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1 | 011

作者简介：张琦（2002.12-），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摄影、传媒。

传播学视角下信息传播的路径与效果评估
张琦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      要  ：  信息传播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连接个体与群体的核心角色，其意义不仅限于信息的传递，更在于塑造社会共识、推动

文化演进与促进社会变革。当前，信息传播路径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日益显著，传统媒介与数字媒介的融合、中心化与

去中心化传播的交织，使得信息流动呈现出多维度的特征。信息传播不仅影响受众的认知与态度，还可能引发行为改

变，但其效果往往难以量化，且受到文化、社会与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此，如何从传播学视角深入剖析信息传

播的路径与效果，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将为信息传播的优化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也为构建健

康的信息生态贡献力量。

关  键  词  ：   传播学；信息传播；传播路径；效果评估

The Path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Zhang Qi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Nanjing, Nanjing, Jiangsu  211172

Abstract   :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connect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its significanc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ut also lies in 

shaping social consensus, promoting cultural evolution and facilitating social change. At present,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ath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fusion of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media,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communication have made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present mult 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not only affects the audience's cognition and attitude, but also triggers 

behavioral changes, but its effects are often difficult to quantify and are constra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ultur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not only of theoretical value but 

also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path and effect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information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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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传播的主要路径

信息传播的路径是信息从发送者传递到接收者的通道，其选

择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与广度。在媒介技术不断演进的背景下，

信息传播路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传统媒介、数字媒介与人际

传播路径各具特点，共同构成了复杂的信息传播网络。

（一）传统媒介路径

传统媒介主要包括纸媒、广播与电视，这些媒介在信息传播

中扮演了长期且重要的角色。纸媒以其深度的内容分析与较强的

公信力，成为社会公众获取权威信息的重要来源。广播则以其即

时性与广泛覆盖，尤其在偏远地区与紧急事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电视媒介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增强了信息的感

染力，成为家庭文化的重要承载者。[1]  

然而，传统媒介的传播路径具有单向性与中心化的特点。信

息的筛选权掌握在少数媒体机构手中，这使得传播内容往往经过

严格的把关与过滤，从而塑造了媒介的权威性。但同时，这种单

向传播模式也限制了受众的参与性与互动性，信息反馈的滞后性

也成为其不可忽视的局限。

（二）数字媒介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数字媒介路径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

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以其即时性、互动

性与低门槛特性，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在这些平台

上，信息不再局限于单向流动，而是通过用户的转发、评论与点

赞，形成多级扩散的“病毒式传播”。这种传播机制使得信息能

够在短时间内触达海量受众，但也带来了信息真实性难以控制的

挑战。

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改变了数字媒介的传播路

径。通过分析用户的兴趣与行为，算法能够精准推送个性化内

容，提升信息传播的效率。[2] 然而，这种“信息茧房”效应也导致

了受众的信息接收范围逐渐窄化，甚至陷入封闭的信息孤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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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了社会的分化与对立。

（三）人际传播路径

人际传播是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信息传播路径，其核心在于

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在传统社会中，口碑传播是信息扩散的主

要方式，其特点在于高度的可信性与情感的传递。即使在数字时

代，人际传播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社交网络中的私信、

群聊或线下交流，信息能够在特定的群体中快速流动，形成“圈

子效应”。

人际传播的魅力在于其情感性与互动性。信息的传递不仅依

赖内容本身，更依赖于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与信任。这种

路径在商业推广、舆论引导与危机公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

而，人际传播的局限性在于其传播范围有限，且信息在传递过程

中容易发生失真与变形，导致“谣言”的滋生与蔓延。[3]  

二、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估维度

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估是传播学研究中的核心课题，其复杂性

在于传播效果并非单一维度，而是涉及认知、态度与行为的多层

次影响。只有从多维视角出发，才能全面把握信息传播的实际效

果，为传播策略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一）认知效果

认知效果是信息传播最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触达率

与受众感知两个方面。信息触达率是指信息在目标受众中的覆盖

范围，其高低直接影响传播的广度。在数字媒介时代，触达率的

计算更加精准，但也因信息过载而面临挑战。受众感知则关注信

息是否被准确理解与记忆，其深度取决于信息的清晰度、相关性

与受众的认知能力。

知识传播是认知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传播不仅传递事

实与数据，更承载着知识与文化的传承。高质量的信息传播能够

拓展受众的知识边界，提升其认知水平，但同时也需警惕信息碎

片化对深度理解的削弱。[4] 因此，在评估认知效果时，既要从广度

上考察信息的覆盖范围，也要从深度上衡量其对受众认知结构的

塑造作用。

（二）态度效果

态度效果是信息传播对受众价值观与情感倾向的影响，其核

心在于信息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信息传播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受

