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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移民健康信息
‘

搜寻动机及感知障碍研究

袁 红 唐 娜 （南通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2 2 6 0 1 9 ）

摘 要 文章使 用扎根理 论的 方法 ，
结 合质性分析软件 Ｎｖ ｉｖｏ

，
对数字移 民搜寻健康信息 的 搜寻 动机类 丨

型 、动机 强度 、
动机 强度影 响 因 素 、 感知 障碍 类 型和 感知 障 碍产 生 原 因进行 了 研究 。 研究发现 ，

功 能性动 机

是数字移 民健康信 息搜寻 的 主要动机 ，
他们在健康信 息搜寻过程 中表现 出 强 烈的 搜寻意 愿 ，

并 面 临 着一

定 的技术性或非技 术性 的 困难 。 在研究发现 的 基础 上
，
论文对健康服务类 网 站 的 建设和相 关 部 门 的 政策

制 定提 出 了 建议 。

关键词 数字 移 民 健康信 息 搜寻动机 感知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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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他们关注的 信息种类很 多 ， 包括疾病信息 、 养生信

1 引 言息 、药物信息等 ， 但是由 于他们 的年龄偏大 ， 存在使用

信息技术的 迅猛 发展将人们划分为三个世 界 ： 数 网 络不熟练 、缺乏筛选信息的 能力 等 困难 。

字难 民 、数字移民和数字土著 。 数字移民介于数字土著和 国外相 比
，
国 内所取得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方面

和数字难 民之间 ， 是指那些没有 出生在数字世界 ， 但在 的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在文献研究 的基础上 ，制定过滤式

随后生活的某个时刻 ，
已经沉迷和采用大多数新技术的 问卷和访谈大纲 ， 对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访谈 ， 收集音频

人
，他们在利 用信息技术时通常会有一些 困难

“ 2 1

。 和数 资料并转录成文字资料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 ，
运

字土著相比 ， 数字移 民更关注健康信息 ；
而与数字难 用 Ｎｖ ｉｖｏ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深入了解数字移 民搜寻健

民 相比 ，他们更倾 向 于使用互联网来获取健康信息 。康信息的动机和搜寻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 并提 出相关建

国 外对于 网 络 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 已 经有 了 很深 议 。本研究有助于提高数字移民搜寻健康信息的效率 ，还

人的研究
， 涵 盖了不 同年龄 、 不 同种族 、 不同地域 以及 有利于健康服务 网站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 。

一些特殊用户 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 ， 包括搜 寻动

机及影响 因素 ， 搜寻途径和 内容 ， 搜 寻过程中 的 困难 2相关 理论概述 ．

等 。 Ｍａ ｎａｆｏ
＂ 1

、 Ｈ ｕａ ｎ
ｇ
等人 1

4
1使用扎根理论 、 问 卷调查 、 2 ． 1数字移 民

深度访谈 等方法对 中老 年人 健康信息 搜寻 的 动机 和数 字移 民 一词最初是 由北 卡 罗 来纳 大学 的 Ｐ ｒｅｎ－

存 在的 困难进 彳了了研究 。 研究发现中 老年人非常关注ｓ ｋｙ 在 Ｄｉｇｉ ｔａｌＮａ ｔｉｖｅ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ｍ ｉｇｒａｎｔ ｓ 中 率先提 出

健 康信息 ， 搜寻 健康信息 的动 机也呈现 多样化 的特 的 。 数字移民 经常被 拿来和数字土著做 比较 。 数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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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又被称作 Ｎ －

ｇ
ｅ ｎ 代 （ 网 络的

一代 ） 或 Ｄ －

ｇ
ｅｎ 代 （ 数 机强度研究 。

字的
一代 ） ， 指出生于 2 0 世 纪 8 0 年代末 9 0 年代初及以 2 ． 4感知障碍 ，

务
丨 后 的年轻一代人 ，

这 代人 出生在数字世界 ， 成长于数字感知 即感觉和知觉 ， 感 觉受乂们心理和生理 的影

时代 ，易 如反掌地吸收了数字工具和通讯方法 。 与数字 响 ， 知觉是对事物的认知 。 当感觉和知觉 出现异常时

土著不 同 ， 数字移民没有出 生在数字世界 ，
他们成长也 就会 产生感知 障碍 。 感知 障碍一 词多在 医学领 域 出

ｉ 没有数字技术工具的 陪伴 ， 但是他们努力
“

学 习该语 现
，
对社会生活感 知 的肤浅 、 平庸 、

迟钝乃至麻木等 ，

丨

言
”

