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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媒体的报道直接影响受众对此事件的认知。由此，基于大数据

分析方法，收集了学习强国“抗疫英雄谱”专题报道中的719篇新闻专题报道，通过数据挖掘和处理，

构建了一个14万词次的“抗疫英雄报道语料库”。基于媒介形象系统论和语料库语言学理论，通过对该

语料库文本数据的分析，建构出抗疫英雄的媒介形象。研究表明由于媒介形象对受众价值取向具有引领

作用，英雄形象的报道和谱写对抗疫具有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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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fighting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media reports influence audience’s perception of the 
event directl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big-data analysis, 719 news reports from the feature “Hero 
Stories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in the “Learning Power” were collec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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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d to build a corpus of 140 thousand word tokens (i.e. Corpus of News Reports on Hero 
Stories of fighting for COVID-19). With media image system theory and corpus linguistics, hero 
image of mass media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was constructed via corpus analysis. It suggests 
that hero image has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this fighting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as the media 
image has the power to lead mass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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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19年12月湖北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以来，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1]。在党中央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全国人民都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涌现出

各种抗疫英雄事迹。媒体在跟踪报道这些事迹的过程中为受众建构了此次新冠肺炎的抗疫英雄形象，即

抗疫人员媒介形象，从而起到引领受众价值取向的作用。 

2. 研究综述 

媒介形象的概念起源于李普曼[2]提出的“拟态环境”假说。栾轶玫[3]根据该假说将媒介形象定义为

“媒介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能够吸引注意力的品相，是受众对媒介组织的印象集合……是媒介符号化的

社会体征”。本研究所指的媒介形象是指被传播者的媒介形象，即抗疫人物事迹在某大众媒介的传播下，

为受众构建出当前疫情下的“英雄人物”的形象。 
为了梳理近些年学术界关于媒介形象构建的研究，本文以“媒介形象构建”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

索，选取时间跨度从 2015 年 7 月 22 日至 2020 年 7 月 23 日，通过筛选，最终得到 5 年间学术期刊论文和

学位论文共计 87 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有关“媒介形象构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019 年，超过了

近五年所选总文献量的 1/3。根据文献互引网络分析图谱可以发现，所引文献的作者主要有法国的布迪厄

(Bourdieu, P.)和波伏娃(Beauvior, S.)、美国的费斯克(Fiske, J.)和李普曼(Lippmann, W.)、加拿大的麦克卢汉

(McLuham, M.)，以及国内的胡亚敏、李强和彭兰。这些专家学者撰写的著作或论文为本领域的经典文献。 
由于关键词体现了文章的研究核心内容，多篇文章共现的关键词中高频次关键词则体现了某一领域

的研究热点。为了了解近五年本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将检索得到的 87 篇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

图 1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从图 1的图谱中可以看到本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根据研究对象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大众媒介的研究，主要包括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新闻报道、媒体信息、媒介素养等；另一类

是对被传播对象的形象构建，包括城市形象、区域形象、医患关系、拟态环境、受众、议程设置等。由

此可发现近五年关于媒介形象构建的研究热点受日新月异的新媒体影响较大，很多学者主要集中于媒介

自身的研究，对于被传播对象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城市形象、区域形象和医患关系。在 2020 年的期刊论

文中关于疫情下媒介形象构建的论文仅有 4 篇，主要研究医务工作者或女性抗疫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却

没有对这次疫情下的所有抗疫人员的媒介形象做系统研究，由此为本研究将基于媒介形象系统论对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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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形象进行系统分析，以建构出大众媒介视域下的抗疫英雄形象。 
 

 
Figure 1. A network of co-occurring keywords 
图 1.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采用语料库的文本数据分析法展开研究。研究以新冠病毒肺炎爆发后的“学

习强国”网络平台上的专题栏目“抗疫英雄谱”(网址： 
https://www.xuexi.cn/xxqg.html?id=0865f6358ca045849d63106501ccfac9)为样本，通过筛除只有微视频或图

