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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群体对食品安全信息的认知以及科学传播策略初探 

——以重庆大学大学生为例 

万凌云 桑超凡 李晓锋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新媒体的发展为食品安全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如今食品安全谣言已居谣言榜首，对人们的生活造

成了极大的困扰，毒害了大众舆论环境，这对政府、媒体、科技界、产业界等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杠课题组从大

学生群体入手，运用文献分析、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大学生群

体对食品安全信息的认知情况以及此群体倾向的信息传播策略。最后从食品安全信息需求的强化、传播主体的确定、

传播渠道的把握、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与技术化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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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博、微信、论坛等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土壤，食品安全谣言己居于网络谣言首位[1]。农夫

山泉不如自来水?献血有害健康?牛奶致癌?转基因大豆致癌?被催熟的果蔬都对人体有害?等等这些关于食品安全的谣言困扰人

们的生活选择，毒害了大众舆论环境，急需采取相关措施，制止相关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食品安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谣言传播增加了群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影响人们的生活品质，增加

了食品市场的不稳定性。 

信息真空往往造成信息误读和消解，给了食品安全信息谣言大行其道的机会，这往往会进一步促进假消息、空消息的传播，

甚至助长了某些食品商家的恶意竞争。以此深入展开食品安全的正确舆论导向，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谣言传播预防机制，完善食

品安全信息传播偏离主观预期轨道和客观规律时的应对措施，加强食品安全谣言传播的预防和救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另外，大学生群体是网络主体之一，有自身对信息传播的偏好。通过研究调查，明确大学生群体对食品安全信息倾向的传

播策略，有助于大大提升其知识储备，提高抵抗谣言的能力。另外，大学生群体大都是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学习方法、

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群体。在他们中传播正确的食品安全信息观，有助于带动其他群体抵制食品安全的谣言。发挥大学生群体意

见领袖的作用，助力于良好健康的舆论环境的营造。 

1 大学生对食品安全信息的认识现状 

本次针对重庆大学学生各年级进行问卷的发放，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问卷 182 份，回收率为 91%，经分析有效问卷为

175份，有效率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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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回收结果男生与女生比例为 49.32%:50.68%。 

1.1了解情况 

通过问卷中对 10 项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知识的提出，大部分同学知道 3-5 个相关知识，占总体的 30%-50%，另外在问卷 2 中

20个问题的提问中平均率达 40.96%的疑问选项选择率，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与食品安全信息知识的了解情况还是相当匮乏的。 

1.2辨识能力 

 

在对问卷中的 20 个问题的正误选项统计分析后，可见正确率的平均值达 37.65%，错误率的平均值达 21.39%以及疑问率的

平均值为 40.96%，并且问题的错误率明显高于正确率。由此可见，大学生对食品安全信息有一定的判断力，但是对于其了解还

是很少，存在拿捏不准的现象。整体上，对食品安全信息的辨识度比较差。 

1.3传播情况 

对于食品安全的信息，大都不查证，不传播，而查证后传播的数量较少当获取食品安全类的谣言，大都不会查证其出处，

看看就算了。而当看到与自己有关的谣言，比如自然灾害类的则会加以思考。 

由此可见大学生，对于与其自身相关的信息会加以思考和查证，而当一般类食品安全信息则往往看过且过，对于获取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没有过多的追求。在食品安全信息谣言的传播方面，他们往往是不知谣、不传谣。 

1.4信息获取情况 

大学生主要从网络获取信息，而报纸杂志、电视等则相对较少，并且主要以文字的形式获取科普知识，视频次之，而书籍、

游戏则寥寥无几。 

大学生对专门用于辟谣的网站了解很少，69%都是“不知道”的答案，另外知道的辟谣网站主要是果壳网、食品安全监管局

官网、知乎、科学松鼠会、贴吧等等。其中有些答案并不是正确的，由此可以对于专门辟谣网站地址知晓的缺乏，导致很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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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使得大学生求索信息不得的苦恼。 