， 在随后生活 的某个时刻 ，

已经沉迷和 采用大多数新 被通称 为感知 障碍现象㈣ 。 感知障碍分为识别障碍 、

技术 “ 1

。 数字移民概念的提 出最初就是为 了研究教育者 理解障碍 、
组织 障碍 、表达 障碍 ， 本文将感知障碍理解

（数字移民 ）与其学生 （ 数字土著 ）之 间 的
“

断点
”

问题 。为在搜寻健康信息过程 中所遇到 的 困 难 。

与数字移 民联系 紧 密的 另 一个概念是数字难 民 ，

数字难 民指那些因 为经济 、 社会 、 文 化等原 因更远离 3研 究方 法和 研究工具

丨 数字文化 的群体 。 如果说数字移民
一

般指社会里年 纪 3 ． 1深度访谈

丨 较大 的成人
， 那么 数字难 民则更 为年 长 ，

一般指社会深度访谈是质性研究的 一种方法 ，
是一种半结构

ｉ 上选择逃离而不是融人数字时代的老 年人 。式 的访谈 ，
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 间深人 的交谈来

学者在对数字移民 的 年龄界定上并不统
一

。 Ｗａ ｎ
ｇ了解某群体关于某些问 题的 想法 。 深度访谈资料 的质

等人指 出
， 数字移 民是指需要在成年生活某

一

阶段 学 量会直接影响 研究结论 ，
访 问对 象需要对研究问题提

习使用计算机 的人
， 他们在利 用信息 技术时通 常会有 供足够 的 内容 ，

所 以深度访谈一 般使用非 随机抽样 。

丨

一

些 困难 ｌ

2
ｌ

。 ＧＵｎｔｈｅｒＪ 指 出数字移民是 老一辈
，
在他 们 3 ． 2扎根理论

的一生 中互联 网首次诞生 ，
这些人首 先必须学 习 如何扎 根理论是 由 ＧｌａＳ ｅｒ 等人提 出 的

一 种质 性研究

使用互联 网
1 5 1

。 把这些概念中对 年龄 界定 的共识提炼 方法 ， 是在经验资料基础上的发 现理论 ，
而非验证假

出来 ，
发现数字移 民出 生时互 联网并 没有诞生 ， 但在 设或 既有理论 ＂ 3

1

。 研究者从实 际观察人手 ， 通过对所

随后 的生活 中他们开始学习 使用互联 网
， 本 文把数 字 获得 资料 的分析整理获得最终的 结论 。

移 民界定 为在 2 0 世纪 8 0 年代之前出 生
，
他们已经 习扎根理论 的核心步骤是三级编码 ： 开放性编码 、

惯使用一些信息技术 ， 但会存在 障碍 。主轴编码 和选择性编码 。 开放性 编码对原始 资料进行

2 ． 2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归纳 、 概念化 ；
主轴编码发现开 放性编码过程 中提炼

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 由 信息搜寻行 为 引 申 而来 ， 它 的概念之 间 的 关 系 ， 将相 关的 概念整合 到 同
一 类别

限定 了搜 寻 的对象 ，
即 健康信息 ，

强调与搜 寻有关 的 中 ；
选择性编码 确定主轴编码 中 归纳 的类别 的主 次程

一

系 列行为 。 全美医学 图 书馆联盟将健康信息定义为 度
，
形成相关理论 。

与大众 、 病患及其家属有关的健康和 医学资讯 ， 包括医 3 ． 3Ｎｖ
ｉ
ｖｏ 介绍、

疗 、预防 、保健 、康复 、生殖健康 、健康教育等 内 容
｜ 6 1

。 健．

Ｎｖ
ｉ
ｖｏ 是 由 澳洲 ＱＳＲ 公 司 推出 的

一

款 质性分析软

康信息搜 寻行为最早 由 Ｌｅ ｎｚ 提 出 ， 她认为该行 为是 依 件 。 Ｎ ｖ ｉ ｖｏ 是 Ｎｕ ｄｉ ｓｔ 和 Ｖ ｉ
ｖ ｏ 的组合词 。 Ｎ ｕ ｄ ｉ ｓ ｔ 的全称为

