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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ly 11, 2024, Subforum Six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cine, Humanity, and Media was

held at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ocusing on "Health Narratives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Research." Co-chair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s Zhou Shuo and Gong Qian, the forum

featured presentations from nine scholars exploring diverse aspects of health narratives and cognitive behavior.

Topics included the impact of media framing on stigma surrounding depression, the dynamics of online health

consultation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supporting mental health. The discussion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promoting health and well-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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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 11日下午，第七届“医疗、人本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会场六在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报告厅举行。其中，分论坛六聚焦于“健康叙事与认知行为研

究”，由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副教授周硕和莱斯特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龚倩主持。

本次论坛展示了九位学者的精彩报告，从不同角度切入健康叙事和认知行为的研究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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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馨茹以“火上浇油还是排忧解难？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对抑郁症公

众污名的影响研究”为题探讨了媒体在报道抑郁症时所使用的责任归因框架对公众对抑

郁症患者的污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报道中不同的责任归因倾向,如生物因素还是

个人因素,影响了个人对抑郁症责任的认知。生物因素归因弱化了公众的污名化,而个人

因素归因增加了如愤怒等负面情绪反应,降低了同情情绪。研究还发现,这些归因认知影

响了人们与抑郁症患者的社交距离,无论持何种归因,认知水平越高,越不愿意与抑郁症

患者互动。情绪反应如恐惧和同情在归因认知影响社交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论文指出,媒体报道抑郁症时采用的框架方式在塑造公众对抑郁症的污名和态度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

龚倩老师点评该学者的方法非常的扎实，并建议其把家庭概念回归到社会，而

不是独立社会出来。周硕老师认为该学者选题很好，切入角度用的框架理论和责任归

因比较扎实，有自己的思考。其中最大的贡献是细化了归因的结构，加入家庭、生物



基因等框架。同时建议介绍新的框架时，引入更多的理论支持。比如从心理学等领域

寻找一些理论支持。

方致法以“‘好大夫在线’干了什么？‘传播互型’视角下的在线问诊交往实践探究”

为题，以“好大夫在线”问诊平台为案例,从“传播互型”和“媒介逻辑”两个理论视角,通过

网络民族志和访谈的方法深入考察了多元主体(如医生、患者、平台客服)在问诊平台

上的交往实践,以及这些交往实践如何共同塑造和影响在线问诊,以及如何实现对线下问

诊的补充。研究揭示了医患问诊平台自身的多重媒介属性如何影响医患交往,并阐明了

医生、患者等不同主体之间如何通过主观能动性共同形塑在线问诊这一“传播互型”。

龚倩老师肯定了该学者的发现，认为其结论解释了很多问题，方法在展示的时

候可以给更多的信息，比如网络民族志是怎么做的？采访了哪些人？问了哪些问题？

同时在结果部分可以加一些引用，引用实验者说了什么，观察到了什么现象等。

刘欣格以“作为‘中间地带’的想象家园：抑郁症患者的表达与体验”为题，研究通

过访谈和观察分析,探讨了抑郁症患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的体验,以“中间地带”理

论为框架,发现社交媒体作为现实和内心心理之间的过渡空间,为抑郁患者提供情感宣泄

和支持的平台,但由于依赖网络弱关系,也产生了接触与分离的两面性。在这里,他们通

过象征符号创造自己的“抑郁文化”,并进行自我塑造;同时通过网络对话和社群互动,实

现自我治愈和相互支持。整体来说,社交媒体为抑郁患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志同道合的

“想象家园”,但其意义的确定仍存在不确定性。

周硕老师评价整个研究很完整，逻辑很清晰。提出建议在方法层面，学者可以

介绍一下两个方法的结果是相同不同还是可以融合等情况。龚倩老师赞同周硕老师的

建议，并提问为什么选择“中间地带”这个概念。该学者认为这个概念从精神学出发，



更能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因此选择“中间地带”作为核心概念。龚倩老师肯定了作者

