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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灾难报道中媒体的心理抚慰功能
!

牛新权!刘京林

摘要! 媒体的灾难报道不仅具有传播信息! 提供知识! 舆论监督的传统功能" 还具有心理抚慰功能# 随着救灾

工作的进展" 灾难报道可以在三个阶段发挥其心理抚慰功能$ 初期主要体现在信息的透明! 及时和全面" 借以消除

受众因信息缺失所导致的恐慌情绪% 中期主要体现在通过有效的舆论引导安抚人心" 构建心理援助和支持的平台%

后期主要体现在对灾难的反思与心理重建" 弘扬坚韧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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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新闻界而言! $##& 年无疑是灾难新闻报道发展历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无论是年

初的南方冰冻雪灾还是五月的汶川大地震! 经过媒体的记录在国人的记忆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尤其是后者对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抗震救灾报道中! 国内媒体在报道规模#

报道理念# 报道深度# 信息透明和新闻时效以及传播效果方面!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被公认为

是对传统灾难报道模式的重大突破" 从媒体功能方面来看! 媒体在灾难报道中传播信息# 提供知识#

舆论监督的传统功能得以具体展现! 特别是媒体的心理抚慰功能在特殊的情境下得到了空前的放大和

凸显! 实现了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表达" 时过境迁! $##& 年内发生的重大灾难性事件虽已经成为了历

史的记忆! 但是现代社会潜在的风险特质决定了在未来社会生活中依然还会有天灾人祸发生" 例如!

$##' 年 (")" 流感疫情的爆发! 就又一次在全球引起恐慌" 当前在灾难性事件全球频发的形势下! 分

析和总结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心理抚慰功能对我国灾难救援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媒体心理抚慰功能的内涵

灾难性事件除了对人类社会造成直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之外! 还会对社会心理造成破坏性冲击!

并进而形成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的解决需要进行危机干预! 除了专业的心理救援人员从事危机干预之

外! 大众传媒在进行灾难报道时也能体现出心理抚慰的作用"

!一" 心理危机与危机干预

心理危机和心理干预带有因果性质! 因为存在心理危机所以需要进行心理干预" 心理危机主要指

个体所处的紧急状态对其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心理危机 $是一种认识! 当事人认为某一事件或境

遇是个人的资源和应付机制所无法解决的困难" 除非及时缓解! 否则危机会导致情感# 认知和行为方

面的功能失调"%

&"'

$# 世纪 *# 年代中期! 心理学界开始对心理危机和心理干预进行系统研究! 并有心理

学者 (+,-./0.1! "'2%) 提出了心理危机干预理论" 该理论认为! 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保持一种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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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状态! 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平衡和协调! 当出现重大事件或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并使个体感到难以

解决时! 正常的生活受到干扰! 内心的紧张不断积蓄! 继而出现无所适从甚至思维和行为的紊乱! 进

入一种失衡状态! 这就是危机状态"

&$'危机的出现是一种心理反映! 是个体意识到某一事件或情景超出

了自己的应付能力! 而不是个体所经历的事件本身"

危机干预指对处在心理危机状态下的个体采取明确有效的措施! 使之最终战胜危机! 重新适应生

活" 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目的一是避免自伤或伤及他人! 二是恢复心理平衡与动力"

&3'有效的危机干预

是指帮助人们获得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得到可能的基本需要的满足! 缓解乃至稳定由危机引发

的强烈的恐慌# 恐惧# 震惊或悲伤的情绪! 恢复心理的平衡状态! 对自己近期的生活有所调整! 并学

习到应对危机有效的策略与健康的行为! 增进心理健康"

!二" 媒体心理抚慰功能的基本内涵

媒体心理抚慰功能是指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或与心理救援相关的专题报道设置议程! 通过运用版面

组合# 声画处理# 节目选题等语言修辞和传播策略! 对受众实施心理安抚! 消解受众的恐慌# 焦虑情

绪和不安全感! 恢复其受到破坏性冲击的心理平衡" 心理抚慰可以看作是危机干预的一种常见形式!

