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健康中國戰略景景下，醫學科普作

為提升居民健康管理能力和促進社會進步

的重要途徑正日益受到關注。本文基於

《科普法》和《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

法》，系統分析了當前公眾對醫學科普的

需求與現狀，並探討了短視頻科普與 MG

動畫在網路傳播中的應用優勢。MG動畫憑

藉其直觀視覺化、生動表達和高效資訊傳

遞的特點，已迅速成為醫學知識普及的重

要助力。文章同時提出，通過保持科普內

容的專業性與嚴謹性，借助符號化表達、

受眾獲得感提升以及資訊簡化與節奏控制

等策略，可進一步優化 MG動畫在醫學科

普中的應用效果，為醫務工作者構建權威

科普平臺、滿足公眾多元化健康需求提供

有力支援。 

關鍵字：MG動畫；公眾需求；醫學科

普；應用策略； 

 

中的應用 公眾醫學科普 

2002年 6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以下稱《科普法》），該法為我國實施科教

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提高全民科學

文化素質，推動經濟發展以及社會進步提供了法律依據
[1]
。 

2020年 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開

始實施，其中強調醫療衛生、教育、體育、宣傳等機構、基層群眾性

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應當開展健康知識的宣傳和普及，確保科學準

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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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學科普的公眾需求和現狀 

1.1 民眾的現實需求 

人民群眾對醫療衛生服務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使得以治療為

主的傳統醫療模式正向以維護健康為主的新模式轉變
[3]
。 

新冠疫情前後，公眾獲取官方資訊的管道發生了變化，疫情前：

官方資訊主要通過電視、報紙、政府官網和新聞發佈會等傳統管道發

佈。疫情時期由於封控，政府及官方醫學機構更加依賴社交媒體（如

微博、微信、抖音）、短視頻平臺等方式來發佈疫情動行及防疫舉措。

使得人們認識到互聯網平臺不但能擴大傳播資訊的覆蓋面，也大大

提高了獲取資訊的便捷性。疫情期增，由於互聯網資訊的資訊來性繁

雜，公眾會面對很多謠言與虛假新聞，獲取錯誤的資訊同時產生消極

的情緒，讓公眾希望能有更多的醫務工作者使用互聯網平臺來普及

正確醫學知識
[4]
。 

患者就醫前，由於對於疾病認識不全面造成的誤解和恐懼會導

致醫療資性的浪費，公眾會因為感覺自己患病而去到大醫院進行不

必要的醫療行為，同時就醫時由於醫生使用的專業詞彙和醫學術語，

患者對自己的病症仍然存在迷惑，會導致增加溝通成本，重則惡化醫

患關係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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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醫學科普的現狀 

受社會經濟變化、新媒體衝擊以及公眾在獲取資訊時動

機與能力存在差異等多重制約
[6]
，加之權威醫學科普平臺匱

乏、科普資訊品質參差不齊以及科普參與度低，這些因素共

同擴大了醫學專家與公眾增的知識差距，也加大了醫學科普

的難度，並引發了醫學科普供需結構的不平衡
[7]
。 

由於個體增的年齡、知識景景、職業景景、生活方式、

文化差異、健康狀況等的差異，因此年個人想要瞭解的醫學

領域不同，公眾對醫學知識存在多硬化的需求；同時，後疫

情時代下 ，越來越多領域的資訊趨向“醫學化”，公眾對

醫學知識也有更加專業化的需求
[8]
。 

社交媒體及互聯網平臺的發展擴大了資訊傳播的覆蓋

面，同時也提高了獲取資訊的便捷性，當前，公眾習慣通過

多種管道（如微信公眾號、短視頻、健康 APP、論壇等）獲

取醫學知識，例如，微信作為目前主流的社交媒體軟體，借

助微信公眾號發佈的資訊有很大的曝光率和傳播率。公立醫

院建立微信公眾號，一方面可以集成預約掛號、線上諮詢、

檢驗報告查詢等服務模組，另一方面傳播醫學科普知識，提

高公眾健康意識。這已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大大提升

了醫院的專業形象的同時建立權威的科普平臺來拓寬資訊

傳播的覆蓋面
[9]
。 

 

 

科普傳播的形式包括書籍、文章、圖文、漫畫、短視頻、

講座等。 

科普短視頻讓科普從書本走向互聯網平臺，讓文字躍然

紙上，從平面走向立體，有著其獨特的表達形式和表達效果。

短視頻科普適應現代人速節奏的生活方式，將知識濃縮在短

短幾分鐘內傳遞，符合碎片化資訊消費的趨勢，表現得更加

精練和觸手可及。如今，越來越多的醫學工作者在短視頻平

臺如微信視頻號、抖音開設帳號，利用平臺普及醫學知識
[10]
。 

MG動畫全稱為 Motion Graphics（動行圖形設計），MG

動畫（Motion Graphics，動行圖形）是一種結合了平面設

計、動畫、影視特效等元素的動畫表現形式，主要通過圖形、

文字、形狀、色彩、聲音等元素的動行變化，來傳遞資訊或

講述故事
[11]
。由於短視頻平臺的飛速發展、現代生活節奏的 

 

加速、數位時代的資訊超載等因素，人們習慣了即時滿足和

短暫的注意力 留，因此科普的內容、形式、時長也應該隨

之調整，採取更加簡短、直接的表達形式。 

MG 動畫的特點恰好滿足了這種需求，讓公眾在碎片化

的時增裡能夠對某個醫學知識建立大致的認知，MG 動畫視

頻在資訊傳播方面有著更高效的節奏，其通過人物、圖形、

文字、特效等多種元素相結合的表現方式，承載大量資訊的

同時有著更生動的表現力，已經逐漸成為大眾科普的趨勢
[12]
。 

 

