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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of “News 1+1”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Jing Ran Wu Yulan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the status of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has changed, and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the media on the public has been questioned. At the same time, more and 

more studies show that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human beings is close to the network structure rather 

than the arrangement of linear forms, which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on agenda setting. 

Based on this, scholars such as Guo Lei and McCombs draw lessons from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twork analysis, and put forward the thir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 network agenda setting theory 

(or NAS theory). The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provided makes it possible to analyze the integration 

of objects and attribute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only “Current Affairs News Review Live 

Program” “News 1+1” on CCTV News Channel continuously launched a live news review program 

with the theme of “Today’s Epidemic Concern”, bringing timely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on fighting 

the epidemic to the audience, striving to eliminat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audienc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platform and guiding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takes “News 1+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s 97 programs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2020 (before the “two sessions”) as samples, 

uses NetDraw software to sort out relevant data, and explores how to choose topics for “News 1+1” 

programs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twork agenda setting, and then influences audience 

cognition through network agenda setting. On this basi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igid and single frame 

design, excessive repetition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limited means of measuring communication 

effect, this paper makes a realistic reflection on the setting of the program network agenda,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am and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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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 1+1》 
网络议程设置探究

井  然  吴玉兰

摘  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受地位的改变，媒体对公众产生的“强大影响”受到质疑。同时，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认知结构并非线性形态的排列，而是接近于网络结构，这些都对

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发起了挑战。基于此，郭蕾和麦库姆斯等学者借鉴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

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第三个层次：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或称 NAS 理论）。该提供的统摄性框架，

使得对客体与属性的整合性分析成为可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唯一一档“时

事新闻评论直播节目”《新闻 1+1》持续推出以“今日疫情关注”为主题的新闻评论直播节目，

为观众及时带来有关抗击疫情的专业信息，努力消除观众的不确定性，发挥平台和节目自身优势，

引导舆论。本文以《新闻 1+1》为研究对象，选取 2020 年 1 月 15 日到 5 月 19 日（“两会”前）

的共 97 期节目为样本，运用 NetDraw 软件整理相关数据，在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框架下，探究《新

闻 1+1》节目如何选择议题，进而通过网络议程设置影响受众认知。在此基础上从框架设计僵

化单一、传播内容过度重复以及传播效果测量手段有限等维度，对节目网络议程设置进行现实

反思。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议程设置；新闻 1+1；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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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蔓延，并且迅速影响到全国各地。1 月 23 日，为控制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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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武汉市宣布封城，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

通道关闭，一座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按下了暂停键，拉开了武汉市以及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序幕。国家派出了多支医疗队伍援助武汉，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应有的救治，并发动网格化管理

的力量筛查病例、服务居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中国大力实施救治的过程中，

疫情也在国外逐渐蔓延，中国积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分享中国经验，并为诸多国家和地区

提供援助，承担起大国责任。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 a，人的底层需求中存在对安全的渴望，主流媒体的及时供给会帮助

受众在纷繁的信息时代捕捉可信的信息。疫情往往带来受众的担忧和恐慌情绪，根据勒庞的观

点 b，这种情绪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会爆发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消息的公

开和评论的公正会打通信息的传播渠道。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在消息传播、舆论引导的阵地上

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新闻 1+1》作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唯一一档“时事新闻评论直播节目”，每期节目从

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大型选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展开评论

分析 c。从 1 月 15 日到 5 月 19 日（“两会”前），节目持续推出以“今日疫情关注”为主题的

新闻评论直播节目，为观众及时带来有关抗击疫情的专业信息，努力消除观众的不确定性，发

挥平台和节目自身优势，引导舆论。《新闻 1+1》每期节目如何选择议题，如何在每个议题中

给观众建立正确的认知网络，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并对未来应对突发性事件具有借鉴意义。

一、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

自 1968 年面世以来就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所关注的对象是客体，

强调媒体对议题显著性所产生的“强大影响”，第二阶段的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的对象是属性，

强调媒体的议程设置在公众的价值判断上也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传受地位的改变，媒体对公众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受到质疑。d 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人类的认知结构并非线性形态的排列，而是接近于网络结构，这些都对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发

起了挑战 e。然而也正是基于此，郭蕾和麦库姆斯等学者借鉴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 f，提出了议

a　许燕．人格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11+315．

b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4-125．

c　崔美琴，张红霞．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探究——以《新闻 1+1》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9（5）：52+58．

d　贾冰心．微博“热门话题”中的网络议程设置研究［J］．现代交际，2020（7）：65-66．

e　Webster，J．G．and T．B．Ksiazek．“The Dynamics of Audience Fragmentation：Public Attention in an Age of Digital Media” 

