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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成为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特点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对疫情报道和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背景介绍



分析全媒体样本

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人物报道的

全媒体样本进行分析，了解不同

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角色和作用。

揭示信息传播规律

探究疫情信息在全媒体时代的传

播规律，为今后的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提供借鉴。

促进媒体融合发展

分析不同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优

势和不足，提出促进媒体融合发

展的建议，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和

质量。

研究目的与意义



全媒体样本收集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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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

选取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主流媒

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BBC

、CNN等。

社交媒体

收集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

体平台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人物

报道的数据。

学术数据库

从学术数据库中获取相关研究文

献和资料，为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样本来源及选择标准

030201



去除重复、无关和低质量的样本，保留有

效数据。

对样本进行关键词标注、主题分类和情感

分析等处理。

将不同来源和格式的数据转换为统一的数

据结构和编码方式。

数据筛选

数据标注

数据转换

数据清洗与预处理



人物类型分类

根据人物身份和角色，将样本分为医护人员、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普通民众等类型。

情感倾向分类

通过情感分析技术，将样本分为积极、中性和消极三
种情感倾向。

报道主题分类

根据报道内容，将样本分为疫情动态、防控措施、人
物特写、社会反响等主题类别。

样本分类与标签化



人物报道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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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知识普及

报道涉及疫情防控知识、科普宣传、专家解读等内

容，提高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和应对能力。

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报道关注疫情对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

等方面的影响，展现人们在疫情中的真实生

活状态。

抗疫英雄事迹

大量报道聚焦于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

愿者等抗疫一线人员的英勇事迹和无私奉献

精神。

报道主题分布



人物形象塑造

报道还关注到不同群体在疫情中的表现，如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呈现多元化的

人物形象。

多元形象呈现

报道通过具体事例和细节描写，塑造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抗疫一线人员的

正面形象，彰显他们的责任担当和无私奉献精神。

正面形象塑造

少数报道涉及到一些人在疫情中的不良行为或言论，呈现出负面形象，引发社会关注和

讨论。

负面形象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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