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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搜索引擎用户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

为影响因素研究∗ ∗

曹芬芳　 张晋朝　 王　 娟　 刘坤锋　 杨海娟

摘　 要　 考察学术搜索引擎环境下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优化学术信息搜寻效

率和效果提供新思路。 首先，从认知转变和学术自我效能视角出发构建研究模型。 其次，通过在线问卷

搜集有效数据 ２９５ 份。 最后，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发现，除信息－任

务不匹配外，学术自我效能、社会影响、新任务等潜在变量均对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产生积极影

响。 图 ２。 表 ５。 参考文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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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搜索引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ＡＳＥ）
是搜寻在线科技和学术信息的信息检索系统［１］，
它能够免费为用户提供专业性强、信息涵盖广的

数字学术信息资源［２］。 作为人们日常学习和工作

中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学术搜索引擎受到了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大量研究从技术角

度探讨了学术搜索引擎用户信息搜寻效率和效果

的优化问题［３］。 但信息技术的应用效果不仅与技

术本身密切相关，也与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相

关联［４］。 当学术搜索引擎被应用于社会实践中

时，复杂的社会交互使得学术搜索引擎的使用和

结果难以预料。 鉴于此，本研究以适应性结构化

理论（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ＳＴ）为基础，
从用户适应角度来考察用户对学术搜索引擎系统

功能的使用模式；以认知转变理论为框架，结合学

术自我效能理论，探索学术搜索引擎用户适应性

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关键影响因子，旨在为优化

用户学术信息搜寻效率和效果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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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础理论

１ １　 适应性结构化理论

适应性结构化理论动态描述了信息技术、社
会结构和人际交互之间的相互作用［５］。 其中，社
会结构是指社会实践中实体化的资源和规则［６］。
结构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和适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是适

应性结构化理论的两个核心思想［５］。 结构化是将

来自信息技术、任务、环境或其他结构源的资源和

规则付诸实践的社会过程，表现为社会结构在人

与信息技术交互过程中被建构（Ｐｒｏｄｕｃｅｄ）和重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的过程。 适应是指用户如何主动地

选择信息技术内含的结构，用户会选择不同的方

式来适应技术的某个结构特征［５］。 以适应性结构

化理论为基础，许多学者从技术、系统和功能层面

研究了不同信息技术环境下的适应性系统使用行

为，例如，企业资源计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ＥＲＰ）的功能探索性使用［７］、数码相机的创新

性使用［８］、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的适应性使用行为［９］、
企业系统（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ＥＳ）的功能增强性使

用［１０］等。 然而，从信息层面出发考察用户适应性

系统使用行为的研究较为少见。
本文基于适应性结构化理论的适应思想，将

人们为满足学术信息需求，通过扩展使用学术搜

索引擎的更多功能，或尝试学习和使用学术搜索

引擎的新功能来从事学术信息搜寻活动称为适应

性学术信息搜寻。 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主要反映

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前未使用过但可用的

学术搜索引擎系统功能进行扩展性使用；二是对

学术搜索引擎信息系统新功能进行尝试学习和使

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学术搜索引擎不

断被打造为具有个性化、智能化的资源平台［１１］。
学术搜索引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用户使用系

统功能从事学术信息搜寻活动的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 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提出正是顺

应了这种发展潮流，它从用户角度出发，通过激发

用户对常规学术搜索引擎功能进行扩展使用和全

面使用，使海量网络学术信息得到精准利用，进而

促进学术搜索引擎的健康持续发展。

１ ２　 认知转变理论

在心理学领域，自发和自觉被认为是人类两

种主要的认知模式。 习惯思维是自发认知模式的

表现形式，而积极思考则是自觉认知模式的主要

表征［１２］。 一般情况下，人们依靠习惯思维来指导

行为。 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境下，思维习惯不再有

效，需要人们采取自觉认知模式并进行积极思考。
Ｌｏｕｉｓ 和 Ｓｕｔｔｏｎ 在前人关于自发和自觉认知模式研

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自觉认知思维模式触发的三种

情形：新奇、差异和刻意要求［１２］，具体定义见表 １。

表 １　 自发向自觉认知模式转变的三种触发情形

触发情形 定义

新奇 当人们遇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事件，或当人们体验到一些不寻常的、以前不知道的事件时。