［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2（1）：39-56．

f　史安斌，王沛楠．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 50 年：溯源·演进·前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10）：13-

2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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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的第三个层次：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或称 NAS 理论），目前学界对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主

要有以下三点研究成果。

第一，网络议程设置的目的在于搭建公众认知网络，并根据认知网络指导判断和行

动。如郭蕾和麦库姆斯指出 a，NAS 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的议题或

者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 “想什么”或者 “怎

么 想”， 同 时 还 决 定 了 我 们 如 何 将 不 同 的 信 息 碎 片 联 系 起 来， 从 而 构 建 出 对 社 会 现 实

的认知和判断。

第二，引入“共现”概念，强调以关系为核心的议程设置研究模式。“共现”是来自语言

学的概念，是指通过“语义距离”来衡量两个概念是否存在关系。b 通俗地讲，当两个概念在

一个场景中不断出现，那么人们的认知会将这两个概念建立联系，产生关联。如史安斌和王沛

楠在《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 50 年：溯源·演进·前景》中举出的案例，美国媒体在“9.11”之

后在报道恐怖主义时经常涉及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导致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公众认为“9.11”

恐怖袭击与萨达姆有关。

第三，NAS 理论提供的统摄性框架，使得对客体与属性的整合性分析成为可能。c 传统议

程设置关注的对象是客体；而属性则是对议题进行设置或理解的价值倾向。麦库姆斯等国外学

者在《议程设置理论新方向》d 中认为，客体和属性在前两个层次的议程设置研究中是孤立的两

个元素，但在媒体报道和公众认知中，客体与属性通常是融合在一起的。史安斌和王沛楠在《议

程设置理论与研究 50 年：溯源·演进·前景》指出，网络议程设置能够将客体和要素同时描绘

在一个认知网络上，这无疑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公众的认知结构。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 1+1》节目的议题及采访对象
分析

《新闻 1+1》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时事新闻评论直播节目，节目坚持直播形式，追

求新闻时效，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大型选题中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

闻话题，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力求以精度、纯度和锐度为新闻导向，呈现最质朴的

新闻。

a　韩晓宁，郭玮琪，巴亚岭．疫情议题多元话语主体多层次议程设置效果研究［J］．当代传播，2021（2）：41-47．

b　Guo，L．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Agenda Setting Research：A MethodologicalExploration［J］ ．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2012，56（4）：616-631．

c　韩青玉．“议程设置”理论三层转移机制探析［J］．新闻知识，2020（9）：3-12．

d　麦克斯韦尔·麦考姆斯，郭镇之，邓理峰．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J］．新闻大学，2007（3）：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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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题分析

1 月 15 日—5 月 19 日期间，《新闻 1+1》共关注 125 个议题，经过整理和分类，议题方向

被分为 12 类，软件 NetDraw 绘制了“疫情关注”与各议题方向的关系，其中线条的度数表示议

题方向被关注的次数，线条越粗则关注度越高，统计结果如下图一。

图 1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疫情关注方向

Figure 1  Focus direction of the epidemic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从节目关注的 12 个议题方向可以发现，《新闻 1+1》在选题策划上具备以下特点。

（1）医疗和防疫是疫情报道的核心议题。医务工作和防疫措施的相关议题共计 45 个，占

议题总数的 36%，可见节目将医疗救治和疫情防范视为此次报道的核心，而占议题总数 24% 医

疗救助则更是报道的关键。报道重点体现了节目对于疫情期间主要矛盾的把握，折射出的是媒

体对人民群众最根本的生命安全的关注。

（2）国内报道由点及面。国内疫情最初在武汉爆发，随着疫情发展，国内各地区积极采取

防疫措施，而与境外联系较为密集的地区则同时需要防范输入性风险。面向武汉地区和非武汉

地区的议题关注比例接近 2 ∶ 3，其中重点关注的地区也随疫情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

从全局出发，重点攻坚是此次疫情保卫战的总体战略。

（3）国外疫情报道持续升温。在全民抗疫的动员下，国内疫情实现较为良好的控制，但由

于病毒自身特性，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的同时，国外各地区却相继受到疫情较大冲击。国外疫

情的议题数占总数的 19%，且出现频率在四月和五月明显上升。从中可以发现，一来我国抗疫

收到了较为良好的成效，二来我国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具体情况，以期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4）社区治理和民生保障是报道反复关心的问题。社区和民生保障议题共占议题总数的

15%，其中包含教育、社区、经济、交通四个方向，且这些议题在报道时间上较为分散。此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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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网格化管理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成为保障民生和落实防疫措施的关键一环，