据程 度和方法 两个维度而变化的一 系 列 信息行 为 ， 程Ｎｏ ｎ－ｎ ｕｍｅｒ ｉｃａ ｌＵ ｎ ｓｔ ｒｕ ｃ ｔ ｕｒｅ ｄＤａｔ ａｂ
ｙＴｅ ｃｈｎ ｉ

ｑ
ｕ ｅｓｏｆＩｎ

－

度维 度是指搜寻 的范 围和深度 ， 方法维度是 指使 用的ｄｅｘ ｉ
ｎ
ｇ 

Ｓ ｅａｒｃｈ ｉ
ｎ
ｇ
ａ ｎｄＴｈｅｏ ｒ

ｉ
ｚ

ｉ
ｎ
ｇ ，
意为非数值性 、 无结构

信息 渠寧或来源 ， 不 同行 为主体在这两个维度上均 存 数据索 引 、 搜寻 、 理论化 ，
Ｖ ｉ ｖｏ 意为 自 由 自 在 ， 窗 口 接

差异
ｌ 7 1

。 Ｊ ｏｈｎｓ ｏｎ 认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是对 被选定 的口 版的 Ｎｕ ｄ Ｓ ｉ ｔ

1 1 4 】

。ＮＶｉ Ｖ0 可处理 Ｗ ｏｒｄ 文档 、 ＰＤＦ 、音频文

信息 载体上 的信息有 目 的 的获取
ｌ

8
1

。 Ｍａｎａｆｏ 等人认为 件 、数据库表格 、 电子表格 、视频 、 图片 等数据 ， 具有强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是指针对具体事 件或情境 ，
用户 在 大 的编码 、査询功能 。

获取 、 澄清及确认与健康 相关知识或信息的 过程 中 表Ｎｖ ｉｖｏ 将编码 过程置于建立 自 由 节点 、 树 节点等

现出 来的 口 头或非 口 头 的行为 Ｕ 】

。 Ｎ ｉｅ ｄｅｒｄ ｅ
ｐｐ

ｅ 认为健 一

系列操作 中 ， 辅助功能极 大地 简化了 扎根理论数据

康信 息搜寻行 为是一 种个人为 应对特定健康事件而 分析的 操作 ， 其便利性使得扎根理论方法在 社会学 、

积极地获取特定信息 的活动
⑴

。教 育学 、 管理学 、 医 学和心理学 等领域 的科学研究 中

2 ． 3搜寻动机都有广 泛的应用 。

动机在心理学 、组织行为学 中都有着不同的定义。 以

Ｋｅ
ｌ ｌｅｙ 为代表的心理学家认为动机是人们为达到某种 目 4研究过 程

的所作出 的选择 ，
以及为此付出 的努力Ｍ 。 Ｄｏｍ

ｙ
Ｃ ｉ 把动机 4 ． 1 研究对象筛选

解释为 由诱因 引起行动并且该行动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研究对象需满足三个条件 ： 首先 ， 需为数字移 民 ，

况下持续 ，直至达到预定 的 目 标的过程 ［
1 ＂

。为了 收集资料 的方便 ， 把研究对象的 年龄定在 3 5 ￣ 5 0

搜寻动机的研究 主要涉及两大方面 ， 其一是人们 岁 ； 其 次 ， 需具有 网络健康信息搜寻经历 ；
最后

， 需经

为达到某种 目 的所进行 的搜寻 ，
即 动机类型研 究 ； 其 历较为 困难 的搜寻过程 。

二是人们为搜寻到某种 信息而付 出 的努力程度 ， 即动过滤式问卷分三部分 ： 第
一

部分是调査对象 的基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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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况 ， 包括年龄 、 学历和工作背景 ； 第二部分是互联 份访谈记 录逐份建立 自 由 节点 。 为 了保证研究结果的
ｆ

