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医学科普作

为提升居民健康管理能力和促进社会进步

的重要途径正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基于

柳科普法上和柳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上，系统分析了当前公众对医学科普的

需求与现状，并探讨了短视频科普与 MG

动画在网络传播中的应用优势。MG 动画凭

借其直观可视化、生动的达和高效信息传

递的特点，已迅速成为医学知识普及的重

要助力。文章同时提出，通过保持科普内

容的专业性与严谨性，借助符号化的达、

受众获得感提升以及信息简化与节奏控制

等策略，可进一步优化 MG 动画在医学科

普中的应用效果，为医务工作者构建权威

科普平台、满足公众多元化健康需求提供

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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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 公众医学科普 

2002 年 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称《科普法》），该法为我国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全民科学

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提供了法律依据[1]。 

2020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开

始实施，其中强调医疗卫生、教育、体育、宣传等机构、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应当开展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确保科学准

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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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科普的公众需求和现状 

1.1 民众的现实需求 

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使得以治疗为

主的传统医疗模式正向以维护健康为主的新模式转变[3]。 

新冠疫情前后，公众获取官方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变化，疫情前：

官方信息主要通过电视、报纸、政府官网和新闻发布会等传统渠道发

布。疫情时期由于封控，政府及官方医学机构更加依赖社交媒体（如

微博、微信、抖音）、短视频平台等方式来发布疫情动态及防疫举措。

使得人们认识到互联网平台不但能扩大传播信息的覆盖面，也大大

提高了获取信息的便捷性。疫情期间，由于互联网信息的信息来源繁

杂，公众会面对很多谣言与虚假新闻，获取错误的信息同时产生消极

的情绪，让公众希望能有更多的医务工作者使用互联网平台来普及

正确医学知识[4]。 

患者就医前，由于对于疾病认识不全面造成的误解和恐惧会导

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公众会因为感觉自己患病而去到大医院进行不

必要的医疗行为，同时就医时由于医生使用的专业词汇和医学术语，

患者对自己的病症仍然存在迷惑，会导致增加沟通成本，重则恶化医

患关系[5]。 

P32 ｜中华 OT｜  



 

1.2 医学科普的现状 

受社会经济变化、新媒体冲击以及公众在获取信息时动

机与能力存在差异等多重制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加之权威医学科

普平台匮乏、科普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以及科普参与度低，这

些因素共同扩大了医学专家与公众间的知识差距，也加大了

医学科普的难度，并引发了医学科普供需结构的不平衡
错误!未

找到引用源。
。 

由于个体间的年龄、知识背景、职业背景、生活方式、

文化差异、健康状况等的差异，因此每个人想要了解的医学

领域不同，公众对医学知识存在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后疫

情时代下 ，越来越多领域的信息趋向“医学化”，公众对医

学知识也有更加专业化的需求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社交媒体及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扩大了信息传播的覆盖

面，同时也提高了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当前，公众习惯通过

多种管道（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健康 APP、论坛等）获

取医学知识，例如，微信作为目前主流的社交媒体软件，借

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有很大的曝光率和传播率。公立医

院建立微信公众号，一方面可以集成预约挂号、在线咨询、

检验报告查询等服务模块，另一方面传播医学科普知识，提

高公众健康意识。这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大大提升

了医院的专业形象的同时建立权威的科普平台来拓宽信息

传播的覆盖面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科普传播的形式包括书籍、文章、图文、漫画、短视频、

讲座等。 

科普短视频让科普从书本走向互联网平台，让文字跃然

纸上，从平面走向立体，有着其独特的的达形式和的达效果。

短视频科普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将知识浓缩在短

短几分钟内传递，符合碎片化信息消费的趋势，的现得更加

精练和触手可及。如今，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在短视频平

台如微信视频号、抖音开设帐号，利用平台普及医学知识
[10]

。 

MG 动画全称为 Motion Graphics（动态图形设计），MG

动画（Motion Graphics，动态图形）是一种结合了平面设

计、动画、影视特效等元素的动画的现形式，主要通过图形、

文字、形状、色彩、声音等元素的动态变化，来传递信息或

讲述故事
[11]

。由于短视频平台的飞速发展、现代生活节奏的 

 

加快、数字时代的信息超载等因素，人们习惯了实时满足和

短暂的注意力停留，因此科普的内容、形式、时长也应该随

之调整，采取更加简短、直接的的达形式。 

MG 动画的特点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让公众在碎片化

的时间里能够对某个医学知识建立大致的认知，MG 动画视

频在信息传播方面有着更高效的节奏，其通过人物、图形、

文字、特效等多种元素相结合的的现方式，承载大量信息的

同时有着更生动的的现力，已经逐渐成为大众科普的趋势
错

误!未找到引用源。
。 

 