基本实现了精准防疫的目的。而伴随疫情的发展，恢复经济、返校开学也是常态化防疫下不能

逃避的话题，因而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在后期逐渐升温。

（5）企业家和体育发展进入报道范畴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报道格外关注在疫情期间

企业家的贡献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两者共占议题总数的 6%。虽然报道体量并不大，但是从中传

达出媒体对我国杰出民营企业家的关注和认可，以及对体育事业不断发展的期待。

（二）议题关联度分析

在《新闻 1+1》关注的 12 个议题方向中，每个议题都存在媒体设置的网络议程，通过对主

持人每个问题的关键词检索，运用软件 NetDraw 绘制了各个议题方向与该议题方向中问题的关

系，其中线条的度数表示问题被提出的次数，线条越粗则媒体关注度越高，统计结果如下。

（1）防疫措施是连接患者和医生护士的关键。在医务工作议题方向中，医生护士的议题共

计 68 个、防疫措施议题共计 36 个、患者议题共计 44 个（见图 2）。此次疫情，医务工作者承

担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国家高度重视医生护士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对该议题的不断关注也反映

了人民群众对医务工作者的感激与担忧。同时，对患者的持续报道也体现了节目对不幸被感染

者的关心与祝福，也为防疫措施能够更好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实施提供支持。

图 2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医务工作”议题关联

Figure 2  Connection of the topic of “Medical Work”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2）在疫情研究的基础上，合理进行管控和防疫措施的安排与实施。在防控措施的议题方

向中，管控的议题共计 29 个、防疫措施的议题共计 24 个、疫情研究的议题共计 18 个（见图 3）。

此次报道的采访对象中，专家学者的比例占据大多数。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对疫情进行研判，并

对防疫措施进行解读。由此可见，疫情防范以专业为导向，实事求是，通过科学理性的研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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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相关措施，并对公众详细解读和认真实施，体现我国在防疫之中的专业态度和科学精神。

图 3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防疫措施”议题关联

Figure 3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opic of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3）物资为抗疫提供物质保障，病例检测、患者情况为疫情研究和防疫措施提供依据。

在武汉地区防疫的议题方向中，防疫措施的议题共计 18 次，病例检测和疫情研究的议题分别是

13 次，患者的议题共计 9 次（见图 4）。武汉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在这个千万级人口数量的

城市里，早期大规模的患者使其医疗资源出现疯狂的“挤兑”现象，“武汉的医疗资源状况如何”“如

何让各地物资支援及时到位”等都是节目在早期着重关注的部分。而疫情研究和防疫措施需要

的是第一线的患者情况和病例检测出的相关数据，因而节目将向专家询问最新研究进展和询问

患者情况进行高度关联，引导服务大众科学分析当前情况，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

图 4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武汉地区防疫”议题关联

Figure 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pic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 Wuhan”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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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疫情研究和防疫措施致力于解决非武汉地区的输入性风险和复工复产压力。在非武汉

地区防疫议题方向中，防疫措施的议题共计 36 个、复工复产的议题共计 13 个、疫情研究的议

题共计 12 个、病例检测和输入性风险的议题分别是 9 个和 8 个（见图 5）。武汉的“封城”措

施使病毒的传播范围和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控制，非武汉地区的疫情情况与武汉地区相比较为乐

观，因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浙江省），复工复产需要解决的相关事宜较为早的进入了

议程。而一些与境外联系较为密切的地区则需要面临的是境外的输入性风险，在疫情报道中后期，

甘肃、黑龙江、吉林分别被节目关注 1 次（见表 1），对输入性风险的防范也成为国内疫情得

到基本控制后的重要问题。在这基础上的疫情研究和防疫措施的开展和执行，使得公众能够抓

住非疫情地区疫情发展的主要矛盾，并了解规律、理性思考。

图 5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非武汉地区防疫”议题关联

Figure 5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pic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 non-Wuhan areas”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表 1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非武汉地区防疫”议题关注的地区及次数

Table 1  The areas and time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 non-Wuhan areas” paid attention to by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地区 浙江 湖北 重庆 湖南 河南 甘肃 黑龙江 吉林
次数 5 4 1 1 1 1 1 1

（5）对外援助合作、对内保障同胞，是我国对国外疫情研究后的综合举措。在国外疫情的

议题方向中，疫情研究的议题共计 39 个、援助和合作的议题分别是 34 个和 24 个、留学生、同

胞和回国议题分别是 14 个、11 个和 10 个（见图 6）。从关注的国家及地区分布来看，美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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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分别关注 3 次，塞尔维亚金额英国分别关注 2 次，其余 14 个国家及地区分别关注 1 次（见