片而没有文字描述的报道，最终选取了该栏目自开办之日 2020 年 2 月 3 日起至 7 月 2 日五个月来的新闻

专题报道共计 719 篇，并以报道时间命名，保存该栏目每日所有的新闻专题报道内容，并文本批处理，

最终得到 145 个文档，形成了研究样本，即目标语料库——“抗疫英雄报道语料库”，总词数为 14,4385
词次。最后，借助 AntConc3.2.1w 语料库分析软件，对语料进行词频及显著搭配等测量和分析，从而探

究新闻专题报道中抗疫英雄的形象构建路径。 

4. 研究发现 

4.1. 形象特质 

根据语料库词表分析，得到表 1 关于职业身份的高频词及其词频数。根据表 1 的数据显示媒介所报

道的抗疫英雄主要围绕医护工作者这个职业展开，但是其中也涉及其他身份和角色，包括志愿者、党员、

主任、干部、专家组和院士等。再从语料库中查看“英雄”一词的词频，发现该词在语料库中只出现了

87 次，这表明新闻专题报道通过一个个事迹勾勒出其拟态环境下的英雄形象——立体的、鲜活的人物形

象，让大众通过自我构建的形式在头脑中形成该形象；而单纯冠以“英雄”头衔反而无法被大众认同。

从性别来看，“妈妈”和“妻子”这两个词的词频较高，充分体现了女性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的形象特质

以及在社会中的多重角色扮演。从报道所涉及的地域省份来看，根据语料库对各省词频的分析，除了疫

情中心地区湖北省外，还着重报道了北京、上海、重庆、湖南、广东、山东和河南等省份和地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场景和英雄事迹，从而刻画了普通劳动者的英雄形象，也体现出英雄人物形象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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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gh-frequency word lis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表 1. 职业身份高频词表 

高频词 词频数(次) 高频词 词频数(次) 

医疗队 1555 医务人员 470 

医护人员 1445 名医 385 

医护 1430 逆行者 345 

志愿者 1265 妈妈 325 

党员 1030 妻子 300 

医生 945 干部 290 

队员 830 民警 280 

同事 790 护士长 260 

护士 765 专家组 260 

居民 655 院士 220 

青年 480 队长 215 

主任 480 救援队 205 

 

除了分析语料库的词频外，通过选取部分描述人物形象的高频词的搭配和语境共现(KWIC)来分析人

物形象。通过分析发现新闻专题报道对英雄人物形象的描述趋于立体化、生活化和平民化。例如，《北

京天坛医院援汉医疗队武汉战“疫”记》的报道向大众呈现了一名医护工作者在援汉第 54 天后第一次通

过视频看到超声波中自己孩子影像后喜极而泣的样子。在关于网红志愿者“大连”的报道中，细致描述

了“大连”从意外来到武汉、害怕感染病毒到树立“大连小伙等候处”工位、成为家乡人骄傲的“网红”

这样的普通志愿者心理状态和行为变化。此外，报道还向受众呈现了诸如每日骑着电瓶车、带着小喇叭

进行“巡回”播放防疫知识的“七仙女”；身穿红马甲、头戴红帽子的“武林大妈”；拉着一辆平板车、

手执一份长长的采购清单的上海静安区的“买菜小分队”这样的普通大众的形象。这种“软化”角度和

内容的新闻速写方式淡化了大众与英雄的距离感，给受众展现了立体化的平民英雄形象，让受众认识到

英雄人物就来自身边普通人，从而实现媒介形象的引领价值示范作用，也鼓动和提升了全国人民投入抗

击疫情战役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4.2. 叙事特质 

“抗疫英雄谱”专题报道中的叙事模式呈现多样态化。在当今这个读图的时代，报道也尽可能做到

图文并茂，有的报道甚至以图片形式诠释整个故事。由于每张图片都会注释摄影日期，因此根据“摄”