2 大学生对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的倾向 

2.1倾向的传播主体 

绝大部分大学生都希望政府以及官方媒体能在第一时间辟谣。因为政府、媒体是权威的象征，拥有公信力，群众对其有依

赖意识。 

从“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2]的理论出发，当政府和媒体在第一时间将信息进行披露时，需要扩大各个渠道的影响力，

尽可能地减少谣言的危害范围，那么政府需要和网络上的一些意见领袖达成协同，获得意见领袖的帮助。有时，甚至需要意见

领袖优先发出相关消息，然后媒体政府进而强化消息的准确性与官方性，从而达到更好的辟谣效果。 

2.2倾向获得信息的渠道 

大部分大学生希望通过网络为主电视为辅的渠道，获取相关信息。由于网络是大学生接触信息的主要方式，通过网络可以

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得信息。 

2.3倾向的传播形式 

从回答的问卷来看，大部分受访者提出了视频、游戏、电视专题节目、线下宣传的方式进行传播。 

大学生群体青睐的信息传递与授受方式不再是单一的文字或者老师的讲课，在日常生活中的游戏、视频、动画等如果能有

效地、合理地穿插相应的知识内容，对于大学生群体甚至其他群体的知识储备都有极大的作用。 

3 结论 

l)大学生对食品安全信息的认知与求知欲薄弱，传者需抓准切入点。 

大部分学生对食品安全类信息尤其是与自身情况关系不大的信息，兴趣较小，对于其真实性，不愿意深入探究。那么，当

其遇到相关的谣言时，容易导致其对谣言的抵抗能力小，很容易受到其影响。 

但是，安全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每个人都会对自身的安全与否极度关注。从问卷中也可以看到大学生对于自身相关

的信息还是会进行一定的思考。那么从有关切身安全需求信息的角度切入，在传播中加强对食品安全信息重要性的陈述，加强

人们对知识的注意力和关注度，利用网络传播多媒体融合的方式，结合动画、视频、图表等形式，则可以很好地引起其兴趣帮

助其记忆与运用。 

2)大学生倾向于也主要从网络获取食品安全类信息，传者应优化创新网络传播方式。 

在校期间，大学生主要接触的媒体是网络，并从中获取大量的信息，手机甚至成为大学生不离身的移动媒体。大学生主要

从网络中获取信息，也熟悉和倾向于网络传播方式。然而，网络是个多样性、信息混杂的场所，要保证正确信息的有效传递、

网民知识储备的日益增长、保证谣言的抵挡和破除力度，则需要相关食品安全信息传播部门把握好网络的传播渠道，占据主要

地位，利用微博、微信、官方网站等进行大范围地扩大正确信息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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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样性食品安全信息传播方式受到亲睐，提升植入安全知识的技术水平。 

大学生提到在视频、科学实验、游戏、专家讲座、校园宣传等方式中融入相关食品安全知识的传播，而不是单一在在网络

中以文字的形式，进行传播。 

在对大学生群体的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中，传播者应当注重结合线上线下双重奏效，从线上的活泼有趣到线下提问与解答

的亲近，从点对点的新闻推送功能，点对多的专家论坛、视频制作、新闻等方式进行。 

4)政府、媒体应及时辟谣，确保正式渠道的畅通。 

政府、媒体是辟谣、传播信息的最具公信力以及权威性的主体，平时应创造政治宽松、信息透明的社会环境，注重关注网

民舆论，及时平息矛盾，最主要的是从社会矛盾的根源出发。另外，当涉及重大事件的谣言产生时，政府、媒体应及时跟进，

保证正式传播渠道的畅通，增强信息的透明度，证实谣言的虚假性，配合一定的法律手段，依法打击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同时，应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他们熟练运用网络语言，有自己的传播渠道和一定的影响力，并且对专业领域的知识

有一定的掌握。 

由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提出的谣言公式，在传播学者克罗斯发展后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 x(事件的)模

糊性-公众批判能力。[3]通过使用科学的传播策略，加强大学生群体对信息的储备，拥有抵抗谣言的能力，加之政府、官方保持

畅通的信息环境，从而杜绝谣言滋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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