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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电视广告是不诚实的

主要目的：为了告知

具体目的：告知读者电视广告的虚假性 

论文：在不同类型的广告途径中，电视是目前最流行的却一个是完全不诚 实的广告手段。

一、简介

A. 吸引注意力：电视广告是目前市场上最流行的营销方式之一。事实上，电视广告在所有广告中

所占的比例超过55％ (Rutherford, 1994)。不过，电视广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可信度非常

低。实际上，据观察考证，几乎100％的电视插播广告是不诚实。Gillian 在 2013年从1924份调

查结果中得出的的数据显示出，71％的人表示他们喜欢看电视广告，但64％的人认为这些广告是

不真实的。如前所述，在大家所熟知的商业广告中，这些不真实的信息是隐藏在这些广告中，诱

导观众进行消费的秘密信息。这篇论文将通过一些不同的案例来具体讨论这个存在于电视广告中

问题。

B. 倾听的理由：你有各种各样看电视的选择， 偶尔会收看一则广告。你也可能会从收看到一则

广告后开始喜欢上某种产品。但是，这个广告真实吗？它有诚实的告诉你关于产品的信息吗？你

会不会不经意间被不说真话的广告愚弄了呢？主要是，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你都一定会更喜欢收看

诚实的广告。了解这些不诚实的广告有助于你辨别广告的真实性，帮助你鉴别出真实和虚假的广

告，选择去相信或者不去相信它们向你传达的信息。

C. 主要观点：

1．首先，我将讨论一下这些电视广告。

2．其次，我将讨论一下这些广告为什么不诚实。

3．最后，我将针对电视广告的不诚实现象作出讨论和总结。

二、在不同类型的广告途径中，电视广告是最流行的。同时它又充满了不诚实的内容。

电视广告被定义为一些传达关于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的信息的电视节目。它们由相应的组织编排

并支付相应的费用(Rutherford, 1994)。

1. 它们之中包括了简短的插播广告。

2. 这些电视广告被用于推销各种各样的商品或者服务。

3. 在许多国家，这些电视广告都被看作是最有效的大众市场的广告模式。 

广告的不诚实包括通过其内容向观众传达虚假的信息。在大多数情 况下，广告的不诚实主要分以

下两种主要类型：

1. 以夸大的信息掩盖真相（Satyen，2012）

2. 为了娱乐效果而过于夸张（Satyen，2012）

电视广告的不诚实是主要表现为其中产品或者服务信息被过分夸大，并没有向观众传达相关产品

或服务的真实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1. 锐步 2009年播出的广告，在2010年被指出是一个虚假的广告，因为他们声称锐步鞋能够使腿

和臀部看起来更棒。事实上，锐步公司已经表示同意支付$ 2500万来为自己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

进行处理和赔偿 (Hartman, 2011)。

2.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虚假广告是关于苏打水的，广告劝说人们购买饮用苏打水取代其他超市中售

卖的饮料，并声称这能够拯救环境(O'Connor, 2013)。

3. 20世纪 20年代的一个关于“La-Mar的减脂肥皂”的广告也是一则典型的虚假广告。这则广告

强调使用这种肥皂能够帮助人们减少身体脂肪并且看起来更加年轻(Culkin, 2011)。

4.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百事可乐的广告，它告诉人们喝百事可乐更加年轻苗条。这则广告使用了

一个年轻苗条的女人的照片来增加宣传效果，并表示照片中的女性的美貌和身材是饮用百事可乐

的结果 (Culkin, 2011)。

三、结论

根据本文的主要关点和所例举的实例，我们能够清晰的证明我们在一开始所提出的假设，即不同

类型的广告工具中，电视广告是目前最流行，却充满了不诚实的广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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