网使用情况 ，
没有使用过互联 网 、 使用互联 网不 困 难 准确性 ，使用访谈对象 的 自然表达作 为 自 由 节点 。

和不太困 难的对象直接排除 ； 第三部分是对健康信息经过逐步 的编码 ， 共形 成 2 8 4 个 自 由 节点 ， 其中 务

是否关注 ，
不关注健康信息和没有通过 网络搜寻健康 动机类 型 6 9 个 ， 动机强度 2 0 个 ， 动机强度影响 因 素

信息 的直接排除 。 4 1 个 ， 感 知 障碍类型 8 4 个 ， 感知 障碍 产生 原 因 7 0
，

研究对象 的选择采用 目 的 抽样和理论抽样 。 通过 个 。 表 1 列 出 了动 机类型 中 的 2 0 个 自 由 节点 。

亲朋 、 中 老年 ＱＱ 交流群中 的 成员收集 了 2 7 份有效问表 1 动机类型的 自 由 节点 （ 部分 ）



卷 。 在随后的访谈环节 中
，

4 位没有完成访谈 ，
3 位访 丨………ｍ动 机＿

．＾
 1 有 的 时候身体不太舒服

谈对 象回 答 的 内容 无效 （ 表达模 糊 不清或 者答非 所
＂

Ｔ
￣

为 了 家人 ， 有时候身体不太好 ， 还有 自 己 有点健康毛病

问 ） ，
最终 确定了 2 0 位参与者 ， 分别编号 Ａ ？ Ｔ 。其中 男丁有

ｊｆ
1
咖

．．．． ．． ．

 ， ，
． 4本身 的 身体状 况 不大好


性和 女性各 1 0 名
，
年龄在 3 5

？ 4 0 岁 的 7 名 ，
4 0 

￣

 4 5 5 因 为 我的身体有些 部位不是很舒服 ，所 以 我会在网 上针对这方面 状况进

岁 的 7 名 ’ 4 5
？

5 0 岁 的 6 名 ， 各年龄段分布均匀 。访谈 6 为 了 家人 的身
“

体 ， 有时候小孩 ｜

屮
｜ 现
一

些身 体 力

？

丨面的 丨句 题 ，Ｉ开始关注
ｉ

二： …二ｎｒ 廿 士 丄二 二 －＾ 1 ＺＪＪＪ 1 1 7

我 媳妇身体不 怎 么 好 ， 我就经常上 网 上 去 搜寻
一

下麵信息 ，对她身体有
一

些 帮 ：

对象的学历基本为初中 、咼 中 、 中专 。 他们具备一定 的


々
■

仆 知 孓
口 ；Ｂｒ没有 系统袖 學习 讨计貧 本ｎ 应 用 仿谈 对 8 我 们这个年龄 ， 在这 时候最容 易 产生身体 各个器官会发生衰 老 这个现象

‘ｍ＾机ｎ用 ’ 仍 ＾ 乂了—
把握 ＋ 了父 母的 身 体状 况 己 也＋懂嘛 ，所以 就搜寻

一

些鲑康的 东 西
—

？

象的 职业都与ｆｅ息技术无关 ’ 所 以他们使用计算机都 1 0 家Ｍ ｉ？ 人遇 到有 关疾病方酬 问 题 ．想 了解
－

下有 关这方睡知 识


不早很孰碎 存弃的 阳 袖鈴名
1 1 我 现在最 主 要的就 是更多 地 ｒ 解我孩子 的病怎么 样 ， 打消 我心中 的忧虑

疋侬… 、 砧 ，什仕扪 囵 服权步 。

Ｉ 家 里 有胖 人 ，搜 肥 胖看看肥胖对 身 体有 什么 伤 宵

4 ． 2资 料收集和转 录 1 3 我 老婆刚 生下
一

个 宝宝 ， 医 生说 有
一

点血 小板 低下 ， 我就是搜
一

下这力

？

面 Ｉｇｆｌ
＂

ｉ方谈 女彻 闱络傭康 ＜