差异 当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时。

刻意要求 当人们主动尝试新鲜事物或被他人要求进行积极思考时。

　 　 认知转变理论对诸如适应性系统使用行为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ｅ，ＡＳＵ）的触发［９］ 、虚拟协同

工作中的调整行为［１３］ 、购物网站在线评论系统功

能适应性使用［１４］ 等进行了较好的解释。 Ｊａｓｐｅｒ⁃

ｓｏｎ［１５］等表示积极思考是适应性系统使用行为的

先决条件，认为只有在一定的认知刺激条件下，
用户的信息系统使用行为才会从简单使用加深

或转化为适应性使用。 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

为是一种以搜寻学术信息为目标的适应性系统

使用行为，是与信息系统功能习惯性使用相对立

的概念。 它强调用户使用学术搜索引擎从事学术

信息搜寻活动时行为上的主动性和扩展性，需要

用户调动积极思维对自身所处环境进行观察和

反思。 基于此，本文从认知转变角度出发，对促使

学术搜索引擎用户形成适应性信息搜寻行为的

关键因素进行验证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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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学术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人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地实现

某一成就的行为能力的主观判断［１６］ 。 积极的自

我效能能使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胜任所承担的

工作和任务，进而产生积极的、进取的工作态度

并对自己的行动更具自信和耐心［１７－１８］ 。 本文关

注的学术自我效能（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是自

我效能在学术领域的应用，反映为个体在指定水

平上对自己成功完成学业任务的能力的主观判

断［１９］ 。 在学术搜索引擎环境下，相较于寻常的学

术信息搜寻活动，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活动的动

机和目的性更强；相比普通大众，参与学术信息

搜寻的用户（大学生、研究生、教师、研究员等）的
信息技术素养更高。 拥有较高信息技术素养的

用户，对自己实施系列学术信息搜索行动所能获

得的期望绩效，能够有较好的评判。 因而，本文将

考察学术自我效能对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

的影响效果。

２　 研究模型与假设提出

本文基于认知转变理论，结合学术自我效能

视角，构建学术搜索引擎用户适应性学术信息搜

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模型

新奇是自觉认知模式触发的第一种情形。

学术信息搜寻是个体为满足自身的学术信息需

求而进行的信息活动，学术信息需求通常是由个

体学习 ／研究任务激发。 学习 ／研究任务的改变能

够引起个体学术信息需求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使

用户处于新的学术信息搜寻情境中。 本研究使用

新任务（Ｎｅｗ Ｔａｓｋ）来反映认知转变理论中的新

奇情形。 在本文中，新任务是指在学习或研究过

程中，任务发生改变或需要处理的全新的任

务［９］ 。 研究发现，新任务能够迫使用户积极思考

对信息系统的使用，进而主动调整自己的系统使

用模式［９］ 。 此外，为应对任务超载问题，用户会

对系统功能进行创新性使用［２０］ 。 用户在科研和

学习过程中，如果任务经常发生改变或经常遇到

新的任务，他们会处于新的学术信息搜寻情境中。
新的情境会促使用户调整已有的学术搜索引擎

系统功能使用模式，尝试之前不了解的、未使用过

的系统功能来搜寻信息，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学

术信息需求。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新任务正向影响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

