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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
影响因素研究∗

刘宇庆　 袁曦临　 付少雄

摘　 要　 为探究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从自身封闭状态向接受阅读疗愈干预意愿转移的影响因素,
基于推拉锚定模型,构建了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面向隐匿性抑

郁症大学生群体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采集,利用结构模型分析数据,结果表明:对于隐匿性抑郁症

大学生群体参与阅读疗愈的意愿而言,拉力因素(感知有用性)和推力因素(同伴支持)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而锚定因素(隐私披露、惯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建议阅读疗愈实施者提高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

群体对阅读疗愈实施的感知有用性、注重隐匿性抑郁症群体隐私保护、削弱惯性影响并提供同伴支持的

友好阅读环境。 图 3。 表 5。 参考文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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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大学生抑郁症这一问题已进入我国公

众的视线,成为家长、学校以及大学生自身共同关注

的领域。 在一项关于 8447 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中,18. 5%的大学生有抑郁倾向,4. 2%有抑

郁高风险倾向[1](98-99) 。 2020 年 9 月,国家卫健委

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将

学生作为四大重点防治群体之一,提出把抑郁症

筛查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的健康体检内容[2] 。
由于病耻感的存在,主流社会对抑郁症患者

群体的了解是扭曲和变形的。 《中国国民心理健

康发展报告(2019—2020)》 显示,我国抑郁患者

群体就诊率极低,不足 20%,由隐私顾虑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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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耻感等内因是造成学生拒绝心理咨询等帮助的

主要因素[1](94-120) 。 将近九成的大学生知道学校

有免费提供心理咨询的心理健康中心,但仅有

21. 4%的大学生接受过心理咨询服务[1](110-112) ,

学生宣泄情绪和寻求帮助的途径十分匮乏。 隐匿

性抑郁症属于抑郁症的亚型,隐匿性抑郁症患者

表现为不具备重性抑郁或心境恶劣障碍的典型症

状,常表现为各种躯体症状,如轻度迟钝、精力不

足、工作能力下降、对生活缺乏兴趣等,而其情绪

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具有隐匿性的特点[3] 。 在目

前认知不到位、社会对抑郁症存在误解甚至嘲讽,
以及强烈的病耻感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下,隐匿性

抑郁症患者往往更加“讳疾忌医”。
随着国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重视程度的

提高,阅读疗愈以其经济的干预成本和不用走进

心理治疗室的便捷性等特点日益受到关注。 阅读

疗愈是综合运用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选择合理

的阅读资源,帮助用户有效解决心理问题的一种

心理健康干预方法[4] 。 作为学生阅读、学习活动

的主要场所,高校图书馆不仅有丰富的文献资源,
更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其在开展阅读推广的同

时,针对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开

展阅读疗愈服务,是一个恰当且具有可操作性的

现实途径。

1　 文献综述

阅读疗愈在帮助抑郁症患者群体缓解病症方

面有着良好的成效。 如 Songprakun 等以 54 名抑

郁症患者为实验对象开展的研究发现,阅读疗愈

相关书籍对中度抑郁症患者的忧虑情绪有显著的

缓解效果[5] ;宫梅玲等以中医方剂学配伍理论为

基础,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了书方配伍,最终

让 80%的实验对象摆脱了抑郁的困扰[6] 。 关于

影响阅读疗愈用户参与意愿及实施效果的因素的

研究已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例如,Xin 等[7] 提出

阅读材料的吸引力、易理解性以及让读者产生情

感共鸣,是影响读者持续参与阅读疗愈意愿的重

要因素;徐振宇等[8] 应用技术接受模型以及用户

感知价值理论和感知风险理论,验证了感知风险、
感知有用性、服务体验、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愉悦性