的回答，并提出该研究里面包含很多概念比如互动性等是非常主动的东西，可以加入

更多的理论框架等建议。

刘叶子以“重生的想象：网络‘患癌故事’的健康叙事研究”为题，通过分析知乎平

台 45篇癌症患者的自述“患癌故事”,借助扎根理论构建了“要素-身份-策略”模型,系统总

结了癌症患者在叙述经历、表达身份和采取应对策略等方面的表现模式,以还原并理解

患者的健康叙事过程。该模型阐明了如何通过叙事要素建构叙事身份,又通过本土文化

和社会支持等手段形成重建策略,为解读癌症患者多元且变化中的健康意义提供一种参

考框架。

王浩宇以“网络疑病症中的强迫思考、感知健康信息不充分和渴求”为题，采用

基于 I-PACE模型的研究框架,探讨了在成瘾行为视角下网络疑病症的形成机制。具体

来说,它考察了健康焦虑如何通过感知健康信息不充分和强迫思考两个认知变量,以及健

康信息渴求这个情感变量,在最终影响网络疑病症这一行为结果中的链式中介作用。结

果显示,健康焦虑首先正相关感知健康信息不充分;然后通过强迫思考和健康信息渴求两

个路径进一步影响网络疑病症。该研究为未来开发网络疑病症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硕老师和龚倩老师一致认为该学者的概念呈现的很清晰，路径也讲的很清楚。

建议在成瘾性部分可以讲的再清楚一些，以及后期加入一些以解决为目的的探索。

黄译禾以“防御或接受死亡：如何降低器官捐献消极情感”为题，研究的主要目

的是探讨两种不同的器官捐献信息策略(防御策略 VS接受策略)与四种家庭沟通模式

对器官捐献相关消极情感和捐献意愿的影响。通过在线实验发现,相比防御策略,接受策

略更能有效降低消极情感,从而提高捐献意愿。不同家庭沟通模式对结果也存在影响,多



元模式群体表现最佳。研究意在以一种直面死亡的积极方式提高人们面对死亡的心理

韧性,为器官捐献宣传提供参考。

龚倩老师点评该学者做的最好的是在一个具体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研究，非常扎

实。同时认为研究问卷在问卷星上收集，参与者如果比较年轻，能在线上填写问卷，

media literacy比较高，这或许会有一些偏倚。周硕老师认为其加入家庭沟通是非常好

的考量，建议考虑有一些调节变量，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影响。

林美珍及其团队以“自闭症人群微博话语中的主题特征及情感倾向分析”为题，

研究主要通过对 2020-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与“自闭症”相关的 33个微博热搜评论进行

LDA主题建模和情感分析,探讨微博用户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对自闭症人群的关注焦点和

态度。研究发现,微博用户关注的主题包括自闭症人群的社会关爱、医学科普、教育康

复、自闭症家长和自闭症天才五个方面。情感分析结果显示,微博用户对自闭症人群持

积极和支持的态度,很少出现消极或中立情感。整体来说,这篇研究分析了社交媒体微博

平台上关于自闭症话题的讨论焦点和参与者情感倾向,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交媒体在传播

自闭症信息和塑造群体形象中的作用。

黄俊扬题目为“以身为媒的数字健康素养实践：都市健身青年自我健康管理的流

量密码探究”的研究旨在探讨数智时代下,运动手环如何成为都市健身青年数字健康管

理的重要手段,并影响他们的健康素养培养。研究发现,运动手环通过实时监测和呈现身

体数据,简化了健康信息获取;它还可以促进情感连结和社交互动。但同时,过于依赖运

动手环也可能削弱主体意愿, data泄露等问题也存在隐忧。因此,在利用这类设备的同

时,需要保持主体意识,实现数字健康管理与个人意志的平衡,从而真正提高健康素养。

陈诺凡以“倾轧下的博弈：凝视理论视域下 AI问诊平台用户隐私管理策略选



择——基于‘左手医生‘用户使用体验的实证研究”为题，通过对"左手医生"AI问诊平台

用户的访谈和问卷调研,探讨了用户在与 AI交互过程中面临不同程度的隐私“凝视”,以

及随之产生的情绪反馈和选择的隐私管理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用户选择隐私策

略时并非出于感性的情绪考虑,而是根据具体的“凝视”情形以及解决问题的理性思考。

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凝视”会影响用户选择抵抗、防御或接受的策略。该研究有助于理

解用户心理,为人机交互设计提供参考。

周硕老师认为这样一个混合方法是非常好的，不过要讲清楚不同方法的结论是

相同的还是有差异的，以及讲清楚什么原因要用多种方法。复杂的模型能解释更多问

题，不过有时候简化的模型也会更有力。

龚倩老师和周硕老师一致认为今天所有学者的研究都很有意义，也带来了很多

不同的视角，希望大家能继续深入进行研究，不仅局限于横断面研究，也尝试纵向研

究以了解长期影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