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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体凭借着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与高效的传播途径，在军事文化的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作为大众媒体，电视军事节目不仅担负着面向广大国民介绍本国的军事情况、讲解军事

知识，以及进行国防教育的职责，同时也担负着提高现役军人政治素养、文化修养，传递军事信

息、普及军事科技以及丰富军人文化生活的作用。如何让军事节目能够被广大官兵所接受，已成为

军事电视新闻工作者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如今的央视七套军事节目，从购买索福瑞的军事节目数据到每周一次的军事节目预排名，再到

节目的监看评估等手段的采用，无不显示出军事节目的传播者想要提高军事节目影响力、扩大军事

节目传播效果的决心。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国军人对于军事节目的兴趣与认识，为军事节目的发

展与调整提供可靠的受众需求信息，2008年7月30日至8月30日，CCTV－7军事节目在全军政工网开展

了“中国军人对军事节目有哪些需求和期待”的问卷调查，旨在通过此次调查了解国防军事节目在

当代中国军人心目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军人对军事节目的需求情况。    

一、受访者的情况分布  

参加这次调查的投票者共2085人。受访人群中，男性所占比例为97.60％，女性所占比例为2.4

0％。海军1.92%,空军21.11%,武警占0.43%，第二炮兵0.57%。参与调查的大部分是战士,占75.04%，

机关干部9.59%，基层带兵干部9.59%，军校学员0.82%，军校教员占0.58%,军事研究人员0.19%。初

中以下学历212人，占10.27%；高中或中专学历1106人，占53.59%；本科学历417人，占20.20%；专

科学历262人，占12.6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67人，占3.25%。军龄3年以上的占50.26%，5-10年的2

9.74%,10-15年的占13.53%,15-20年的占4.75%,20年以上的占1.73%。    

二、中国军人对军事节目的需求与期待  

1、中国军人最期待的节目。      

62.51%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增加“拓宽我的视野,给我人生启迪的节目”；11.33%的受访者希望增



加“我们能够参与的节目”；16.40%的受访者希望增加评论性节目；另有9.76%的受访者期待能够带

来心灵安慰的节目。      

2、中国军人最关心的国防军事话题。      

调查中，表示最关心重大军事局势（国土争端、国际局势、高层动向）的被调查者占到总数的5

8.15%；25.20%的受访者表示最关心与战争相关的情况（战争历史、反恐谍报、武器装备、将帅传记

等）；另有16.64%的受访者选择军队逸闻趣事（军营生活、私密而充满趣味性的军队新闻）。      

3、中国军人喜欢的军事节目内容。      

在“你喜欢哪些内容的军事节目”的调查中，选择“记录军营生活”的受访者占到总数的28.5

2%；19.55%的受访者选择“深层剖析社会热点问题，为我们明晰方向”的节目；选择介绍国外军人

电视节目，了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占19.10%；选择能够为军人成才提供

信息和途径的占18.99%；另有13.84%的受访者选择介绍中国历史发展跟军事有关的人和事的节目。 

    

4、中国军人最喜欢的节目形式。      

41.46%的受访者表示喜欢信息最新最快的节目；27.21%的受访者选择人物的行为与思想能够引

起自己共鸣的节目；选择故事有悬念、情节精彩节目的占总数的18.98%；另有12.35%的受访者选择

画面精彩的节目。    

三、改进军事节目的建议  

事实证明，经过军事电视人长期的努力，央视七套的军事节目在军人群体中已经产生了深远影

响。 在军事节目对中国军人影响调查中，高达68.70%的受访者表示军事节目“激发了我的爱国情

怀,鼓舞了我的斗志”；15.80%的受访者表示“我是看了某个军事节目后才当兵入伍的”。在看完军

事节目以后，70.49%的受访者表示会跟战友或者同事讨论。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其后的人际传播与

口头传播，军事节目都为宣传我党我军先进的执政思想与治兵方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上述调查中也发现：军人受众群体对于军事节目还没有产生固定的媒介接触习惯。有的即使