对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愈服务使用意愿的影响。 国

内外学者尝试用多种研究方法来探究用户阅读疗

愈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例如,Choi[9] 采用案例分

析法开展的研究表明,阅读疗愈咨询师的专业性、
阅读疗愈项目的针对性及多样性、阅读材料以及

评估手段等因素影响着阅读疗愈的用户参与度与

实际效果。 除上述方法外,访谈法[10] 、问卷调查

法[11,12] 、实验法[13,14] 也被用于分析用户阅读疗愈

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此外,阅读疗愈参与意愿

的影响因素也在阅读疗愈的实施情境下进行了讨

论。 如,Lee[15] 通过实施一项阅读疗愈计划发现,
提供自助类书籍和制定阅读讨论主题可以显著提

高参与者的兴趣和满意度。 季秀珍[16] 对抑郁症

儿童开展阅读疗愈的实践表明,阅读材料、治疗师

的态度及专业性、阅读疗愈机制等因素影响着儿

童阅读疗愈的参与及实施成效。
既有研究表明,用户对阅读疗愈的参与意愿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

体是否愿意参与阅读疗愈活动,是高校图书馆阅

读疗愈服务能否有效开展的前提。 因此,探究隐

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参与阅读疗愈的意愿以及

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2　 研究假设及模型提出

2. 1　 研究设计

2. 1. 1　 推拉锚定框架模型的引入

推拉锚定框架( Push-Pull -Mooring,PPM)是

人口学迁移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模型最初只包

含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用以解释人们迁移行为的

原因[17] ;随后,Moon 引入了锚定因素,用个人和社

会因素来解释即使推力和拉力都很强但用户依旧

不愿意迁移的原因[18] 。 PPM 在用户行为意愿转

移方面有着广泛应用,如向纯洁等[19] 以感知信息

质量、信任为拉力因素,以信息-任务匹配、信息过

载为推力因素,以惯性为锚定因素,探讨了知识付

费用户的行为转移意愿影响因素;Xu 等[20] 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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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背景下吸引和留住用户的网络服务影响

因素;Hsish 等[21] 基于 PPM 模型,探讨了在线服务

产品用户转换意图的前因和使用行为。 PPM 理论

模型在高校阅读推广相关研究中已有应用,如胡

国华[22] 分析了 PPM 理论在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

阅读推广服务工作中的作用机制,胡陈冲[23] 借鉴

PPM 理论解释框架,将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

的内部推力解释为个人因素,外部拉力解释为环

境因素和主体因素,锚定因素解释为中间障碍,实
证分析了高校大学生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动因。

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参与阅读疗愈本质

上是其对原有心理问题管理行为的一种改变,是
从封闭式的自我心理问题管理到接受阅读疗愈干

预的一种转移。 换言之,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

体参与阅读疗愈的过程是一种意愿受到内外力量

共同作用的心理过程。 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借

鉴 PPM 理论模型,分别从拉力因素、锚定因素、推
力因素三个方面来探究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

群体参与阅读疗愈意愿的因素,构建隐匿性抑郁

症大学生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以期帮助业界更好地开展和完善阅读疗愈。
2. 1. 2　 阅读疗愈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抽取及假设

本研究分别从 PPM 理论模型的拉力、锚定、
推力三个方面来抽取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

体参与阅读疗愈意愿的因素,并提出相关假设。
在 PPM 框架模型中,拉力因素原指吸引人们

离开原居地到最终地点的原因,此类因素会对人

的生活造成积极影响。 用户感知有用性和感知专

业水平作为拉力因素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

证实[19] 。 因此,本研究把感知有用性和感知专业

水平这两项因素作为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

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拉力因素进行讨论。
在 PPM 框架模型中,锚定因素指的是可能阻

碍人们发生转换意愿及行为的因素[19] 。 就实施

阅读疗愈而言,掌握用户个体心理及其他相关个

人信息无疑有利于开展精准的辅助治疗,但这一

过程中,用户容易表现出对个人隐私泄露风险的

担忧,从而影响用户的个人信息披露行为,进而阻

碍其阅读疗愈的参与意愿。 此外,从维系固有的

自身习惯到接受阅读疗愈的干预,用户要承受行

为改变以及走出心理舒适区的压力,两者皆会给

用户带来挑战,从而对阅读疗愈参与意愿产生负

面影响。 因此,本研究选取隐私披露和惯性作为

锚定因素进行讨论。
PPM 框架模型中的推力因素,原本指促使人

们离开原居住地的因素[19] 。 在本研究情境中,推
力因素是指推动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远离原