这个高频关键词的词频可发现，在被选取的具有文字内容的 719 篇报道中，共包含了 1020 张图片。这样

图文样态的报道可以引领受众进入到视觉场域，降低了文字认知程度，契合不同文化程度的大众需求，

让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普通大众通过直接的“看”来捕捉英雄形象，这也是大众媒介传播的初衷。而如果

仅仅以文字叙述的形式展现的英雄形象往往缺乏直观性、视觉性和立体感，需要受众通过文字转化，重

新构建英雄形象，往往导致英雄形象过于理想化和神化。 
其次，“抗疫英雄报道语料库”中的文本体裁也呈现多种形式，散文、诗歌、沙画视频讲解、评论

和对话实录等。通过多种体裁的报道形式，让受众更好地体会报道中的英雄事迹，尤其是文字或视频形

式的对话实录，让受众真切体会到英雄形象的平凡生活。 
此外，报道除了从新闻记者的角度播报英雄事迹外还会针对一些事迹附上网友评论的截图。例如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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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转载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报道，一家饺子馆老板贴出的“免费吃饺子”的告示温暖了众多网友，网

友在公众号上纷纷打出“好人”、“很暖”等字样的评论。通过网友们对英雄事迹的评论，引发包括众多网

友在内的受众的反思，进而易于形成共鸣，拉进了英雄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也提升了报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3. 议题特质 

自 2 月份至今，随着疫情的发展，新闻专题报道的议题也从对单个人物的叙述到集成式报道。基于

语料库中每篇报道的标题，主题叙事占 53%，例如 5 月 13 日转载自《人民画报》报道的《天使在人间！

致敬一代代“南丁格尔”们的坚守》，描述的是医护工作者的白衣天使形象；6 月 5 日转载自《济南海

关》报道的《海关“战士”王琳和他的同事们：从“天涯”到“咫尺”他们在守候》，展现的是国门线

上的“海关”战士形象。在这些报道中，多个人物形象集成到一篇报道中，体现同一个主题，展示出英

雄人物的群体化以及平民化特征。 
另一方面，38%的新闻专题报道则选取了个体叙事的模式，通过个人人物的英雄事迹报道，以小见

大，展现出这一类人的风采。例如 3 月 5 日转载自《中国妇女报》的《90 后护士金钰：生命赛道上的“陪

跑者”》，向受众展现了 90 后护士的职责和担当；2 月 19 日转载自《新华网》的《“骑手校长”：为

了一个都不能少》，通过小学校长罗长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障学生的线上课程学习，展现了教师言传

身教的英雄事迹。 
此外，还有 4%的报道是以家庭为叙事角度，通过报道一对父子、兄弟、姐妹、夫妻等的共同抗疫事

迹，向受众展示出抗击疫情过程中的亲情，而这份亲情则是广大受众人人都可以得到和体会到的，这样

的事迹描述让新闻播报变得更有温度。同时也与中华民族崇尚团结和亲情力量的价值取向契合，在无形

中将受众浸入到报道之中，更好地体验到报道所传递的信息。 

5. 结论与启示 

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与公众沟通的媒介不再只能凭借报刊杂志这类单一媒介，而是可以通过发布

会、微博评论、实况直播等多种渠道向公众展示出事件的全貌，听取大众的评论。因此，大众媒介的作

用将直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和反思。面对此次抗击疫情的持久战，需要的是团结协作和持之以恒的

精神和力量。这就需要媒介发挥其传播和引导大众的作用。通过对 719 篇抗疫新闻专题报道所构建的“抗

疫英雄报道语料库”的分析，我们发现大众媒介展示给受众的抗疫英雄形象并非刻板的、理想化的浮于

众人之上的英雄形象；而是通过多模态形式向大众展示了生活化的、多元化的、具有立体感的普通大众

的英雄形象，让受众可以学习和效仿、可以从身边找到的普通大众的形象。这样的媒介形象往往更易于

被受众接受，从而实现了媒介形象的引领价值示范作用，引导普通大众一起团结协作，共同参与这场新

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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