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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增强消防公益广告的“亲和力”

中国消防在线 | 时间： 2013-01-09 | 文章来源： 盐城市消防支队 | 作者： 严  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各类消防公益广告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但是我国目前

的消防公益广告发布量偏低，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存在单一化、概念化，宣传腔、政治与道德说教的痕

迹明显等等缺点。本人就消防公益广告的现状和社会作用，提出发展方向应该是注重科学创新，以及

如何使用亲和力和趣味性诉求，使消防公益广告更能贴近受众，以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一、消防公益广告概述 

（一）消防公益广告的含义 

消防公益广告是以宣传消防部队形象和提高公众消防安全意识为目的而设计的广告，是公安消防

部队向公众阐明它对社会的功能和责任，表明自己追求的不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过问和参

与公众如何解决消防安全问题和普及消防法律法规这一意图的途径，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且为

社会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风尚服务的广告。 

（二）消防公益广告的社会性 

消防公益广告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最重要部分，与其它广告相比它具有相当特别的社会性。消

防公益广告通常由消防部门或政府有关部门来摄制，广告公司和部分企业也参与了公益广告的资助，

或完全由它们办理。这些参与资助的企业在做公益广告的同时也借此提高了企业的形象，向社会展示

了企业的理念。这些都是由公益广告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因此消防公益广告能很好的成为消防部队和

企业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渠道之一。消防公益广告的主题具有社会性和知识性，其主题内容存在深厚的

社会基础，它取材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消防安全隐患和安全误区，以及国家颁布的消防法律法规。

并运用创意独特、内涵深刻、艺术制作等广告手段，鲜明的立场，以及健康的方法来正确诱导社会公

众。 

（三）消防公益广告的诉求对象 

消防公益广告的诉求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它是面向全体社会公众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例如在

“森林防火，责任重于泰山”的广告中直观看仅仅是针对森林防火的重要性，但是森林资源也是人类

在地球生存的宝贵资源，森林火灾一旦发生危害到的是全人类的资源，因此无论是直接受众还是间接

受众，它是社会性的，是整个人类的。所以说，消防公益广告拥有十分广泛的广告受众。从内容上来

看大都是生活中的消防安全知识等社会性题材，从而导致它解决的基本是生活中的安全问题，这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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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引起公众的共鸣。 

（四）消防公益广告的信息 

消防公益广告的信息即广告内容，是一种观念广告。主要包括消防常识性知识和消防部队形象的

信息。消防常识性广告是指以向群众宣传消防安全隐患、消防逃生常识、消防灭火器材使用常识和国

家消防法律法规为主的广告。部队形象广告是指以宣传消防部队、消防形象、消防部队价值观为内容

的广告。无论是消防知识广告还是消防形象广告，作为一种观念广告，其中赋予了一些观念和概念，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受众生活中的习惯和认识。 

二、消防公益广告发挥的社会作用 

（一）消防公益广告是改变群众安全观念的手段 

在现代社会中，广告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广告，广告也以自己强

大的影响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防部门想要通过广告影响消费者，目的是教育受众懂得使用正

确的消防常识消除身边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在火灾事故中使用正确的逃生知识脱离危险。在很大程度

上，消防宣传要获得受众的认可，就必须改变群众原有的错误的安全观念或生活误区，从而维护社会

防火安全。 

（二）消防公益广告是促进消防工作社会化的纽带 

消防公益广告除了传播安全知识信息和消防形象信息外，同时也向公众传播了有关的社会准则和

安全规范。这当中就有许多被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当受众在接受广告的同时，也获得

了社会化。另一方面，消防部队通过消防公益广告开展消防安全常识教育，强化群众的消防安全意

识，使群众初步达到了会查找火灾隐患、会排除火灾苗头、会使用防火器材、会消灭火灾威胁的自救

能力，让消防知识宣传从“要我参与”转变到“我要参与”的局面，推动了消防工作的社会化。 

三、消防公益广告的发展现状 

（一）广告表达元素单一，缺乏形式上的创新 

消防公益广告的表达元素过于单调，创意过于陈旧，用严肃性替代趣味性都极大的挑战了受众的

审美观和接受度。目前媒体上播放的相当一部分消防公益广告流于概念化、口号式等等停留在宣传层

面的做法。例如一些使用频率极高的宣传口号：“注重消防安全，建设平安社会”、“防范于未燃”