有状态的因素。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显示,人际交往需求在大学生对

心理健康知识需求中排第一位[1](108-109) 。 取得同

伴成员的支持有利于加强用户的联系感和亲密

感,以及减轻自身压力[24] 。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

家米德表示,当代社会中同辈群体的影响足以改

变传统文化的传递方式[25] 。 因此,本研究把同伴

支持作为影响隐匿性抑郁症群体参与阅读疗愈意

愿的主要推力因素进行讨论。
(1)感知有用性对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影响

感知有用性指用户期望通过使用某项技术或

服务达到提高其生产力或工作效率的程度[26] 。 感

知有用性对用户意愿的影响已得到诸多学者证实。
如孙挺等[27] 实证发现感知有用性是社会化阅读用

户持续使用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严炜炜等[28] 的

实证研究验证了感知有用性影响着用户的在线知

识付费意愿,刘婧等[29] 基于 TAM 模型实证得出感

知有用性显著影响偏远地区儿童的数字阅读意愿。
2020 年一项阅读疗愈相关研究显示,超半数以上

的受调查者认可阅读疗愈并感知到阅读疗愈价值,
愿意通过参加阅读疗愈活动来“以书交友”,扩大

读书疗愈圈[12] 。 即用户对阅读疗愈的感知有用

性,将有可能显著影响其参与意愿和使用行为。
(2)感知专业水平对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

影响

感知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是用户评判结论采

信率以及进行情报分析决策的关键因素[30] 。 已

有研究表明,用户感知专业水平对用户的行为意

愿有一定的影响。 如刘小晶[31] 的研究显示,高校

图书馆员的专业水平正向显著影响用户满意;邹
楚缘[32]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医生的专业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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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患者的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进而影响患者

的信息采纳行为。 由于阅读疗愈具有较强的学科

交叉性,因此阅读疗愈从业人员不仅需要掌握图

书情报学领域知识,还需要具备心理学、医学等相

关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有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阅

读疗愈需求与应用调查显示,阅读疗愈实施者的

专业素养受到学生的关注[12] 。 阅读疗愈实施者

的专业水平无疑影响着阅读疗愈的服务质量与从

业者形象,可能是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

参与阅读疗愈意愿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对拉力因素的分析和讨论,提出如

下假设:
H1: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

生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
H2:感知专业水平正向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

学生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
(3)隐私披露对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影响

隐私披露是指用户主动、自愿地将一般情况

下不愿意被他人知晓或者不愿意向他人公开的信

息展示或分享给他人[33] 。 根据 “隐私悖论” 现

象,当用户认为获取的感知收益大于感知损失时,
他们会选择披露个人信息,但在披露信息的同时,
用户也会对个人隐私表现出担忧,会理性地在共

享信息的潜在收益和损失之间进行权衡。 当对隐

私关注强烈或感知风险较高时,用户可能会减少

甚至停止隐私披露行为,从而降低相关资源服务

的使用意愿[34] 。 隐私披露问题在用户行为意愿

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受到关注。 如程慧平等[33] 探

讨了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和用户行为意愿

间的关系。 邓君等[35] 采用问卷调查法表明,在线

知识社区用户对隐私的关注与用户不满意度间具

有正向影响关系,进而影响用户非持续使用意愿。
结合本研究中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阅读疗愈

参与意愿情境,隐私披露可能是阻碍隐匿性抑郁

症群体选择是否参与阅读疗愈干预行为的锚定

因素。
(4)惯性对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影响

现状偏好理论(Status
 

Quo
 

Preference
 

Theory)