 

3.1 可视化的达 

许多专业的医学知识难以用语言描述和传递，或者通过

单一的语言描述无法使公众理解，对于知识持有者而言，可

以通过文字的描述来进行想象，而公众则会感到费解。MG 动

画通过可视化手段，将抽象，晦涩的专业知识生动化、立体

化，降低科普短视频的阅读门坎和理解难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例

如，抖音账号“医学科普联盟”发布的科普短视频柳中风，

我国第一大疾病杀手，身体有哪些求救信号？上，利用 MG 动

画直观、形象地演示黄色粥样的脂质在动脉内膜积聚，加强

人们对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等过程的理解。 

3.2 生动与直观 

公众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刻板印象，为了达到科普专业知

识的目的，科普短视频总以枯燥乏味的干货为主，这种先入

为主的刻板印象也导致许多科普宣传的传播率低，效果差。

事实上，科普的目标不单是传播科学知识，同时也为了激发

大众对于科学知识探索的兴趣，好的科普是具有娱乐价值的

[14]
，从激发兴趣的角度来看科普的形式很重要。MG 动画的

动态图形特点相比于枯燥的文本能让观众更乐意接受。运用

生动、可爱的动画图形、有趣的情节剧本，配合适宜的音效

和配音，创造出内容更加丰富和有吸引力的科普短视频，在

具有极强的视听新鲜感的同时也能吸引受众的关注
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
。 

3.3 信息传递高效性 

二、科普短视频与 MG 动画 

三、MG 动画在医学科普应用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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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动画作为一种新型的动画形式，它可以在几分钟内

高度概括一个主题，避免长篇文字或冗长讲解，提高信息获

取效率。现已切实的推动了互联网科普信息的传播效率与速 

 

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相比长篇科普文章或冗长讲解，MG 动画制作

的医学科普类短视频能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展示关键内容，使

信息更加聚焦。其信息浓缩和较短的时长能够符合观众利用

零碎时间学习的习惯，提高学习效率和知识获取的便捷性。 

 

 

4.1 保持专业性与严谨性 

科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科学性与严谨性，MG 动画与科

普短视频的结合是很好的尝试，是一种新颖的公众获取科学

知识的方式，但不能顾此失彼，为了趣味的艺术形式失去清

晰严谨的知识的达。专家在选取题材时，需要聚焦当前的社

会需求，基于权威的知识来源进行创作，切不可脱离循证主

观臆断的传播错误的信息。另一方面，科普动画的制作可以

成立相关的专业团队，团队内部互相讨论与审查，提高产出

效率，减少工作错误,保证作品质量。高校、 

医院、机构、网络平台中也可以开设科普动画相关的课程，

为感兴趣的人士提供学习的平台和机会，也为科普工作培养

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4.2 符号化的达，化抽象为具体 

MG 动画是一种利用各种视觉元素以符号的形式传达和

交流信息的艺术的现形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MG 动画的符号化的达

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利用简洁明了的符号，能将难懂的专业

知识具象化，符号也具有独特的视觉冲击力，能够说明观众

形成深刻印象，便于长期记忆。例如，MG 动画在科普宣传中

画面色彩符号的运用，相比单调乏味的文字，鲜亮的色彩更

有冲击力和记忆性。抖音账号科学旅行号”发布的科普短视

频柳吸烟的危害到底有多大？看完你还敢抽烟吗！上中利用

肺部由红到黑的颜色变化来的现烟草中有害物质和堆积，也

能强调肺部组织的损伤。 

4.3 增强受众获得感 

明确科普主题的受众，要以公众的需求为中心选择科普

主题，在临床工作、网络评价、科普活动回馈等过程中了解

公众的疑问和欠缺的知识，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打造对应的

科普项目作品，提高受众的获得感和科普的触达率，让科普

切实的满足受众的需求。例如老年医学科进行老年慢性疾病

例如糖尿病、高脂血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的宣教，以增

强受众群体的获得感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4.4 信息简化与节奏控制 

在设计科普动画时，信息简化是提高受众接受效率的一

个关键方面。在创作前，创作者需要对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确定最重要的知识点，避免信息超载。同时筛选出能直接支

撑主题的部分，把辅助说明和细节尽量简化或以视觉符号代

替。动画的节奏也不能太快，给受众足够的时间来吸收信息，

搭配适时的背景音乐和音效，既能增强氛围，又能在转场时

起到提示作用，帮助观众更好地把握节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医学科普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公众对医学科普

的需求相对较高，现如今，短视频科普和 MG 动画在科普宣

传方面的运用愈发广泛。医务工作者也要合理利用 MG 动画

和网络平台的优势，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医学知识

普及，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并为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贡献重要力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四、MG 动画在医学科普中的应用策略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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