为的产生。
差异是自觉认知模式触发的第二种情形。 本

文通过信息－任务不匹配来反映用户使用学术搜

索引擎搜寻信息时，用户的实际使用绩效与期望

之间的差异。 在本文中，信息－任务不匹配是指

用户感知通过学术搜索引擎搜寻到的信息与其

完成任务所需信息的不一致程度［２１］ 。 有学者认

为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是触发个人认知模式

从自发转向自觉的重要情形，并由此带来行为的

改变。 例如 Ｗａｔｓｏｎ⁃Ｍａｎｈｅｉｍ 等［１３］ 考察了个体在

虚拟协同工作中的行为表现，研究发现当个体在

虚拟协同工作中通过常规使用无法获得期盼的

信息流和回应时，会在协同工作中产生不连贯性，
这种不连贯性差异感会促使个体对自身相应行

为进行调整和改变。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信息－任务不匹配正向影响适应性学术

信息搜寻行为的产生。
刻意要求是自觉认知模式触发的第三种情

形。 本文通过社会影响（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来反映认

知转变理论的刻意要求情形。 在本文中，社会影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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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指个体感知到的重要的他人认为他们应该使

用学术搜索引擎的程度［２２］。 Ｓｕｎ 考察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环境下，刻意要求对用户主动调整系统使用

行为的影响，发现刻意要求会对适应性系统使用

产生积极影响［９］。 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是积

极主动的系统使用行为，它鼓励用户深入使用常

规信息搜寻功能来搜寻学术信息。 当用户自身行

为缺乏经验时，那些能够影响个体行为决策或对

个体来说很重要的人的经验和意见，将能够引导

个体做出类似行为［２３］ 。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３：社会影响正向影响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

行为的产生。
自我效能对个体行为的正向影响效果在一

些研究中得到验证，例如 Ｃｏｍｐｅａｕ 等［２４］ 发现，计
算机自我效能对系统使用的影响比用户感知更

直接。 Ｚｈｕ 等［２５］ 探讨了学术自我效能的中介和

调节效用，发现信息搜寻对学术绩效的影响受到

学术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对于较低学术

自我效能的学生群体，信息搜寻对学术绩效的影

响受到的中介作用更大。 因而，有理由认为，在使

用学术搜索引擎时，用户如果具有较高程度的学

术自我效能，那么他对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将更具

自信和耐力，进而更有可能在学习或研究过程中

从事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活动，以获取更好的学

术绩效。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学术自我效能正向影响适应性学术信息

搜寻行为的产生。

３　 题项设计与数据搜集

３ １　 题项设计

本文拟采用的潜在变量和测量题项均改编

自前人文献，保证了测量变量的内容效度。 新任

务、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改编自 Ｓｕｎ［９］ 的研究，信
息－任务不匹配改编自 Ｌｏｉａｃｏｎｏ 等［２１］ 、Ｓｕｎ［９］以及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６］ 的研究， 社会影响改编自 Ｋｉｍ 和

Ｇｕｐｔａ 的研究［２２］ ，学术自我效能改编自查先进

等［１８］的研究。 应用 ７ 点里克特量表对潜在变量

进行测量（“１”为“强烈不同意”，“７”为“强烈同

意”，态度强烈程度随数字序号递加而依次增

强）。 潜在变量测量量表详见表 ２。

表 ２　 学术搜索引擎用户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潜在变量测量量表

潜在变量 测量题项（测量变量）

新任务
１ 我在学习（研究）中的任务经常发生改变。
２ 我在学习（研究）中经常会有新的任务。

信息－任务不匹配

１ 学术搜索引擎中的学术信息对我完成学习（研究）任务的帮助越来越小。
２ 学术搜索引擎不能充分满足我学习（研究）中的信息需求。
３ 学术搜索引擎中的学术信息并不是我完成的学习（研究）任务所需要的。

社会影响
１ 对我的学习（研究）行为产生影响的人认为我应该使用学术搜索引擎。
２ 在学习（研究）中对我来说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使用学术搜索引擎。

学术自我效能

１ 我相信我有能力在学习（研究）中做得非常好。
２ 我自信我能够在学习（研究）中做得非常好。
３ 即使周围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去做，我也自信我能够在学习（研究）中做得非常好。