指出,用户更愿意保持当前状态而非做出改变,用
户现状偏好行为的外部表现主要为惯性[35] 。 惯性

可被定义为当用户面对更好选项时,倾向于依据过

去的经验而最终选择保持现有行为的现状偏

爱[36] 。 近年来,惯性对用户行为意愿的影响越来

越受学者关注。 如王建亚等[37] 的研究表明,心理

惯性对用户知识付费使用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王

萍萍[38] 在社会化媒体用户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中,探讨了惯性在采纳意愿与行为间的关系。
郭佳等认为基于情感和认知的惯性越强,用户行为

改变意愿越低[39] 。 因此,惯性可能是影响隐匿性

抑郁症大学生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对锚定因素的分析和讨论,提出如

下假设:
H3:隐私披露负向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

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
H4:惯性负向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

阅读疗愈参与意愿。
(5)同伴支持对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影响

同伴支持是指用户在与同伴互动过程中感

受到情感上的关心、陪伴与帮助 [ 40] ,在预测心

理危机、揭示用户持续参与动机与意愿方面具

有显著作用 [ 41] 。 在一项关于听障大学生阅读

疗愈干预实验中,同伴支持在给予相对弱势的

学生阅读指导方面显示出良好成效 [ 42] 。 在阅

读疗愈实施过程中,同伴支持主要来自一起参

与阅读疗愈的同学或好友。 用户在独自面对

心理问题困扰时,往往由于独孤无助而令负面

情绪逐渐放大,陷入自我封闭状态。 在阅读疗

愈中感受同伴支持,无疑会加强用户接受阅读

疗愈干预的意愿。 由此,基于对同伴支持这一

推力因素的分析和讨论,提出如下假设:
H5:同伴支持正向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

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

2. 2　 研究模型

基于前文综述和影响因素分析,构建隐匿性

抑郁症大学生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

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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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3　 研究方法

3. 1　 问卷设计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影响隐匿性抑

郁症大学生群体参与阅读疗愈意愿的特点进行问卷

设计,各题项量表设计及参考来源见表 1。 问卷采用

的是李克特七级量表,用 1—7 表示从“非常不认同”

到“非常认同”。 结合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和高校图书

馆员的综合意见,对初步设计的问卷测量指标进行

修正,最终设计出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阅

读疗愈参与意愿的调查问卷。

表 1　 量表设计及参考来源

变量 编码 测量项 参考来源

感知有用性

FU_1 阅读疗愈能改善我的精神状况

FU_2 阅读疗愈能提高我的幸福感

FU_3 参与阅读疗愈是值得花时间和精力来做的

周永生等[43]

感知专业

水平

LV_1 感觉从业老师可以给出专业性的指导

LV_2 感觉从业老师具备满足我需求的专业能力

LV_3 感觉从业老师能可靠地解决我提出的问题

Crosby 等
 [44]

Smith 等[45]

隐私披露

PR_1 我愿意在参加阅读疗愈时提供个人信息

PR_2 如果有必要,我会向从业老师透露我的个人情况

PR_3 我不反感从业老师询问我个人情况

Liao 等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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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编码 测量项 参考来源

惯性

IN_1 日常生活中,我不喜欢体验新奇的事物

IN_2 我经常处于某种熟悉的状态,并不会觉得无聊

IN_3 我很少会另外寻求新的想法和体验

Sharma 等
 [47]

同伴支持

CP_1 我可以和共读的同伴交流心得体会

CP_2 和同伴共读能有活跃的气氛

CP_3 我想听到同伴们的感想与感受

周永生等[43]

参与意愿

DE_1 有情绪困扰时我会倾向于选择阅读疗愈

DE_2 我愿意通过阅读疗愈来更好地治愈自己

DE_3 未来我可能会参与阅读疗愈

Chang 等
 [48]