主 自 禅寻的 动 木ｎ 举 ｓｉ

』 动 本 ｛吊 1 4了 解的 更全而
一

些 ， 有时候保 生不
一

定对我们 阱那么 多
访认人驯 围统健尿 1 ｎ 心役守耵 动机久 土 、 动 仉通 1 5 网 ｊ

： ｆ不Ｗ龍 ，龍碰侧很■ 疗的 方案


度和 感知障碍设计 了 7 个访谈 问题 。 在动 机类型 部分 ｉ 6ＷＭＭＭＭＭＭＳＭＭＥＥＭ 丨 ：＿＿息可輕ＳＥＭ
主要询 问 访谈对象搜寻健康信息的 目 的 、

最主要 的 目
－

ｊ
－ ＳＳＳＫＳＳＳ＆会咖

的 以及搜寻经历 。 刚 开始只 设置 了 1 个 问题 ，
后来发1 9 这 个我又 不懂 ， 所以 想更多 地 ｆ 解

一

下


现获取的信息较少 ，
所 以增加 了让访谈对象对其搜寻

咖 的 更多 、舰 ．刚 们 不会 每 彳都＿丨

＿

目 的 排序并分享搜寻经历的 问 题 。 在动机强度部分主
4 3 2ｍｍ ｆ^ｒ

？使用 Ｐｅａｒｓｏ ｎ 相关系 数进行 相似度测 量 ，
通过单

了 2 个问题
’ｍ访谈对象Ｌ过程 中存在 的 困难 ｆｎ

翻似度 ， 对 2 8 4 个节点进行初 步分类 ，
形成 了 5 个 聚

、类水平树状图 。

＾
2

Ｊ 

Ｓ

［
1 Ｊ ｆ

＊


ｆ

＾ ？＾

ｆ

？

Ｊ 

‘

＾＾
 2以动机类型为例 ’ 6 9 个 自 由 节点 经聚 类分析后

，

翻 的节点 出 现同
一分支 中 ’ 不 同的节点 被分离开 ，

ｆｕ ｉ ｔ

－ｔ形成动机类型 聚类水平树状图 ’ 如 下页图 1 所示 。

分地表达 ，
也设计了 假设性问 题和解读性问 题 ， 如

“

假 ，
－

ｍ
？． ．

工
＃ 上 八佑 始 ｎｌ

，，
、… 。 。 ， 八 6 ， ＋ 4

－

？＝＞

如在 网上搜到 信息对 自 己 并没有价值 ， 会不会影 响 到
＃

冗次 努Ｌｎ二
范畴

、

；

访谈于 2 0 1 4 年 4 月 5 日 到 5 月 2 日 进行 ， 采用Ｔ？


＾
＾ Ｊ

 ^

2
！

ｐ

Ａ

ｆＬ．

＾＾ｉ：
！？Ｆｆ

－

‘

当面访谈…仏仏 ！＾丄⑴肩 语音访飾 、

辦的 多这些树节点 ’
如下页表 2 所本 。

4 4丰轴 编码
Ｉ 、Ｋ 、 Ｍ 、 Ｐ 、 Ｑ ） 、微信访谈 （ 0 ）和 电话访谈 （ Ｌ ）方式 。 平均Ｌ一

的访谈时间 为 1 5
￣

 2 5 分钟 ，雜 内容均 录音 。 每次访
ｉ捕码

，
于抑

．

放性 编賴＿ 的 聚类 分析

谈结束后 对录音进行 转录 。 ｎｗｖ 。 可 以 使音频聽 和

文字转录同 时进行 ，
研究者人工逐字 、

逐句地将音 频Ｍ
—

果基础上
，
通 过创建关 系 ， 并为树节点 和关系 添加关

4 ］ 3开 放性 编码 3

开放 性编 码是对 音频转 录得 到 的文字脚 本进 行

逐字 、 逐句 、 逐段分析编码 。 在 Ｎｖｉ ｖｏ 中编 码的 内 容称在 图 3 的 模型 中
’
有 的 范 畴之 间存在

一

定 的关

为节点 ， 节点分为 自 由 节点和 树节点
，
树节点之间是 系 ， 如

“

信息数量
”

影 响 到
“

结果可信度
”