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

１ 我尝试使用学术搜索引擎的绝大多数功能以搜寻学术信息。
２ 我尝试学习和使用学术搜索引擎的新功能以搜寻学术信息。
３ 我尝试使用学术搜索引擎更多的功能以搜寻学术信息。

３ ２　 数据搜集

在发布正式问卷之前，对 ２０ 位学术搜索引擎

的常用用户进行预调查，并基于他们的反馈意见

对一些含糊不清的语句进行了修改。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笔者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正式问卷，数据搜集

时间为四周，删除无效问卷（问卷填写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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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有题项均为统一答案）后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２９５ 份，样本人口统计信息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样本人口统计信息

基本信息 题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１４ ３８ ６

女 １８１ ６１ ４

年龄

＜１８ 岁 ０ ０ ０

１８—２５ 岁 １１８ ４０ ０

２５—３５ 岁 １４２ ４８ １

３５—４５ 岁 ２８ ９ ５

＞４５ 岁 ７ ２ ４

受教育程度

本科 ５２ １７ ６

硕士研究生 １０７ ３６ ３

博士研究生 １３６ ４６ １

学科

自然科学 ７３ ２４ ８

社会科学 １４９ ５０ ５

人文科学 ５４ １８ ３

其他 １９ ６ ４

您使用学

术搜索引

擎的经验

＜１ 年 １９ ６ ４

１—２ 年 ２１ ７ １

２—３ 年 ３７ １２ ５

３—４ 年 ４５ １５ ３

＞４ 年 １７３ ５８ ７

４　 数据分析与结果研究

４ １　 验证模型有效性

假设模型通过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

度进行有效性测量［２７］ 。 就内容效度而言，所有潜

在变量和测量题项均改编自前人文献，并实施了

预调查，从而保证了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内容效

度。 就收敛效度来看，收敛效度通过测量潜在变

量的平均抽取方差（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ＶＥ）、内部一致性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和组

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 的值来衡量。
从表 ４ 可知，本文测量模型中的 ＡＶＥ 最小值为

０ ７３１，高于阈值 ０ ５，表明本文的测量模型具有

良好的收敛效度。 同时，潜在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和 ＣＲ 最小值分别是 ０ ７０１ 和 ０ ８６８，均高

于其阈值 ０ ７，进一步表明本文测量模型具有较

好的收敛效度［２７］ 。

表 ４　 测量模型的 ＡＶＥ，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和 ＣＲ 值

潜在变量 题项数 ＡＶＥ
Ｃｒｏ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ＣＲ

新任务 ２ ０ ７６８ ０ ７０１ ０ ８６８

信息－任务不匹配 ３ ０ ７３１ ０ ８７７ ０ ８９０

社会影响 ２ ０ ９１６ ０ ９０８ ０ ９５６

学术自我效能 ３ ０ ８６１ ０ ９１９ ０ ９４９

适应性学术

信息搜寻
３ ０ ８３４ ０ ９００ ０ ９３８

区分效度可通过判别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

数与 ＡＶＥ 平方根的大小关系进行衡量［２７］ 。 由

表 ５ 可知，测量模型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

小于潜在变量的 ＡＶＥ 平方根 （粗体值） ，表明

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５　 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与 ＡＶＥ 平方根

新任务 信息－任务不匹配 社会影响 学术自我效能 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

新任务 ０ ８７６

信息－任务不匹配 ０ ０４２ ０ ８５５

社会影响 ０ ２０４ ０ ０８９ ０ ９５７

学术自我效能 ０ ２０１ ０ ０３１ ０ ３４８ ０ ９２８

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 ０ ２５７ ０ １１９ ０ ３４０ ０ ４５６ ０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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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研究模型结果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２８］ 对结构模型假设