图 7）。中国在基本控制国内疫情后，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疫经验并派出

多支救援队伍为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帮助。同时，对同胞的保障是中国关注国外疫情的另一

个重要目的，确保同胞的生命安全是中国大使馆的重要职责。

图 6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国外疫情”议题关联

Figure 6  Association of topics on “Epidemic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图 7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国外疫情”议题关注的国家及地区次数

Figure 7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ncerned about the topic of “epidemic abroad”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6）以居民为中心是社区管理工作的重点和压力所在。在社区议题方向中，居民的议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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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7 个，工作压力的议题共计 12 个、排查的议题共计 10 个（见图 8）。社区网格化管理在此

次抗击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社区管理的核心落实到的是每一个居民，为每一个居民提供生

活保障以及心理等方面的支持是社区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而数量众多的居民和繁杂的工作也

为社区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节目侧重从居民生活和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压力出发，

向公众展现出了基层工作的艰辛，以期理解和支持。

图 8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社区”议题关联

Figure 8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topics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7）师生安全、高考备战是教育部门制定措施的出发点。在教育的议题方向中，开学的议

题共计 15 个、高考的议题 13 个、返校抗疫和学校抗疫的议题分别 8 个、心理和网课的议题分

别 5 个（见图 9）。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此次疫情在国内爆发在上半年，处于高考冲刺阶段，

对师生的身体和心理保障也是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节目从政策出发，沿着主体保障的线索，

为公众及时解读政策、厘清问题。

图 9  1 月 15 日—5月 19 日《新闻 1+1》“教育”议题关联

Figure 9  Correlation of the “education” topics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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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访对象分析

1 月 15 日—5 月 19 日期间，《新闻 1+1》节目每一期的采访对象数量在 1-5 位之间，绝大

多数在 1-2 位，且采访对象的职业在多元分布下也有清晰的集中（如图 10）。

（1）明晰官员职责，树立政府形象。从采访对象职业及数量统计图中可以看出，对政府官

员的采访共计 49 次，占总体的 32%。疫情期间的管控措施关乎人民的生命健康，而管控的实施

主体是政府部门。对政府官员的采访，有助于帮官员理清职责所在，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也

使受众知晓该从何处采取民主监督。

（2）聚焦医务工作，理解医务压力。从采访对象职业及数量统计图中可以看出，对医务工

作者的采访共计 33 次，占总体的 22%。此次疫情，医务工作者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其工作压力

巨大。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可以补充受众基于此的认识，理解医务工作者，创造更为良好的医

患关系。

（3）注重专家解读，打开专业视角。从采访对象职业及数量统计图中可以看出，对国家及

地区卫健委专家的采访共计 22 次，占总体的 14%；对中国疾控中心和相关院士的采访也分别占

到了总体的 7% 和 9%。专家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他们的解读往往严谨、正确。在疫情较为严

重时，社会中往往充斥谣言，对专家的采访可以对谣言起到有效澄清作用，同时也为受众提供

了更为科学的思考。

（4）多元参与，拓宽视野。从采访对象职业及数量统计图中可以看出，节目对其他采访对

象的采访共计 49 次，占总体的 32%，他们之中包括学校校长、前线记者、企业经营者、院士等。

选取他们作为采访对象，通常是由于要达到节目的时效性、反应社会热点，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为受众提供了及时的专业分析，拓宽了公众视野。

图 10  《新闻 1+1》1月 15 日—5月 19 日采访对象身份及数量

Figure 10  Identity and number of intervievents in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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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1+1》节目的议程设置效果分析

（一）引起受众注意程度与激发受众获取程度

由于影响受众态度和受众行为的数据收集难度较大，因而此处的节目效果分析局限于引起

受众注意力程度和激发受众获取程度的分析，根据《新闻 1+1》官方微博 2020 年 1 月 15 日—

5 月 19 日每期节目的数据（播放量、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收集和整理（见图 11、图

12），可以看出节目具有以下两点效果。

图 11  《新闻 1+1》官方微博 1月 15 日—5月 19 日节目的平均播放量

Figure 11  Average number of broadcasts of the official microblog of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图 12  《新闻 1+1》官方微博 1月 15 日—5月 19 日节目的平均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

Figure 12  Average number of thumb up, number of comments and number of reposts of the 

program on the official microblog of News 1+1 from January 15 to Ma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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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期节目都能引起部分受众的注意，但引起受众注意的弹性较大。从节目的播放量、