想看军事节目，也因为军事和少儿、农业内容合在一起播出，而且播出的时段很分散，形不成整体

的印象。在受众想要接触的时候，看不到军事节目，或者没有可能接触，这是影响军事节目传播效

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针对受众的收视习惯和特点，军事节目应该有自己的发展战略：      

1、军事节目应该有准确的战略定位。      

在新世纪新阶段，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

展发挥重要作用。军队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来展开，各项建设都要



围绕提高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能力来进行。      

今天，意识形态领域非常复杂，官兵的思想也非常活跃，用科学发展观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

值观引导官兵，需要军事传媒进行有效引导。但引导不是简单的说教，不是文字的简单图解，而是

能够带有艺术性的传播，这样才能被受众所接受。      

面对着传播对象的变化，军事节目应该有与军队的战略地位相适应的宣传策略，应该研究在国

家安全背景下的军事电视传播策略。有了清晰的定位，受众才能形成稳定的对军事节目的印象。 

    

2、成立专门的公共电视军事频道。      

如果能够成立专门的公共电视军事频道，进行整体的设计和包装，对树立军人形象、传达国家

意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调查中，85％以上的受众都关心国家安全、军事国防信息。心理学认为，

累积能够产生效应。不断反复地传播某种信息，就会形成一种强势，而零打碎敲的宣传会破坏记忆

的连续性。      

3、扩大军事节目的传播效果。      

信息只有在有效送达受众并对受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时，才能够称之为有效信息传播。目

前，央视第七频道除军事节目外，还有农业节目和少量的少儿节目等其他非军事内容的栏目播出。

军事节目只有在早晨、中午、下午和晚上时段有节目播出，播出时间不连续，而军人收看电视的时

间主要在晚上，占总数的70.65%。针对军人的需求，如果能把重要的军事节目除在电视上播出外，

还放在互联网上播出，并把浓缩的军事信息及精彩片段放在手机媒体上，再加上节目与网络的互

动，形成多形式、多媒体联动的传播方式，就可以广泛吸引青年受众群体，进而也会受到更多受众

的青睐。      

4、确立军事节目整体的形象识别系统。      

对某一媒体的印象是受众长期累积起来的在头脑中形成的认知与记忆，包括栏目标识、栏目风

格、表达方式、主持人等。醒目、清晰、具有独特意蕴的标识能够强化受众的印象，一个带有军队

象征性符号的标识，一段抒情优美的音乐，都可能在受众中产生烙印。在强调和谐发展、展现军队

和平形象的今天，能否改变受众对军人的固有烙印，让多年不变的五星、战士扛枪走过的镜头、硬

朗的背景音乐这样的标识变变模样，让更富有深刻含义和象征意义的军事节目的logo进入受众的视

线，这对增强受众对军事节目的识别度具有重要影响。      

5、改变传播语态，创新节目形式。      

军事节目应该改变传播的语态，变说教为平和。军人形象的展示，不是先拔高声调，有时悲情

更能撼动人心。如救灾现场，一名战士跪在群众被埋的现场，哭道：“让我再多救一个人吧！”这

种真情实感的流露是多么具有冲击力。在常态情况下，军事节目能够很平实地叙述一个人物或事件

的故事，符合人文精神，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当有国际争端、发生国际事件时，军事节目能够站



在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遇到突发事件时，军事节目的制作者能够利用独特的

资源抢占先机，赢得观众的青睐。在评论类节目中，应增加知识的厚度与深度。在为广大官兵提供

国内的军事信息同时，也应当能够将国际上先进的军事科技与治兵理念传递给官兵。      

6、做大做强军事文化系列节目。      

可采取电视、网络、广播、图书等多种渠道，传播军事战略文化。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是军

事文化最宝贵的部分，应该进行广泛传播。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的教

育；对军人来说，是教育官兵了解历史、树立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手段。  

（作者单位：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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