关系进行验证，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重复抽样 １０００ 次来

检查路径系数的显著性。 由图 ２ 可知，适应性学

术信息搜寻的 Ｒ２（被解释方差）为 ０ ２７３，表明研

究模型能够被有效的解释并具有较好的预测效

果［２７］ 。 从图 ２ 可以看出，除信息－任务不匹配外，
新任务、社会影响和学术自我效能等潜在变量均

对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产生正向影响，因此，Ｈ１、
Ｈ３、Ｈ４ 假设成立，Ｈ２ 假设不成立。

图 ２　 研究模型结果

注：∗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ｎ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５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学术搜索引擎为研究环境，从认知

转变和学术自我效能的研究视角，深入探讨适应

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产生的关键因素。 研究发

现，新任务、社会影响和学术自我效能均显著正

向影响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其中学术自我效能

为关键影响因素。 信息－任务不匹配对适应性学

术信息搜寻的影响不显著。

５ １　 理论启示

（１）适应性结构化理论被应用于多种信息技

术环境，考察人们如何主动地选择使用信息技术

内含的社会结构。 目前大量信息系统领域的学

者基于适应性结构化理论考察了多种适应性信

息技术 ／信息系统使用行为。 然而，已有研究多停

留在技术、系统或功能层面考察适应性信息技术 ／
信息系统使用行为。 本文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将

停留在技术或系统层面的适应性信息技术 ／信息

系统使用研究拓展到信息层面，考察了面向学术

信息搜寻活动的适应性系统使用行为。

（２）本研究以认知转变为理论框架［２３］ ，结合

学术自我效能，考察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

影响机理。 认知转变理论是研究自发到自觉认知

思维模式触发因素的重要理论，将学术自我效能

扩充到认知转变理论，探讨认知转变因素和个体

学术感知能力对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影

响，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５ ２　 实践意义

由图 ２ 的认知转变视角来看，新任务和社会

影响正向显著影响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 结合研

究情境和研究内容，本文认为，对学术搜索引擎开

发者和用户而言，欲通过适应性系统使用行为优

化学术信息搜寻效率和效果，应该积极营造适应

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产生的条件。 首先，就用户

而言，用户在展开学术信息搜寻活动前，应对新任

务进行系统地梳理，识别任务对学术信息搜寻活

动的准确需求，进而有目的地从事相应的适应性

学术信息搜寻活动；其次，就学术搜索引擎开发者

来说，当某一新功能上线后，学术搜索引擎开发商

可鼓励信息交流能力强且搜寻效果好的用户以

专题讨论、直播或在线访谈等方式分享功能使用

心得，扩大学术搜索引擎高级使用者的社会影响，
带动其他用户积极尝试和学习使用。 最后，由于

信息－任务不匹配未对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

产生影响，学术搜索引擎开发者可以以新任务和

社会影响为导向，激发用户主动性使用和扩展性

使用学术搜索引擎系统功能从事学术信息搜寻

活动，从而提高用户使用满意度。
从学术自我效能视角出发，学术自我效能显

著正向影响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的发生。 这

给我们的启示是，学术搜索引擎供应者应提供条

件或环境以提高用户的学术自我效能感知。 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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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教育资源入手为用户学术自我效能的提升

奠定基础，如开展用户教育，通过技术文档或短

视频等方式进行系统新功能和新版本介绍，为用

户对学术搜索引擎系统扩展和探索使用提供外

部教育环境支持等。

６　 结语

本文以认知转变和学术自我效能为理论框

架，建立学术搜索引擎用户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

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并进行验证。 研究发现，
除信息－任务不匹配外，学术自我效能、社会影

响、新任务等潜在变量均对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

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本研究为优化用户学术信

息搜寻效率和效果，促进学术搜索引擎健康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存在以

下不足以及未来研究思路：文章主要聚焦于学术

搜索引擎用户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驱动机

制，未来可结合 Ｐｙｔｈｏｎ 等方法，获取二手数据用

以对比学术搜索引擎用户常规学术信息搜寻和

适应 性 学 术 信 息 搜 寻 的 特 征 差 异。 此 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微博、微信、社交网络等为代表的信息