，

“

使用计算机

上下级关系 。■力
＂

ｆｎ

＂

＃＃胃 胃 系 ； ？

开放 性编 码的 同 时将 自 由 节 点和 树节点 进行 分 的 范畴和其他范畴之间 不存在关系 ， 如
“

时间
”

。 因此

类 ’ 因此先 建立 5 个节点分类 ’
即动机类型 、 动 机强 按照 图 中各个范畴之间 的关系 紧 密程度 ’ 把 动机强度

度 、 动机强度影响 因 素 、 感知障碍类型和 感知障 碍产 影响 因 素的所有 范畴归人
“

搜寻体验
”

、

“

搜寻结果
”

、

“

感

生原因 。知易用性
”

、

“

身体状况
”

、

“

时间
”

这 5 个 主范畴 中 。

4 ． 3 ． 1 自 由节点按照上述方法梳理所有树节点之间 的关系 ， 进行

运用
“

Ｖ ｉ ｖｏ 中编码
”

这一 功能 ， 首先对收集到 的 2 0主轴编码
，
结果如表 3 所示 。

6 9

tangyuxi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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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丨

白
丨按＿目似性罢 1

！＾ 点

表 2树
？

节点
！＾白 一咖—《 ｜

编号
丨名 称材料来源参考点

—

服
．

，

— 想觉无贓宥麯康
1 无法 准＿达 自 己 的 需求


1 4 1 8

4  ：￣￣

｜

—出现了
一

些明显的不适 2 经 常搜寻 出 很多无关的信息1 6 1
8

￣
＂

1

￣


养生保健

￣￣

ｌＴ 1 6

￣

Ｉ

—

 4 使用互联 网 不太 熟练


1 4 1 5

：

——￣

Ｗ保待身该織 5
一

定 要搜 寻到需 要的信Ｉ、1 4 1 4

｜



 1＾謝＿康舰 6 广告太 多1 3ｌＴ
＂



1ｐ

—

键康对于社会生活家庭都太重要了 ． 希望了解健康养生万面的信息 7 身体状况 身体需要ｎ1 3
￣

￣￣

关注减亂 锂康方面的网上信思
8 自 我治疗1 0Ｈ

￣̄

＿ｒ
获知药糖的信思 9 网站界 面复杂 9ｎ

￣̄

因为 某神疾病而去搜蒂相关治疗的药物 1 0 不知道搜 寻到 的信 息是否正确
＾

ＩＴｎ

￣^

ｉｒ 偶尔会搜磨鬼免疫力 ， 补充维 ｃ方面的信息
￣

获得更多 的健康信 息 81 0

血 糖高 ， 会去搜日常生活中降低？糖的妙方 1 2

￣

对 医学方 面的知识 不够了解
—

 8
“

 1 0

到医院花费很尤 医生会 让做 Ｂ超 ， ＣＴ之类的检査 1
3了 解 自 己及家人 的健系状 况 9 9

ｉ


Ｌ 省钱
￣

1 4

￣

注册过程繁琐 9 9

｜
＿

去医院太远 1 5 网站缺乏适 当 的帮助 引 导信息


8


8

：



Ｌ 去医院太屛职 ， 医院也很远 1 6 方便快速获得健康信息
：

5


8

？
可

＝


＼

1

厂
￣ 去医院献花太长 从网上 査卿ＩＴ 搜館 、■辟分不清楚



5



6

｜



帮家里人了 解
一

下所患疾病方面的知识
￣

2 2

￣

打发 时间 5 5

 Ｉ孩生病村 ’ 会从网上搜索应急处理的办法
￣

2 3

￣

结果可信度
一

 5 5

，

 家人较胖． 搜把胖的危害2 4 网站反馈 不足
—


5

—

5

 Ｉ经常会 ．看药撤治疗和如柯锻烁的蓿思 2 5 搜索方式单
一