或者说是对危机干预的一种通俗理解" 心理抚慰又可以分为个体心理抚慰和媒体心理抚慰! 前者的实

施主体主要是心理咨询专家! 这类心理抚慰可以称作专业的心理抚慰" 而后者则主要是由媒体来实施!

通常被称为媒体的心理抚慰"

相对于专业的心理抚慰! 媒体心理抚慰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 从接受对象来看! 媒体心理抚慰针

对的是受众! 是非特定的接受对象+ 专业心理抚慰针对的是遭受心理创伤的个体! 是特定的接受对象"

其次! 从实施主体来看! 媒体心理抚慰的实施主体是媒体工作者或者由心理专家通过媒体实施心理安

抚+ 专业心理抚慰的实施主体是心理咨询工作者" 第三! 从影响方式来看! 媒体心理抚慰的影响方式

是通过新闻报道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受众! 具有公开性+ 专业心理抚慰是心理咨询专家通过专业的干预

策略直接作用于干预对象! 具有私密性" 第四! 从传播形态来看! 媒体心理抚慰主要是以大众传播为

主! 兼有以热线电话形式的人际传播+ 专业心理抚慰主要是以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为主"

二! 灾难报道中媒体心理抚慰功能的体现

抗震救灾期间! 胡锦涛主席在灾区看望一位灾民时说* $我们不仅派了军队来救灾! 下一步还会安

置好你们的生活! 帮助你们重建家园"% 这句话清晰地表述了抗震救灾的三大阶段! 即救护阶段# 安置

阶段和重建阶段" 相应地! 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一般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初期的灾民救助报

道# 中期的灾民安置报道和后期的灾区重建报道! 媒体的心理抚慰功能也主要体现在这三个阶段中"

灾难报道初期的心理抚慰功能主要体现在信息的透明# 及时和全面! 借以消除受众因信息缺失所导致

的恐慌情绪+ 灾难报道中期的心理抚慰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有效的舆论引导安抚人心+ 灾难报道后期

的心理抚慰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灾难的反思与心理重建! 弘扬坚韧的民族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灾

难性事件对灾区民众心理无形的伤害更甚于对其身体的有形损伤" 因此! 有心理专家呼吁! 在救灾过

程中救灾工作应与心理援助同时展开" 无论是在救灾初期# 中期还是后期! 大众传媒都应该关注灾区

民众的心理创伤! 而且要落实在具体的报道中! 在进行灾难性报道时充分发挥自身的心理抚慰功能"

!一" 信息透明# 消除民众恐慌和焦虑情绪

灾难性事件发生时! 受众的认知平衡被打破! 出现强烈的信息饥渴" 灾难性事件所导致的恐慌情绪

正是由于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 信息的增多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 及时全面的信息发布有利于提供

对当前形势发展的判断! 从而起到消减恐慌情绪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 媒体需要迅速报道灾情! 在第

一时间内将真实信息向社会公开! 全方位# 多角度地报道! 尽量满足受众对突发事件信息的需要! 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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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受众的知情权" 保持信息的透明还可以及时制止谣言的传播! 降低人们因为信息不透明所带来的不

安全感"

在救援初期! 受众最为关心的是灾区人员的状态" 一方面是死者# 伤者的客观信息! 包括数据# 伤

情# 地理分布# 年龄分布等等+ 另一方面也关心救援队伍的救援状态! 如人数# 挺进路线# 专业技能

等等" 这一阶段的灾难报道! 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纯客观性信息! 这部分信息大多与救人有关! 比

如部队# 政府# 医疗队# 志愿者# 企业如何行动! 以及灾区的地质# 交通# 天气# 通讯# 电力情况等"

另一类则是情感性信息! 尤其是灾难现场的废墟与亲人的眼泪以及勇敢救人的救援大军场面" 这些画

面被卫星迅速传输! 不仅鼓舞着全国人民的士气! 同时对受众也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安抚" 汶川大地震