技术应用以不同的形式和功能构成了丰富多样

的社会化媒体信息环境，在不同的社交环境下用

户会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行为，未来可结合不同

的信息环境探讨适应性学术信息搜寻行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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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Ｌｉ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５， ３２
（１）： ３２２－３５７．

８ Ｓａｌｏｖａａｒａ Ａ，ｅｔ ａｌ．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ａｍｅｒａ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６２
（１２）： ２３４７－２３６３．

９ Ｓｕｎ Ｈ 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ｓ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２，
３６（２）： ４５３－４７８．

１０ Ｋｅ Ｗ Ｌ，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ｒ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２， ２９ （３）： ２５７－２８９．

１１ 学术搜索引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４－１１］ ． ｈｔ⁃
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学 术 搜 索 引

擎 ／ ２２２８０８４．
１２ Ｌｏｕｉｓ Ｍ Ｒ， Ｓｕｔｔｏｎ Ｒ Ｉ．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ｇ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ｍｉｎ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Ｊ］ ．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１， ４４（１）： ５５－７６．

１３ Ｗａｔｓｏｎ⁃Ｍａｎｈｅｉｍ Ｍ Ｂ，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ｄｉｓｃｏｎ⁃
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ｋ［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２（１）： ２９－５２．

１４ 孙霄凌．购物网站在线评论系统功能的演变

及适应性使用研究 ［Ｄ］ ． 南京：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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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５２．
１５ Ｊａｓｐｅｒｓｏｎ Ｊ，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 － 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５， ２９（３）： ５２５
－５５７．

１６ Ｍａｄｄｕｘ Ｊ Ｅ． Ｓｅｌｆ －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ｅｌｆ －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ｌｅｎｕｍ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３－３３．

１７ Ｕｓｌｕｅｌ Ｙ Ｋ． Ｃａｎ ＩＣＴ ｕｓａｇｅ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ｅｌｆ⁃ｅｆ⁃
ｆｉｃａｃｙ［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２９（１）： ９２－１０２．

１８ 查先进，等．数字图书馆环境下信息有用性

和信息获取影响因素研究———信息获取自我

效能的调节效果［ Ｊ］ ．情报学报， ２０１７（７）：
６６９－６８１．

１９ Ｓｃｈｕｎｋ Ｄ．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９１， ２６（３）：
２０７－２３１．

２０ Ａｈｕｊａ Ｍ Ｋ，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 Ｊ Ｂ．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ｙ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ｓｅ ［ 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５， ２９（３）： ４２７－４５９．

２１ Ｌｏｉａｃｏｎｏ Ｅ Ｔ，ｅｔ ａｌ． ＷｅｂＱｕａｌ：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ｂ ｓｉｔｅｓ［Ｊ］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００７，
１１（３）： ５１－８７．

２２ Ｋｉｍ Ｈ Ｗ， Ｇｕｐｔａ Ｓ． Ａ ｕｓｅｒ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６１（４）： ６５６－６６８．
２３ 杨海娟，曹芬芳．认知转变视角下微信用户

适应性信息分享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Ｊ］ ．现代

情报， ２０１７（６）： ９１－９８．
２４ Ｃｏｍｐｅａｕ Ｄ Ｒ，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９，
２３（２）： １４５－１５８．

２５ Ｚｈｕ Ｙ Ｑ，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ｈｅｌ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ｌ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５７
（４）： ２４７６－２４８４．

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５２（４）： ４６８－４８２．

２７ Ｓｔｒａｕｂ Ｄ Ｗ，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４， ３
（１）： ３８０－４２７．

２８ Ｒｉｎｇｌｅ Ｃ Ｍ，ｅｔ ａｌ．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２． ０ （Ｍ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５－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ｍａｒｔｐｌｓ．ｄｅ．

（曹芬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专业

２０１６ 级博士研究生， 张晋朝 　 讲师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王　 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情报学专业 ２０１７ 级博士研究生， 刘坤锋　 讲师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杨海娟　 讲师　 四川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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