3. 2　 调查对象与样本选取
隐匿性抑郁症相关研究[49] 表明,隐匿性抑郁

症患者常以躯体症状就诊于综合性医院,反复就

诊而无明确诊断,其抑郁症状往往被掩盖,具有隐

匿性的特点。 对于“隐匿性抑郁症” 的诊断[50] ,
在排除躯体疾病造成的躯体不适感后,加上抑郁

测评量表的评定,即可确诊此病症。 根据隐匿性

抑郁症患者的特点,本次调研样本以东南大学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在全校开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普查调研报告为基准,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

业教师的指导下,从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中选取

目标大学生群体作为本次调研的对象。 问卷由三

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以及鉴别题

项,用以筛选具有隐匿性抑郁症临床表现的大学

生;第二部分为贝克抑郁自评量表( Beck
 

Depres-

sion
 

Inventory),选取测评结果在 10—25 分区间,
即量表测量显示为患有中轻度抑郁症的大学生作

为有效样本;第三部分为阅读疗愈参与意愿影响

因素测量量表。 结合高校心理健康中心老师的意

见,本研究于 2021 年 7—9 月期间,选择可获取目

标群体发放问卷。
剔除不符合调研目标的对象以及缺项或选项

大范围相同(大于 80%)等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

效问卷 27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 7%。 样本特征

信息如表 2 所示,调研样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男

女用户比例均衡;二是以高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等中青年用户为主;三是了解阅读

疗愈的时间较短(了解阅读疗愈时长少于 1 年的

占比 97. 4%)。

表 2　 调研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

基本信息 选项 数量 / 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47 53. 8%

女 126 46. 2%

年龄 / 岁

18—22 192 70. 3%

23—27 70 25. 7%

≥28 11 4. 0%

学历

本科 186 68. 1%

硕士研究生 82 30. 1%

博士研究生 5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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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信息 选项 数量 / 人 百分比(%)

阅读疗愈接触或了解的时长

0—6 个月 224 82. 0%

6 个月—1 年 42 15. 4%

1 年以上 7 2. 6%

3. 3　 数据分析
本研究利用统计软件 SmartPLS

 

3. 0 对模型

进行检验,包括信度效度检验和结构模型检验两

个部分。
3. 3. 1　 信度和效度检验

通过信度和效度来评估测量模型的有效性。

信度检验通过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s
 

α、潜
变量组合信度值 ( CR) 和平均萃取平方差值

(AVE)测试。 如表 3 所示,变量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均大于 0. 7,CR 均大于 0. 8,AVE 均大于 0. 6
且分别高于建议阈值 0. 7、0. 7 和 0. 5,表明变量

信度良好。

表 3　 测量模型信度检验

变量 平均萃取平方差(AVE) 组合信度(CR) 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s
 

α)

同伴支持(CP) 0. 658 0. 850 0. 726

参与意愿(DE) 0. 877 0. 955 0. 930

感知有用性(FU) 0. 884 0. 958 0. 935

惯性(IN) 0. 793 0. 920 0. 870

感知专业水平(LV) 0. 653 0. 849 0. 732

隐私披露(PR) 0. 873 0. 954 0. 927

　 　 效度检验通常用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来测

量。 一般 AVE 平方根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大于

0. 5,则表明潜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如表 4
所示,本次测量的相关系数均在 0. 8 以上。 同时,
变量内因子载荷及交叉因子载荷也可反映模型的

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测量项对应的变量载荷与

其他变量载荷差异越大,表明区分效度越好,如表

5 所示,本次测量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此外,同一

变量载荷最小值为 0. 725,大于标准阈值 0. 71,表
明模型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变量间的方差

膨胀因子( VIF) 最大值为 4. 536,低于标准阈值

5. 0,因此不存在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AVE 平方根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CP DE FU IN LV PR

同伴支持(CP) 0. 811

参与意愿(DE) 0. 395 0. 936

感知有用性(FU) 0. 201 0. 543 0. 940

惯性(IN) 0. 211 0. 455 0. 390 0. 891

感知专业水平(LV) 0. 684 0. 372 0. 248 0. 231 0. 808

隐私披露(PR) 0. 182 0. 479 0. 472 0. 489 0. 166 0.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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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因子载荷矩阵