 ；

5


5

ｉ ，

 均 5 Ｔ？肽Ｍ2 6 获知疾病 的信息


3


4
＿

2 7 使用计算机互联 网 的能力 1 4

一＂



孩子如何强身健体 2
8 结果太 多



3



ｉ

^

．

 身体不好’ 有腰推闫盘突出
＂

＾ 中途放弃



2



3



  身体状况不好￣



＼ＺＺ
． 身体不舒服＆ ： 木才來斗＊源、 胃 ｕｓ解力

人数 。

Ｉ



对乔生越来越关注

＼ ｆ

—

注重乔生丨 关注乔生 ， 能少生病按单 似性 类的节点

Ｉ 乔生和健康在生活中占芏要位音

卞 ■Ｔ 1Ｙ Ｉ＾ 丨

ｆ， 丨 卞
1



感知 愉悦性
 査小舰什么补充营乔



Ｌ＝
酬关性

Ｈ ｜

—— 矢注食品保健信患 ， 抝补血、 抗鹿的食疗 （



结果可信度
— 年纪大了比较越乔生 Ｉ



身体状况 、身体需要

图 1 动机类型 自 由 节点的聚类分 析 （部 分 ）

1
ｍ

— 1

信息数世

，
 以前的搜寻经历

4 ． 5选择 性编码




ｊ



操作简易程度

选择性编码是在 主轴编 码得 到 的 主范 畴 中 找 出



赢

ｊ

 获取方便

核心 范畴 ， 确定核心范畴和主范畴及次范畴的关系 。 Ｉ

 有其他途径获取健康信息

比较表 3 中 各个主 范畴的参考点 ，

“

了 解健康状况
”

、图 2 动机 强度影响 因素各范畴之间 的聚类分析
“
一定要搜寻到需要 的信息

”

、

“

身体状况
”

、

“

搜 寻过

程
”

、

“

网站原 因
”

的 参考点分别为 4 7
、

1 4 、 1 3 、 3 6 、 3 6
，
居 和

“

省钱
”

的参考点很少
，

不作为 核心范畴 。 将动 机强

于各 自 所属 于类别的 核心地位 ，
因此 以这些范畴为 中 度 中的

“
一定要搜寻到需要的信息

”

概括为强烈
，
作为

心
， 分析所有 范畴之间 的关系 。核心范畴 ，

“

中 途放弃
”

和
“

无所谓
”

的参考点较少 ， 去

以感知 障碍为例 ， 观察 各个次 范畴

之间 的关系
，
可 以发现

“

不 了解浏览器的ｇ ．

． ．

／
－

ＯＸ

操作
”

与
“

注册过程繁琐
”

存在 因果关 系 ， 1ｓ
｜
ｉ

）＾（
时间
）

状况 搜 ｉｉｓ
）“

无 法准确表达 自 己 的 需求
”

与
“

经常搜寻

寻 出 很多无关的信息
”

存 在因果关 系
，
因達ｇ

＼／
＾

感知

￣

结

此
， 将注册 过程和搜 寻过程归为技 术性

￥

／ｆ
＾
＼／？＼易用性果

困难 ， 信息 评价能力 和语言表达 归 为非／
一￣

ｖ＾ｙ

技术性 困难 。 对感知 障碍选择性 编码的乂
结果见图 4 。／／

＾
＼ｆ ｉ ｋ^ ＼／＾＼

按照上述操作 ’ 将 动机类 型中 的
“

了（

？
＞

—

Ｋ ｉｌｌ ）（ ｉｌｌ ）（ｉｇｆ ）

解健康状况
”

和
“

治疗
”

归为
“

功能性动＼
＾ｙ

机
’
娱乐 归 为 娱乐性动机 ，

共孚图 3 动机强度影响 因素主轴编码节点翻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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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轴编码用性
”
一起作 为核 心范畴 ， 去除

“

时 间
”