等等，不仅没有明确的广告受众，其训教的口吻也过于明显，不易为公众所接受，自然也难以收到良

好的效果。消防公益广告推销的是观念，而观念的接受是不能强制的，更不能把受众当成被教育对象

来看待，消防公益广告的传播只能是倡导式的。感情策略是消防公益广告创作的基本策略。 

（二）缺乏文化内涵的挖掘，内容过多使用惧怕性诉求 

也许是由于消防的重要性和广告设计者的急迫心情，消防公益广告往往出现说教性和简单粗硬的

倾向，表现在文字上就是政治口号和大而空的跟形势的套话。在当今的快节奏的和繁忙的生活中，人

们注意力和神经早已被各种信息轰炸得疲惫不堪，这样的广告，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消防公益

广告，是福音传播，而不是命令，是教化和启蒙，而不是简单说教。另外，在追求广告传播效果的同

时，越来越多的消防公益广告过多地使用恐惧诉求，利用人们害怕的心理来制造压力试图改变人们态

度或行为的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影响恐惧诉求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是受众的接受心理和信息内

容的本身两个方面。恐惧诉求广告存在着它的两面性：使用得好，效果显著；使用不当也会起到相反



的作用。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要注意掌握好度，避免出现威胁太强反而无效果的结果。 

四、消防公益广告宣传对策 

（一）意识上要服务大众 

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不为经济利益，是为公共社会利益。但从根本上，都可

以说是要将某种观点传达给受众，从而对受众的价值观甚至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消防公益广告

同样要追求广告的到达效率，期望受众对广告做出正面反应。要达到这些目的，就必须用受众最乐于

接受的语调讲话，让受众能够听得进去，能够信服，能够留下印象，以期达到好的广告效果。这和商

业广告的规律是没有区别的。 

在实际操作中，消防公益广告往往忽视表达方式，有时甚至简单地把主题或标语往那里一摆，就

算完成了消防公益广告的制作；或者有些简单的情节，也谈不上创意，倒蛮像看图说话。而消防公益

广告中画面、声部的表现也都不大理想。这样的广告，受众不愿意多看，看过后也留不下印象，宣传

效果自然要打折扣。因此消防公益广告不仅要学习商业广告优秀的创意和画面、音效，更重要的是学

习商业广告制作者对于受众的态度。 

研究消费者心理、细分市场这些营销理念，早就已经深入现在商业广告运作的各个环节。大多数

成功的商业广告都基于前期对于目标消费群体的研究，现在这种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角度越来越多

样，包括了目标群体的年龄、性别、性格、爱好、生活习惯等各个细致的层面。掌握了这些细节资

料，对于了解目标受众的心理有很大的帮助，要找到“受众最乐于接受的语调”也就简单了。 

做公益广告经常追求“感动”、“打动”，要让受众“心动”，受到“震动”，但经常是自己

“动”作半天，对面却“纹丝不动”。这不能讲受众都是铁石心肠，只能说是没有找到受众心理的突

破口，没有找到特定目标心里那个柔软的点。如果能多拿出一点功夫来，花在了解目标群体的心理

上，也许就更容易打开那扇心中的门，就事半功倍了。 

（二）形式上要注重创新，内容上要追求创意 

1、加大网络视频公益广告的投放量 

相对传统消防网络公益广告的形式，视频公益广告的出现无疑是一种开拓和创新。消防网络视频

公益广告的画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地抓住受众的注意力。 

2、充分利用网络游戏为载体进行传播 

以游戏为载体传播消防公益广告可以利用人们对游戏的天生爱好心理，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潜移默

化地影响受众的心灵。开发逃生游戏，或者在一些大型游戏中镶嵌逃生环节或者其他消防知识问答环

节，充分利用网络游戏娱乐性强，互动性强以及重复度高的特点，传播消防知识，学习逃生自救本

领。 

3、利用博客，论坛等载体传播消防知识 

博客和论坛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最大的热点应用之一。博客浏览者之间的信息流通非常迅速，他们

分享着自己的经验、想法和感受。根据“议程设置”理论，人们对某些议题的关注程度，主要来源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