CP DE FU IN LV PR

CP_1 0. 889 0. 321 0. 151 0. 158 0. 606 0. 118

CP_2 0. 745 0. 305 0. 162 0. 191 0. 308 0. 211

CP_3 0. 876 0. 330 0. 172 0. 163 0. 725 0. 117

DE_1 0. 356 0. 938 0. 507 0. 432 0. 355 0. 445

DE_2 0. 364 0. 937 0. 511 0. 436 0. 311 0. 456

DE_3 0. 390 0. 935 0. 508 0. 412 0. 381 0. 446

FU_1 0. 177 0. 492 0. 947 0. 352 0. 238 0. 451

FU_2 0. 170 0. 533 0. 941 0. 413 0. 208 0. 464

FU_3 0. 220 0. 505 0. 933 0. 334 0. 254 0. 416

IN_1 0. 233 0. 431 0. 367 0. 887 0. 212 0. 444

IN_2 0. 155 0. 403 0. 329 0. 892 0. 193 0. 403

IN_3 0. 171 0. 379 0. 346 0. 894 0. 212 0. 461

LV_1 0. 338 0. 270 0. 210 0. 248 0. 834 0. 108

LV_2 0. 372 0. 290 0. 218 0. 153 0. 859 0. 175

LV_3 0. 876 0. 330 0. 172 0. 163 0. 725 0. 117

PR_1 0. 160 0. 451 0. 474 0. 458 0. 148 0. 939

PR_2 0. 182 0. 438 0. 405 0. 465 0. 147 0. 938

PR_3 0. 169 0. 455 0. 443 0. 449 0. 169 0. 925

3. 3. 2　 结构模型检验

通过 SmartPLS
 

3. 0 来检验构建的结构模型

和五个假设,借助 bootstrap 重复抽样方法检验路

径系数,结果如图 2 所示。

4　 讨论与结论

4. 1　 结果讨论

本研究根据 PPM 模型检验了高校隐匿性抑

郁症大学生群体参与阅读疗愈意愿的影响因素,
提出的 5 个假设中 4 个得到证实。 研究模型测试

结果如图 2 所示,对于拉力因素,感知有用性(β =

0. 324,p<0. 001)显著正向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

学生群体阅读疗愈的参与意愿,成为其意愿转移

过程中的拉力因素,假设条件 H1 成立。 这一结

论与用户在社会化阅读[27] 、知识付费[28] 、数字阅

读[29] 方面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说明对于患有隐匿性抑郁症的大学生群体而

言,对参与阅读疗愈可能达到自身预期效果的感

知程度越高,其参与阅读疗愈的意愿就越强。 感

知专业水平(β = 0. 081,n. s. )并不能显著影响阅

读疗愈的参与意愿,因此假设条件 H2 不成立。
这一结论与用户在信息采纳行为、满意度等[31,32]

方面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大部

分阅读疗愈的实施人员是由图书馆员承担的,缺
乏较为专业的阅读疗愈知识储备与经验,从业人

员在阅读疗愈实施过程中专业能力略显不足,整
体水平参差不齐,不足以显著影响隐匿性抑郁症

大学生群体参与阅读疗愈的意愿。 另一方面,对
于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来说,其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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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主要并不是专业的治疗模式。 相对于馆员

或心理治疗师在阅读疗愈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的专

业水平而言,专业的阅读疗愈书籍可能应该成为

更被关注的推力。 因此,相对于馆员或心理治疗

师的介入,潜在的同伴支持特别是专业的阅读疗

愈相关文献资源保障,对于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

群体而言可能是更大的帮助。

图 2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 p<0. 05、p<0. 01、p<0. 001,n. s.:not
 

significant

　 　 对于锚定因素,隐私披露 ( β = 0. 191, p <
0. 01)和惯性( β = 0. 174,p< 0. 01)对阅读疗愈参

与意愿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条件 H3、H4 得到

支持。 其中,隐私披露对参与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这一结论与社交媒体用户[33] 、在线知识社区用