发生后温总理飞往成都! 落地 "# 余分钟! 央视即播出了 ,温家宝总理赶赴四川灾区! 在专机上发表重

要讲话- 的新闻" 全国各级各类媒体中有关灾区的消息更是铺天盖地* "% 万解放军# 武警官兵# 消防

战士向灾区覆盖! "# 万志愿者向灾区集结! *# 多支心理援助队伍赶赴灾区+ 全国各地救援物资源源不

断向灾区输送" 媒体传播灾区信息的空前透明程度! 及时全面的信息更新速度! 极大地安抚了民众恐

慌和焦虑的情绪"

例如!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大地震动! 人们纷纷逃离高大建筑物" 仅 $$ 分钟后! 广播里传

出一个声音* $这里是成都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主持人孙静! 刚刚发生了地震!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请

千万不要害怕! 更不要慌张..% 显然! 孙静是擅自回到余震不断的电台直播室! 以一个媒体人的本

能! 向惊魂未定的数百万成都人开始了直播"

&%'从 "$ 日 "%4*# 开始! 在此后持续不断的近 $# 个小时中!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向人们报道地震动态! 传递交通信息! 报告群众安危的消息" 当晚! 孙静的呼唤!

使近千人连夜排队献血! 以至第二天! 血液中心不得不向前来献血的市民解释库存已饱和! 请预约登

记+ 也是孙静的号召! 成都 "### 余辆出租车连夜赶往成都近郊都江堰市! 载回数千灾民和伤员" 孙静

的播音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恐慌的成都市民" 在抗震救灾前期报道中! 全国媒体总动员! 激情喷涌"

电台电视台 $% 小时滚动直播! 报纸期期出专刊! 网络信息随时更新# 手机短信铺天盖地! 信息的空前

透明! 使得受众不论在何时何地! 总能找得到一种传播渠道! 获取最新信息! 心系灾区民众安危"

相关研究和事实都证明!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准确# 及时的信息提供! 可以大大降低幸存者和受影响

民众的恐惧感和焦虑感! 只有真实的信息走在谣言的前面! 才能让社会恐惧降到最低! 更有利于救援

效率的提高"

!二" 舆论引导# 构建心理援助和支持的平台

当灾难性事件爆发! 灾害降临的时候! 人的心理状况和意志力是抵抗灾害# 战胜灾害的有力保证"

许多研究表明! 大多数人在面对灾害突然发生时都有可能产生害怕# 担忧# 惊慌和无助等心理体验!

但过分的恐慌# 焦虑# 不安# 紧张的情绪和过度的担心会削弱人们身体的抵抗力! 降低人们应对灾害

的心智水平" 此时! 媒体的舆论引导就显得格外重要" 新闻媒体需要通过议程设置# 提前介入等方式!

以大量积极# 正面的新闻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传播乐观情绪! 舒缓社会压力" 作为大众传媒!

在救灾报道中应该加强正确的舆论导向! 弘扬社会正气! 在危机时刻引导舆论# 鼓舞斗志# 振奋精神"

在救灾报道的选题上要从平民视角出发! 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 以鲜活的现场作为评论素材充分发挥

新闻评论的影响力! 引导与动员社会各界帮助受灾地区和灾区群众共渡难关" 同时要配合政府发布信

息! 动员公众积极参与! 利用媒体资源构建心理援助和支持的平台! 有效引导舆论! 安抚受灾群众"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 心理危机是受灾人群经常出现的现象! 与生命救助同等重要的是精神安抚和

心理援助" 在灾难报道中期! 利用大众媒体向灾民介绍心理应激和心理健康知识! 以及应对灾难的有

效方法! 这本身就是对灾民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抚慰" 媒体要在第一时间报道党中央# 国务院的抗

灾救灾部署以及抗灾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 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 开设特别节目为受困群众搭起排

忧解难# 释疑解惑的互动平台! 及时报道心理干预专家在灾区开展心理救援工作的情况等" 例如在

$##& 年初的冰冻灾害报道中! 中央电台在覆盖全国的 $中国之声% 推出全天不间断特别直播节目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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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守望!风雪同行-! 全力关注被阻滞于公路上的司乘人员和群众! 实施心理援助" 这个特别直播节目