众的态度，甚至重塑其价值观念。这种改变既可能源于理性的逻

辑论证，也可能依赖感性的情感共鸣。

舆论引导是态度效果的典型体现。通过议程设置与框架建

构，媒介能够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特定议题，并引导其形成特

定的观点与态度。例如，在公共事件中，媒介的报道角度与语言

表达往往决定了公众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然而，态度效果的

评估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性，受众的个体差异、文化背景与心理状

态都会影响其对信息的接受程度。[5]  

情感共鸣是态度效果的深层次表现。当信息与受众的情感需

求相契合时，往往能够激发强烈的情绪反应，甚至引发集体情感

的共振。这种共鸣不仅能够增强信息的影响力，还能够促进社会

共识的形成。但情感共鸣也可能导致非理性的情绪化传播，这在

网络舆情中尤为常见。

（三）行为效果

行为效果是信息传播对受众实际行动的驱动，其研究重点在

于信息如何影响个体与社会的行为决策。行为效果是传播效果的

终极体现，也是传播活动的最终目标。

在个体层面，信息传播能够直接影响受众的消费决策、健康行

为与政治参与。例如，广告通过塑造品牌形象与情感链接，激发消

费者的购买欲望；公共卫生信息通过知识普及与情感动员，促使公

众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然而，行为效果的实现往往需要认知与态

度的双重转化，这一过程具有较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在社会层面，信息传播能够推动集体行动与社会变革。例

如，社会运动中的信息传播通过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与行动意

愿，能够促成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公共政策的信息传播通过增强

公众的认知与支持，能够提升政策的实施效果。然而，社会行为

效果的评估需要考虑更多的外部变量，如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与

权力关系等。[6]  

三、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

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估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其复杂

性在于传播效果的多维性、动态性与长期性。为全面、科学地评

估信息传播的效果，研究者与实践者提出了多种评估模型，主要

包括传播效果层级模型、多维评估体系以及动态监测机制。这些

模型从不同视角出发，为传播效果的分析与优化提供了系统化的

框架。

（一）传播效果层级模型

传播效果层级模型是最经典的评估框架之一，其核心在于认

知、情感与行为三个层面的递进关系。这一模型认为，信息传播

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遵循从认知到情感再到行为的发展

逻辑。

在认知层面，评估的重点在于信息是否被受众接收、理解与

记忆。这一阶段的评估指标包括信息触达率、受众的注意力集中

度以及知识的掌握程度。例如，广告传播中，认知效果可以通过

品牌知名度与信息回忆率来测量。在情感层面，评估的核心是信

息是否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态度转变。这一阶段的评估指标包

括受众的情感倾向、价值认同与态度强度。例如，公共宣传中，

情感效果可以通过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度与情感反应来测量。在行

为层面，评估的终极目标是信息是否驱动受众采取实际行动。这

一阶段的评估指标包括行为转化率、行动持续性以及社会影响

力。[7] 例如，健康传播中，行为效果可以通过公众的健康行为改变

率与健康指标改善来测量。传播效果层级模型的优势在于其逻辑

清晰、层次分明，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忽视了三个层次之

间的相互影响与非线性关系。

（二）传播效果的多维评估体系

为弥补层级模型的不足，多维评估体系提出了定量与定性结

合、短期效果与长期影响兼顾的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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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评估通过数据分析与统计方法，对传播效果进行客观测