户[35] 对隐私披露表现出的担忧等研究结论一致,

说明对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隐私的保护情况及采

取的措施,是影响其参与阅读疗愈意愿的主要因

素。 惯性对参与意愿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与

用户在知识付费[37] 、社会化媒体采纳行为[38] 相

关意愿方面的研究一致,说明引导隐匿性抑郁症

大学生走出固有的心理舒适区,改变其原有的行

为惯性,是对其实施阅读疗愈的一项挑战。

对于推力因素, 同伴支持 ( β = 0. 203, p <

0. 001)显著正向影响阅读疗愈参与意愿,假设条

件 H5 成立。 同伴支持对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这一结论,与用户行为动机与意愿[41] 方面的研究

结果一致,说明开展阅读疗愈时营造出同伴在一

起分享信息、情感、观念或行为技能等方面的支持

互助环境,能给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带来更强烈

的参与意愿。

此外, 本 文 模 型 中 R2 ( 已 解 释 方 差 ) 为

45. 7%,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效度。 调研结

果还显示,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对阅读疗愈

了解时长( β = 0. 145,p< 0. 001) 显著影响其阅读

疗愈的参与意愿; 受试者的年龄 ( β = 0. 020,

n. s. )、性别 ( β = - 0. 006, n. s. ) 和学历 ( β = -

0. 022,n. s. )对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86



·管理与服务·

本研究是对既有大学生阅读疗愈需求调查相

关研究的拓展,从拉力因素、锚定因素、推力因素

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

体阅读疗愈参与意愿的因素以及各因素间的关

系。 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

体对阅读疗愈实施的感知有用性、注重隐私保护、
削弱惯性对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的影响以及

提供较好的同伴支持的阅读环境等能够提高隐匿

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阅读疗愈的参与意愿。

4. 2　 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显示,影响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

参与阅读疗愈意愿的因素能够使用 PPM 理论框

架模型予以解释。 因此,高校图书馆在开展阅读

疗愈的实践中,可据此构建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愈

服务模型框架(如图 3 所示)。

图 3　 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愈服务模型框架

　 　 (1)强化阅读疗愈的感知有用性,做到有的

放矢。 隐匿性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不易察觉,自身

的孤独、恐惧、焦虑等内心活动往往被惯性思维束

缚,内心困境无法自我冲破。 因此,在针对隐匿性

抑郁症大学生开展阅读疗愈的前期阶段,提供抑

郁症相关知识对患者尤为重要。 可推荐抑郁症患

者自传类书籍,让患者以“照镜子”的方式,从其

他患者自述的症状、病历、形成的原因及抗击抑郁

的方法等多个角度正确认知抑郁症,从而获得

“别人也有同样经历,能够理解自己”的治愈。
(2)消除个人误解与病耻感,弱化患者对自

身的排斥。 在提高对阅读疗愈感知有用性的同

时,减少隐私披露问题对患者的影响,并鼓励患者

走出自身惯性的“舒适区”,消除隐私顾虑以及对

自身的内在歧视,引导其参与阅读疗愈。 将阅读

疗愈与心理疾病等字眼脱钩,减少外部环境对隐

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产生的外在歧视,消除隐

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对参与阅读疗愈可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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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误解的顾虑,提升其心理认可度。
(3)建立同伴阅读支持,提供同伴共读的互

动交流环境。 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可以开展社

交网络上的共读,如利用 QQ 群组织匿名聊天,形
成一种“线下个人阅读、线上共读讨论”的模式,
让隐匿性抑郁症大学生群体在阅读疗愈过程中消

除个人隐私披露顾虑的同时,感受到有可以随时

交流的伙伴。
总之,对于“阅读疗愈”这一词汇应从更广义

的角度去解读,更多地是帮助隐匿性抑郁症大学

生群体直面和承认生命中的缺陷、复杂与不完美,
在阅读中发现自身生命的美好与潜能,从心理距

离上拉近与阅读疗愈实施者以及共读同伴群体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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