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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后疫情时代探讨太极拳“健康传播”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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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跌宕反复正深刻地重塑世界，人类数百万条生命已被夺

走，给世人带来了无尽冲击和灾难，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也遭到了深刻

的影响。为此，习近平总主席指出要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疫情防控期间，我国以

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为载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全国防疫抗疫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太极拳作为我国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可以代表体育项目作为竞技体育

参加运动竞赛，而且其丰富的养生内涵又与中医学契合，可作为大众体育健身项目的推广。

太极拳遵从我国古代老庄思想，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健康医学促进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调节血液循环、呼吸通畅、阴阳平衡的作用；二是维持体内各系统器官相对的平

衡与稳定；能维持脏腑等器官组织的正常功能，不仅增强内在、锻炼外在、祛病延年，还可

达到身心健康。美国学者罗杰斯曾提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方面的理论成果转化成为

一种大众所简单、易了解及掌握的健康知识，并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完善体育建设系统等方

式改变大众对于健康方面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本文基于后疫情时代，从太极拳健康价值角

度出发，分别从传播者、内容、渠道、受众、效果的“5W传播理论”探究太极拳“健康传

播”的路径，从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太极拳“健康传播”的相应解决策略，为太极拳在新时

期对助力建设体育强国、达到全民健身目标、实现健康中国作出贡献。方法：本文立足于传

播学、医学与体育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运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以及半结构化访谈

法等诸多研究方法，深度剖析后疫情时代的国家相关政策与方针，探析太极拳健康促进在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中如何实现进一步推广与传播，以达到太极拳在抗“疫”中育人、在战“疫”

中担当、在研“疫”中引领的全民科学健康锻炼目标。为推动太极拳“健康传播”的理论价值

成为国民乃至世界人民增进健康的最佳途径做出一定的贡献。结果：①从传播者角度，目前

国家在疫情期间已将八段锦太极拳列入《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中医药干预指引》，但仍缺乏

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专业太极拳健康知识的“传承人”。因此人才培养等问题还需基于后疫

情时代大背景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及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扶持并推广。②从传播内容角度，

太极拳健康促进的相关理论成果已较为成熟，但实际应用中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缺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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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解释太极拳对于健康促进究竟是从哪些层面有哪些表现等。因此，需紧跟后疫情时代背

景，应加大疫情后人民大众习练太极拳后增进身心健康的科学化实验探究，增强太极拳健康

传播的说服力。③从传播媒介角度，太极拳健康传播过于单一，忽略了媒体时代的大趋势，

应依靠新媒介的力量，以自媒体作为强有力的传播途径，以 APP中“养生小讲堂”“后疫

情增加免疫力”等开设专属直播间的形式可使太极拳促健康更为大众所了解，更加规模化。

④从受众群体角度，太极拳的受众群体在年龄结构上出现了不平衡的趋势。但新冠病毒的危

害群体范围较大，因此需从习练者角度将其太极拳健康方式进行分类，以不同的方式适应不

同的社会群体。⑤从传播效果角度，对上述各环节提出相关策略的改善后，即可达到较好的

传播效果，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结论：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度大

大提高。国家应把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面向大众的科普传播出去，

加快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去。因此，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太极拳健康传播可通过加快

建立系统规范的太极拳健康文化理论体系，加快培养多语种、多样化的太极拳健康知识传播

人才，重视并加强太极拳文化科普翻译，推动太极拳文化 全方位、立体式传播，让我们每

个受众群体都弘扬民族精神，保护民族项目，自发的习练并传播太极拳及太极拳健康相关知

识；让更多的国外民众认识太极拳、了解太极拳、学习太极拳、练习太极拳，让太极拳文化

为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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