有很多创新之处! 成功地运用新闻# 专题# 艺术# 技术等多种手段创造出最佳的传播效果" 比如! 节

目用多种方式滚动播出温总理通过中央电台向全国人民拜年的报道! 令人热泪盈眶+ 主持人合唱的

,相亲相爱一家人- 不断地传递着温暖! 感人至深+ 把心理医生请到直播间为受困群众作心理辅导等"

这些节目形式和内容充分地体现了大众传媒的心理抚慰功能"

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 央视直播节目 ,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始终体现出坚持物质技术救灾报道

与心理援助相结合的传播策略! 使其充溢着强烈的人文精神" 譬如 $##& 年 * 月 "$ 日下午! 温家宝总理

在赶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的专机上发表重要讲话! 号召灾区人民保持冷静# 坚定信心# 树立勇气+ 直

播中还出现了总理在救援一线喊话要求幸存者坚持住! 一定救他们出来的画面+ 还有总理多次在灾区

看望小孩并动容流泪的场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专家栾文忠作为嘉宾在央视直播! 当谈到

灾后心理救助的问题时说* $现在! 全中国最好的心理咨询师是温总理! 他走到哪儿! 哪儿的人心就安

定下来"%

&*'此外! 大量心理专家走入直播室! ,灾后心理干预- 等专题节目的开播! 为抚慰灾区受众的

心灵# 传播正确的心理疏导方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心理重建# 彰显民族精神和人性光辉

灾难性事件巨大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和物质的经济损失! 更为长远深重的

影响表现在灾民的心理和精神方面" 相对于物质重建! 重树灾区干部群众的信心和希望尤为重要! 它

关系到灾区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灾难报道后期! 反映灾民重建生活的热情和积极投入生产自救的行动!

彰显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 弘扬中华民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核心价值观! 传递信心和希望以重

建民众心理! 应该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议题" 灾后重建报道要以科学理念# 人性视角和民生情怀为指

导! 要富有感染力# 亲和力! 从多角度# 多侧面反映民生民情! 全面呈现灾区重建的生动画卷! 发现

灾难中人性美的光辉! 传递信心和希望! 激发人们重建美好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有研究者认为! 经历灾难的一般民众! 心理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是灾难发生后数小时至数日

间的麻痹期! 灾民应激反应强烈! 处于麻痹状态+ 第二是发生数日后到数周之后的人道期! 由于救援

者众多! 灾民对受灾生活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有重建生活的积极姿态+ 第三是灾难发生数月后至一年

余的幻灭期! 媒体关注度减弱! 救援者及救援物资减少! 灾民开始感受孤独# 无奈# 幻灭! 甚至出现

自杀现象"

&2'灾区重建阶段正处于灾民心理变化的幻灭期! 媒体这个时候应该增加更多关于危机干预机

构# 危机救助措施方面的报道! 增加帮助人们认识心理应激基本常识的相关报道" 媒体的灾难叙事基

调需要由前期和中期的激扬悲壮升华为理性与冷静! 报道侧重点由对灾情与救援安置情况的关注转移

到必要的心理救援方面! 更多地从心理角度关注受害者和救援者的精神世界" 比如! 让更多人了解恐

慌# 焦虑# 自责# 后悔等情绪都是灾难之后正常的心理反应! 不要因此而产生新的恐慌和焦虑! 指导

人们正确应对个人的心理危机" 同时! 媒体也要多报道那些经过心理援助和自身努力战胜心理危机!

勇敢面对现实生活的普通灾民的心路历程和感人故事! 激励和鼓舞更多受灾群众从失去亲人和家园的

精神痛苦中真正解脱出来! 帮助他们驱除心理阴影! 引导他们勇敢面对现实! 激发他们重建生活的信

心和勇气"