点赞数、转发数来看。武汉和非武汉地区防疫、防疫措施、病毒研究、医务工作的议题引发了

较为广泛的受众关注，特别是对武汉地区防疫和防疫措施议题关注程度尤其显著，但其余 7 个

议题引起受众注意程度较低。

（2）激发受众获取程度一般，激发程度的弹性较小。从公众对于关键词“新闻 1+1”的检

索次数（见图 13）和节目的评论数来看，节目对受众的激发程度基本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且程度处于一般水平，虽然信息引起了受众的注意，但信息对受众所产生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

图 13  关键词“新闻 1+1”的搜索指数   来源 : 百度指数

Figure 13  Search index of keyword “News 1+1” Source: Baidu Index

（二）媒体和公众认知网络对比分析

根据《新闻 1+1》官方微博 1 月 15 日—5 月 19 日每期节目的数据（播放量、点赞数、评论

数、转发数）收集和整理，本文简要分析出公众的认知网络模型（见图 14），通过与媒体网络

议程设置模型（见图 1）对比，可以分析出以下两点。

图 14  公众认知网络模型

Figure 14  Public cognition network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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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众对非武汉地区防疫议题和防疫措施议题的认知强度与媒体的网络议程设置较为一

致。在受众认知网络模型中，对防疫措施议题和非武汉地区防疫议题的认知强度较高且分别处

于认知强度第二和第三的位置，这与媒体网络议程中对这两个议题的强度与关联性的设置较为

一致。

（2）受众对国外疫情议题和病毒研究议题的认知强度与媒体的网络议程设置不一致程度较

高。在受众的认知网络模型中，对国外疫情议题的认知强度较低，而在媒体的网络议程设置中，

对其的设置强度较高，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医务工作议题。此外，媒体对于病毒研究议题的网

络议程设置强度较低，而受众对于该议题的认知网络强度较高，位于第四位。

四、对《新闻 1+1》节目网络议程设置的现实反思

（一）议程设置的框架僵化

2020 年 1 月 15 日到 5 月 19 日，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新闻 1+1》每期节目都会从当

天或近期的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事件中进行选题，这使得节目在早期获得了较为良好的口碑。

防控措施、国内的地区防疫议题都给受众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消息。此外，经济议题、病毒研究

议题也受到了公众较大程度的关注，节目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从衣食住行等多角度提供

信息。

但是，对社区议题、教育议题呈现出议程设置僵化、单一的问题。特别是在社区议题中，

对居民保障问题的集中设置，导致对社区工作者工作难度、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效率等问题有所

忽视。而在教育议题中，对高考议题、心理议题有着集中设置，但是忽略了高考以外的广大师

生的情况，这些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

（二）传播内容的过度重复

节目在疫情期间的报道中，采访对象集中在高级别的医疗专家、学者院士，从科学的角度

为公众提供专业的知识。但由于专家学者所秉承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对问题的回答时常保

守和慎重，然而公众对病毒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往往充满期待，因而受众会因为采访对象过于审

慎的回答而产生抵触情绪。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传受双方共同造成的。一方面，由于节目的严肃性质和专家学者的职业

要求以及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受众对于安全的迫切性需求。针对此问题，

媒体需要通过长期的影响使公众具备更高的科学素养，同时对节目问题的设置和采访对象的多

元安排也可以为这一现象带来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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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效果的测量手段有限

节目的观众反馈信息局限于收视率、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这些数据往往只能分析出

受众对节目的注意和信息获取的相关内容，但对于深入分析节目对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影响仍有

很大程度的困难。

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拓宽公众的反馈渠道，让受众自觉反馈信息会带来事半功倍的

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需要进行长期的受众调查，显然这对于专业素养有一定的要求，但态度和

行为的影响往往需要长期的实证研究才会挖掘出具有较高信度的数据。

五、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 1+1》节目代表主流媒体为公众在信息嘈杂的境遇下提供了真

实可靠的信息和知识，其坚守在疫情报道的前沿，提问往往尖锐而全面，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件

的新闻评论报道提供了正面的经验指导。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 1+1》节目的数

据收集和整理，在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其节目议题、采访对象、传播效果等方面

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网络议程设置进行现实反思，得出节目议程设置框架僵化、传播内

容过度重复、传播效果测量手段有限等结论。但仍需指出，该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由于

影响受众态度和受众行为的数据收集难度较大，因而节目效果分析局限于引起受众注意力程度

和激发受众获取程度的探究，从而缺乏一定的长期传播效果研究成果的支撑。期待后续相关研

究能够在总结经验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充实理论支撑、完善研究方法，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