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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卫生管理奖

项目名称 医学传播学的学科构建与应用推广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提出了符合健康战略的医学传播学学科构想，并建设了相对应的理论体系，

实践体系和学术体系。由专业医务人员通过全媒体传播模式，向患者、易感者和普

通公众传播有定论的医学科学知识，并以科学性、传播性和有效性为评价指标的交

叉学科，积极建立医学决策领域的民主机制，最终推动医学传播进入公共卫生体系。

提出现代医学传播学理论框架，创新提出医学传播主体，将传统的健康传播学者为

主体发展为健康传播学者和医学专家为共同主体。 主张让健康传播学教学从文科院

校走进医学院校。医学传播学的提出，是健康传学与医学的融合、创新、发展，是

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重要成果。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

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创新性地提出了医学传播学的学科理念，形成了从知识体系、学术组织到

高等教育的系统管理闭环。将医护人员的医学传播工作从实践上升到了理论，为补

齐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短板做出了贡献，倡导了可持续发展的医学传播学科路径。

一、主要内容

       本项目从医学传播的学科定位入手，对医学传播学理论体系、医学传播学实践

体系、医学传播学教学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

       项目提出医学传播学的定义：是由专业医务人员为主体的，向公众传播有定论

的医学知识的医学分支知识体系、教学科目和学术组织的总和。其发展规律包括三

个层次：即：医学科普实践本身的科学规律；医学科普与医教研结合，形成“从科普

的选题到执行，再到评价和反馈”的学术闭环；医学传播学的学科创立与实践。

       与传统的传播 5W 要素相比，医学传播学的“Who”突出传播者的医务人员属性；

“to Whom”强调面向患者、易感者、普通公众的精准传播；“What”提出医学传播内容

的“金标准”；“Which channel”在倡导全媒体传播的基础上关注人际传播的独特价值；

“What effect”以降低疾病发病率、死亡率和致残率为最终指标，而不仅仅是活动的参

与人数或网络点击量。

（一）医学传播学理论体系

1、提出“科普学术化”理论：是系统研究科普的学问，是对科普规律的学科化

2、提出“科普学术化”研究的三个层次：科普本身规律；科普与医教研结合；科普实

践的理论研究与发展

3、提出“多知识架构下的语境参与”的医学传播模型：积极建立大健康决策领域的民

主机制，推动医学传播进入公共卫生体系

4、提出医学传播内容的“金标准”理论：得到政策、法典、教科书确认的确定性内容，

不包括文献争鸣



5、提出“病-看病-看待病”的不同层次的传播内容概念：看待病，也就是理解医学的

局限性，传播医学科学精神是最高层次

（二）医学传播学实践体系

1、以学术为纽带的医学传播专家团队（智库）建设

2、以全媒体为形式的医学传播平台建设

3、以品牌示范为抓手的医学传播实践基地建设

（三）医学传播学教学体系

       提出医学传播学在教学上的三个层次：专业教育（针对医学生及规培生）；同

行教育（针对医务人员）；普及教育（针对普通公众）

二、主要成果

1、《医学传播学》学术专著获批国家出版基金（自然科学类）和院士推荐

2、《医学传播学》英文专著全球发行，奠定了学科创新基础

3、创办并主编JEMDC英文期刊，并已被中国知网收录

4、创立最早的医学传播学学术组织

5、在医学院校开设医学传播学选修课，在三级医院建立教学示范点（已培养本科生

150 名；授课师资达 22 名，均为高级职称，包括上海领军人才3人）

6、团队获相关课题 50 项，上海市科技成果 3项（医学传播学科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

7、团队发表相关论文 20余篇

8、获批中国科协“科普中国”品牌、上海市教委高校智库

9、联合 30余家高校与医疗机构的医学与传播学专家共同发布“医学与传播学融合创

新专家共识”，提出“传播为医学减负”

10、建立“中国医学传播学教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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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韬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灾难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工作单位：上海市东方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项目的整体建设和学术设计。提出了科普学术化理念，解决

了医学传播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创立了“达医晓护”医学传播智库和十余个落

地的实体项目。提出医学传播学学科概念，首次打破了健康传播学的传统思维，明

确了医学传播与健康传播的根本不同。同时明确了医学传播学是医学科普的理论升

华与实践指导，奠定了整个医学传播体系的框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启动了医学传

播学在理论、教学、研究、实践等方面的全面建设。

姓名：徐仲卿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全科医疗科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市同仁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项目的学术设计和教学、研究实践。深刻剖析了医学传播的

内容，强调了医学人文科普和医学科学精神的传播， 将传统科普理念做了巨大提升，

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作为疾病预防的重要途径。共同提出了医学传播学学科

概念，担任了首个医学传播学学术组织的发起人，建设了国内第一个“医学传播学教



学示范点”，并在同仁医院全科医学科挂牌，作为负责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开

设了“医学传播学”选修课，参与建立医学传播教学联盟及医学传播研究中心建设，

共同执笔完成国内首部《医学传播学》专著及同名英语专著。

姓名：周敏杰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急诊医学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项目的教学实践。作为负责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开设

了“医学传播学”选修课，参与建立医学传播教学联盟建设。第六人民医院东院作为

学员的实践课程基地，招募学员进行现场急救的实践, 作为医学专家共同发布医学

传播的专家共识，提出传播为医学减负。

姓名：孙烽

排名：4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市东方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提出“健康传播专业化”理念，共同创建了医学传播领域，合著出

版了该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并被国际出版社翻译为英文出版。探索教学方式并

付诸教学实践，创新健康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并在交大医学院等多个医学院校开始

教学实践。

姓名：朱建辉

排名：5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项目的理论研究与推广实践。作为主要负责人与徐汇区教育

局合作共同开展“暑期小学生健康征文比赛”，建立青少年医学健康教育传播基地，

推广医学传播学的各类实践活动。

姓名：牟怡

排名：6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医学与传播学融合创新专家共识，医学传播学教学实践，

合著了《医学传播学》理论专著。

姓名：李晓静

排名：7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医学与传播学融合创新专家共识，共同发起建立了的健康

与医学传播研究中心和灾难医学传播联盟

姓名：袁霆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于本项目中将医学传播学的教育理念、手段和方式推广做出重

要贡献，负责协调教育系统青少年健康科普的设计、 推广和应用。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开设“医学传播学”的公开课，规范对于医学生以及住院医师的医

学传播能力培养。在全科医师培养中倡导将其的医学传播能力提升到与岗位胜任力

同等的高度，在基层医生中培养其良好的医学传播能力，更好的做好对于普通民众

的医学科普与疾病预防工作,作为主要发起单位参与“医学传播学教学联盟”的建设。

单位名称：上海市同仁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开创性地提出并实践“医学传播学”这门课程。国内首个“医学传播

学”教学示范点设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同仁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将首

先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开设医学传播学的选修课。作为主要发起单位参与“医学

传播学教学联盟”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