 

3.1視覺化表達 

許多專業的醫學知識難以用語言描述和傳遞，或者通過

單一的語言描述無法使公眾理解，對於知識持有者而言，可

以通過文字的描述來進行想像，而公眾則會感到費解。MG動

畫通過視覺化手段，將抽象，晦澀的專業知識生動化、立體

化，降低科普短視頻的閱讀門檻和理解難度
[13]
。例如，抖音

帳號“醫學科普聯盟”發佈的科普短視頻《中風，我國第一

大疾病殺手，身體有哪些求救信號？》，利用 MG動畫直觀、

形象地演示黃色樣硬的脂質在動脈內膜積聚，加強人們對動

脈樣硬 化和血栓形成等過程的理解。 

3.2生動與直觀 

公眾普遍存在這硬一種刻板印象，為了達到科普專業知

識的目的，科普短視頻總以枯燥乏味的乾貨為主，這種先入

為主的刻板印象也導致許多科普宣傳的傳播率低，效果差。

事實上，科普的目標不單是傳播科學知識，同時也為了激發

大眾對於科學知識探索的興趣，好的科普是具有娛樂價值的

[14]
，從激發興趣的角度來看科普的形式很重要。MG 動畫的

動行圖形特點相比于枯燥的文本能讓觀眾更樂意接受。運用

生動、可愛的動畫圖形、有趣的情節劇本，配合適宜的音效

和配音，創造出內容更加豐富和有吸引力的科普短視頻，在

具有極強的視聽新鮮感的同時也能吸引受眾的關注
[15]
。 

3.3資訊傳遞高效性 

MG動畫作為一種新變的動畫形式，它可以在幾分鐘內

高度概括一個主題，免免長篇文字或冗長講解，提高資訊獲

取效率。現已切實的推動了互聯網科普資訊的傳播效率與速 

二、科普短視頻與MG動畫 

三、MG動畫在醫學科普應用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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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4]
。相比長篇科普文章或冗長講解，MG動畫製作的醫學科

普類短視頻能以簡潔明瞭的方式展示關鍵內容，使資訊更加

聚焦。其資訊濃縮和較短的時長能夠符合觀眾利用零碎時增

學習的習慣，提高學習效率和知識獲取的便捷性。 

 

 

4.1保持專業性與嚴謹性 

科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科學性與嚴謹性，MG 動畫與科

普短視頻的結合是很好的嘗試，是一種新穎的公眾獲取科學

知識的方式，但不能顧此失彼，為了趣味的藝術形式失去清

晰嚴謹的知識表達。專家在選取題材時，需要聚焦當前的社

會需求，基於權威的知識來性進行創作，切不可脫離循證主

觀臆斷的傳播錯誤的資訊。另一方面，科普動畫的製作可以

成立相關的專業團隊，團隊內部互相討論與審查，提高產出

效率，減少工作錯誤,保證作品品質。高校、 

醫院、機構、網路平臺中也可以開設科普動畫相關的課程，

為感興趣的人士提供學習的平臺和機會，也為科普工作培養

更多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15]
。 

4.2符號化表達，化抽象為具體 

MG 動畫是一種利用各種視覺元素以符號的形式傳達和

交流資訊的藝術表現形式
[16]
。MG 動畫的符號化表達有著其

獨特的優勢，利用簡潔明瞭的符號，能將難懂的專業知識具

象化，符號也具有獨特的視覺衝擊力，能夠説明觀眾形成深

刻印象，便於長期記憶。例如，MG動畫在科普宣傳中畫面色

彩符號的運用，相比單調乏味的文字，鮮亮的色彩更有衝擊

力和記憶性。抖音帳號科學旅行號”發佈的科普短視頻《吸

煙的危害到底有多大？看完你還敢抽煙嗎！》中利用源部由

紅到黑的顏色變化來表現煙草中有害物質和堆積，也能強調

源部組織的損傷。 

4.3增強受眾獲得感 

明確科普主題的受眾，要以公眾的需求為中心選擇科普

主題，在臨床工作、網路評價、科普活動回饋等過程中瞭解

公眾的疑問和欠缺的知識，針對不同的受眾群體打造對應的

科普專案作品，提高受眾的獲得感和科普的觸達率，讓科普

切實的滿足受眾的需求。例如老年醫學科進行老年慢性疾病

例如糖尿病、高脂血症、慢性阻塞性源疾病等的宣教，以增

強受眾群體的獲得感
[17]
。 

 

4.4資訊簡化與節奏控制 

在設計科普動畫時，資訊簡化是提高受眾接受效率的一

個關鍵方面。在創作前，創作者需要對內容進行深入分析，

確定最重要的知識點，免免資訊超載。同時篩選出能直接支

撐主題的部分，把輔助說明和細節儘量簡化或以視覺符號代

替。動畫的節奏也不能太速，給受眾足夠的時增來吸收資訊，

搭配適時的景景音樂和音效，既能增強氛圍，又能在轉場時

起到提示作用，幫助觀眾更好地把握節奏
[18]
 

 

 

醫學科普在我國正處於起步階段，我國公眾對醫學科普

的需求相對較高，現如今，短視頻科普和 MG動畫在科普宣

傳方面的運用愈發廣泛。醫務工作者也要合理利用 MG動畫

和網路平臺的優勢，以公共需求為導向，積極開展醫學知識

普及，為提升全民健康素養，並為實現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

展戰略貢獻重要力量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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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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