例如! ,成都晚报- 在抗震救灾期间 (* 月 "2 日到 2 月 "3 日) 开辟心理专栏! 陆续刊登 ,心理援

助 我们准备长跑-# ,不管丈夫是生是死 我只想完成他的 $遗愿%-# ,地震中大爱做 $心药% 抚平女白

领灾后心乱-# ,音乐快慢 $牵引% 情绪 流泪少年露出笑脸-# ,高层建筑业主接受心理安抚-# ,地震

后要进行自我心理调整-# ,抚平心理创伤 $" 专家跨国来川-# ,用爱温暖孩子 让心不再恐惧-# ,专家

心理催眠 抹掉志愿者恐惧记忆-# ,心理专家本报接热线* 唤醒孩子高昂的斗志-# ,说出焦虑 婆婆重拾

生活的信心- 等一系列报道! 通过人们身边的案例安抚民众心理! 直接体现了媒体的心理抚慰功能"

还有四川当地的 ,成都日报-# ,成都晚报-# ,成都商报- 等几家媒体! 报道了 ,彭州 今起看电视上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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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课-# ,十天 $心绿荫% 抚慰上万市民-

!

# ,不给政府添负担 老板应聘当司机-# ,一切有政府照顾 放

心去打工吧-# ,国庆节! 请吃我们种的金针菇-# ,遮阳伞下 都江堰股民继续炒股-# ,"3 年前我一无

所有 现在不过是从头再来-# ,为了那些欢笑 风雨无阻送电影-# ,以抗震救灾精神加快恢复生产和灾

后重建-# ,向恪守职业精神的平凡人致敬-# ,危急关头 冲进教室疏散百余人-# ,大地震一月祭 网上

纪念馆百万人哀悼- 等新闻! 通过对灾区普通民众坚韧不屈精神的褒扬! 激发人们重建生活的信心和

勇气! 对安抚民众心理和传递希望有很大作用"

网络媒体对民众的心理重建也不遗余力!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网# 央视国际# 新浪网# 搜狐网#

中华网# 腾讯网等国内各大网站! 在与传统媒体共同进行救灾报道的同时! 还利用网络传播优势! 纷

纷建立汶川大地震网上纪念馆! 供网友为地震中遇难的同胞献花# 留言和撰写诗文寄托哀思! 以深切

哀悼遇难同胞" 这些网络纪念形式对遇难同胞家属是一种心理抚慰! 对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全社会力

量携手同心# 共建家园也有很大帮助" 央视 ,心理访谈- 栏目制作播出了系列节目 ,关注地震发生后

的心理救援-! 随后又陆续推出特别节目 ,重建心灵家园- 系列" 该系列节目遵循灾难发生的三个阶

段! 有针对性地播出! 如第一阶段关注幸存者和救援者! 第二阶段在灾后 " 到 $ 个月! 重点关注有失去

亲人# 丧失肢体的灾区幸存者! 运用心理学知识帮助他们恢复自我认知和行为能力" 第三阶段! 灾后

半年! 关注所有经历地震的人! 抓住典型人物! 重点报道心灵重建的成果! 体验他们的心路历程" 这

些系列节目也都充分体现了电视媒体在灾区重建阶段的心理抚慰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 信息透明# 舆论引导和心理重建在灾难报道的三个阶段虽然有侧重点的不同! 但并

非截然分开! 而是在每一阶段都有体现" 信息透明才能更好地进行舆论引导! 有效的舆论引导才能更

好地促进心理重建! 三者有机的结合才能全面地体现媒体的心理抚慰功能"

三! 结!!语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 媒体介入是重要的社会干预手段" 现代社会传媒的发达及其无孔不入! 使得沉

浸于媒体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之中的受众对灾难性事件能够感同身受! 并进而造成灾难性事件对社会心

理破坏性冲击的普遍性! 这就需要媒体发挥其心理抚慰功能"

相对于财产的损失和身体的损伤! 灾区民众的心理创伤具有时间的持久性和潜伏性! 心理创伤的

恢复和弥合不仅需要专业心理工作者的努力! 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爱! 尤其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

传媒! 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大众传媒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集中性# 连续性和

广泛性! 而且也是受众关注的焦点" 通过新闻报道和专题报道可以对更多的受众进行心理抚慰! 在潜

移默化中逐渐消除受众显性的和隐性的心理危机! 恢复其心理平衡" 在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现代社会!

灾难性事件已是不可回避的议题! 发挥灾难报道的心理抚慰功能尤其需要传媒业界和学界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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