样重要。 

西安交通大学刘时雨等学者以 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Digital Health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 25-Year Synthesis为主题进行报告。该研究概述了过去 

25 年采用的数字健康干预 策略的演变。通过分析涉及 950,000 多名参与者的 885 项研

究，确定了 173 种干预策略，分为 19 个主题。研究发现，“指导”、“监测”和“沟通”

是数字健康干预中最常见的策略。 25 年间，数字健康干预策略呈现从简单方法到多方面、

技术驱动干预措施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反映了健康实践中关于公众认知的深度理解，展

示了如何定制数字工具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动态认知和行为需求。研究强调根据干预目标和

目标人群调整策略的重要性，以期为提升健康干预效果探索新出路。 

对于刘时雨等的研究，蒋莉教授认为这是一篇严谨而详实的文献综述，基于丰富的数

据集，对数字健康干预策略进行了全面编码。建议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理论部分相映射，

从而反应社会支持与沟通。后续可以考虑从种族、年龄等类目分类拓展研究，识别潜在因

素以评估干预结果。 

三、 特殊群体的研究：健康认知与行为改变 

数字健康干预策略的演变反映了对公众认知的深入理解，而针对特殊群体的研究则进

一步剖析健康行为的复杂影响因素。 

加拿大皇家大学孙慧文以 Linking Pathways from Perceived Absolute Risk and 

Social Support to Female Regular Health Screening: Integrated with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Model进行报告。研究将社会认知理论与健康信念模型、自我决定理论

相结合，探讨影响女性健康筛查行为的心理和行为因素。该研究通过在一项由 904名中国

女性参与的全国性在线调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考察了在女性健康调节背

景下，感知绝对风险、自我效能、自我调节、社会支持和健康筛查行为如何相互关联。研

究结果强调了心理和行为对公共健康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为公众认知如何影响健康相关决

策提供了见解。 

对于孙慧文的研究，Jeff Niederdeppe 教授指出该研究总结了多种健康传播理论的共

性，对多个城市、不同收入群体的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调查。同时肯定了研究发现的现实价

值，有助于在推广健康筛查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推荐后续通过深入的纵向研究，挖掘筛

查测试结果与感知风险变化的动态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马靖茹以 Digi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among Older Adults Living 

with Multiple Chronic Conditions: A Scoping Review进行报告。该研究采用“范围审

查”方法对数字健康干预 应用于管理老年人多重疾病主题进行系统性回顾。研究表明，大

多数干预措施都是以家庭为基础，并与护理计划结合进行。在评估了 数字健康干预在改善

健康结果方面的有效性以及影响参与的因素后，研究发现，虽然数字工具可以通过提供持

续的护理和监测来显著改善健康结果，但技术采用和参与度等认知障碍仍然是挑战。 

对于马靖茹的研究，蒋莉教授指出，对具体病症的老年人接受数字健康干预进行研究，

绘制出该议题的实践现状。建议研究扩大纳入研究的样本量，以测试出更多调节变量，从

而详细阐述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 

新疆财经大学胡暄林以 How does Chinese Family Support Affect Prenatal 

Women's Mental Health? An Analysis Based on Multivariat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为题进行报告，该研究探讨了家庭和姻亲支持对中国孕妇心理健康的影响。基

于社会支持理论，该研究对 1641 名孕妇的人口统计数据、病史及心理测试分数等进行分析。

经过多元有序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家庭环境支持对产前女性的心理指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超过了姻亲支持的影响。婚姻满意度、怀孕期间的工作状态和家庭收入等变量也显著影响

心理健康指标。 

对于胡暄林的研究，蒋莉教授肯定了该研究将分析置于中国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纳

入足够多的样本量，并采用实地调查形式验证论文假设相关的变量，为理解和改善孕妇心

理健康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数据。这些发现提供了理解和改善中国孕妇心理健康的独特视角，

建议研究团队可考虑从多维角度思考，探索支持假设成立的潜在变量关系。 

此次分会场报告的六篇论文，探讨了健康传播与新技术整合相关的公众认知与实践参

与。研究涵盖认知增强、健康行为模型和特定人群的应用。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扎实的定

量研究，也有多样的定性研究，部分研究者也将深度学习等新兴研究方法引入到了健康传



播的研究之中。不仅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对健康传播策略的制定和

优化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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