量。例如，通过点击率、转发率、收视率等指标量化信息传播的

广度；通过问卷调研与实验设计测量受众的态度与行为变化。定

量评估的优势在于其客观性与可比较性，但其局限性在于难以捕

捉受众的主观体验与深层影响。定性评估通过深度访谈、焦点小

组与内容分析，对传播效果进行主观解读。[8] 例如，通过分析受

众的反馈与评论，了解其对信息的理解与情感反应；通过案例研

究，探讨信息传播的社会文化影响。定性评估的优势在于其深度

与灵活性，但其局限性在于主观性强、难以推广。

短期效果与长期影响的权衡是多维评估体系的重要考量。短

期效果关注信息传播的即时反应，如广告的促销效果或新闻的舆

论热度；长期影响关注信息传播的累积效应，如品牌形象的塑造

或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在评估中，既要关注短期效果的显著性与

可测量性，也要注重长期影响的持续性与社会意义。

（三）传播效果的动态监测

在数字媒介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空前扩大，传播效

果的动态监测成为评估的关键环节。动态监测通过实时反馈与数

据追踪，及时捕捉传播效果的变化与趋势。

实时反馈是动态监测的核心机制。通过社交媒体监测工具与

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受众的互动数据与情感反应，为传

播策略的调整提供即时依据。例如，在舆情监测中，通过分析公

众的评论与情绪变化，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危机并采取应对措

施。数据追踪是动态监测的基础。通过对受众行为数据的长期追

踪，可以全面评估传播效果的持续性。例如，在营销传播中，通

过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品牌忠诚度，可以评估广告的长期效

果。动态监测的优势在于其敏捷性与精准性，但也面临数据隐私

与伦理问题的挑战。因此，在动态监测中，需在数据利用与隐私

保护之间找到平衡。[9]  

四、信息传播路径与效果的关系分析

信息传播路径与传播效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路径

选择直接影响传播效果的广度与深度，而效果反馈又为路径优化

与创新提供了重要依据。这种双向关系构成了信息传播的动态循

环，为传播实践的科学化与高效化奠定了基础。[10]

（一）路径选择对效果的直接影响

信息传播路径的选择是传播效果的关键决定因素。不同的媒

介路径因其特性差异，在传播效果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传统媒

介路径如纸媒、广播与电视，以其权威性与专业性，在信息传播

的深度与公信力上具有优势。这类路径适合传播复杂、严肃的内

容，能够有效提升受众的认知深度与态度转变。然而，传统媒介

的传播速度与互动性相对较弱，难以满足即时反馈的需求。数字

媒介路径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搜索引擎，以其即时性与互

动性，在信息传播的广度与参与度上表现突出。这类路径能够快

速触达大量受众，并通过用户生成内容与算法推荐，实现信息的

裂变式传播。然而，数字媒介也面临信息过载与真实性存疑的挑

战，可能削弱传播的深度与可信度。路径优化是效果最大化的关

键。通过精准定位目标受众、选择适配的媒介组合以及优化传播

内容，可以显著提升传播效果。例如，在品牌传播中，通过整合

传统媒介的公信力与数字媒介的互动性，能够实现品牌认知与用

户参与的双重提升。

（二）效果反馈对路径的反向作用

效果反馈是传播路径优化与创新的重要依据。通过评估传播

效果，可以及时调整传播策略，提升传播效率。效果评估为传播

策略的调整提供了数据支持。例如，在广告传播中，通过分析受

众的点击率、转化率与反馈数据，可以识别高效的传播路径，并

优化广告内容与投放策略。这种基于数据的策略调整，能够显

著提升传播的精准性与效果。路径创新是传播效率提升的核心

动力。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传播路径不断涌现，为

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

实（AR）技术的应用，为沉浸式传播开辟了新路径；人工智能

（AI）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为个性化传播提供了新工具。通过不

断探索与创新传播路径，可以突破传统传播的局限，实现传播效

率的跨越式提升。

五、结语

信息传播的路径与效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路径是

传播的基础，决定了信息的触达方式与受众的接受体验；效果是

传播的目标，衡量了信息的影响力与价值实现。传播效果的提

升，既依赖于路径的优化，也需要路径的创新。在媒介技术日新

月异的今天，传播路径的多样化与精准化，为信息传播效果的提

升提供了广阔空间。传播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为信息传播实践

提供理论指导。通过科学评估传播效果、优化传播路径，能够推

动信息传播的高效化与精准化。同时，传播学研究也肩负着促进

社会信息生态健康发展的使命。在信息过载与虚假信息泛滥的背

景下，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为构建和谐、理性的信息生

态贡献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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