这一范 畴 。 感知
｜

—

ｉｉ



Ｈｉ


函


ｗｍ障碍产生的 原因包括网站方面 、 个人方面 的原 因 。 选
＇

Ｉ
—



养生保 健


择性编码最终 形成 了  9 个核心范畴 ， 见表 4 。Ｉ
了解 自 己及家人的 健康状况


9
＿ 丨

1 7

了 解健康状 况 获得更 多的健康信息
＂

ＴＴ表 4 核心范畴

方便快速获得健康信息


8
＿ Ｉ＃ 1 1



获知疾病 的信息


4
＿动机类型

＂“

■ 米刑始片获 知药物 的信息
 ！＿功能性动机 5 9

￣＂

动机类型治疗自 我诊断治疗


ｎ
＿娱乐性动机



8



打发时 间


5
＿动 机强度

娱乐增长见识


2
＿

—

＾｜ 1 4

—̄



产生愉悦感
＿

 1动 强度 的影 响 因素
 

共享与他人交 流信息
 1＿感 知易用性ｒ

̄

省 钱Ｉ 网 上查找健康信息省钱 1身体状况ｎＩ

一定要搜寻 到所需要的 信 息


1 1 ＿感 知有用性ｎ ！

动机强度中途 放弃
Ｌ＿感 知障碍

ＭｌＬ＿非技术性 困难 2 7

搜寻体验｜

以前 的搜 寻经历 8技术性 困难 4 9

^

信息数 量


2
＿感 知 障碍产生原 因


搜寻结 果结果 可信度


5
＿网 站原 因 3 6 ！



健康相关性
—

2自 身原因 3 3Ｉ

动机强度 的


ｊ

—

影 晌因素難關 Ｓ度


＾＾
感知易用 性 获取 方便


2
＿ｃ

有 其他 途径获取健康倍息
—

Ｔ
＂

 5ｙｒ ＾ｎ



細 计算机 互联 网 的能 力丁 5 ． 1数字移民 健康信息搜寻 的动机类型


ｆ
－

（ ｉ ）功能性动机 。 因年龄 因素 的影响 ， 数字移 民对 丨

一

搜索框 、地址栏 等分不 清楚工 身体健康越来越关注
，

所 以功能性动机下 的参考点很

搜索 过ｇＳＳ
器的■
＋多 ， 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提 到 了功能性动 机 。 包括

“

了．

感知障 碍注册过程

—－

ｆ

－解 自 己 及家人的 健康状况
”

（访谈对象 ｂ 、 Ｄ 、 Ｅ 、 Ｆ 、 ｈ 、

语言 表达 无法准确表 达 自 己＿丨 1 8Ｋ 、 Ｍ 、Ｎ 、 Ｐ） 。 如果身体 出现 了状况就会
“

搜寻相关 的疾

信Ｍ价
ｆＵｌｉｉ息是 否正 确ｉ緣＆

”

（龍膽 ａ 、 Ｇ 、 Ｊ 、 Ｒ ） ’

“

自躲 ｗ浙
”

（職


1顧搜制浦＿随

￣

Ｔ
￣

对象 Ａ 、 Ｃ 、 Ｅ 、 Ｇ 、 Ｉ 等 1 1 位 ） ， 如果身体没有 问题
，
可能



｝
ｆ会搜寻

“

养生保健类
”

信息提前预 防 （访谈对象 Ａ 、 Ｃ 、

ｍ ＭＢ￣

Ｄ 、 Ｅ 、 Ｆ 、
Ｇ

、 Ｈ 等 ） 。 1 4 位提到 了
“

养生保健
”

这一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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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在编码 过程 中发现
，
年龄在 4 5

￣

5 0 岁 之 间 的人

自 身原因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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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的知 识不够 了 解ｉ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网上 的健康 资源丰富 ， 多
￣

＾
￣

网 站反馈不足
“

5

样 的 移动设备 可 以 随时随地 搜寻健 康信 息 。 可 以 认
网站 交互 网 站缺乏适当 的Ｍ 引 导信息 8

什 Ｈ Ｊ Ｔ夕匆 Ｊ… Ｗｆｌ ＪＵ Ｋ跟 丨 口 ？、 。 Ｊ






为 ， 将来会有 越来 越多 的数字移 民使用互联 网来搜寻

健康信息 。 健康服务 网站可 以开发 自 己 的 Ａ ｐｐ ， 方便人

／＾＼技术性Ｈ 难Ｚ们进行信息的 移动搜寻 。

ｆＳｉ
）？术性＿⑵ 娱乐 性动 机 。 部分数字移 民 出于娱乐性佩

（ 「父ｍ
Ｙ Ｊ^ｙ＿

ＰＵ

进 行健康信息的搜寻 ， 随着互联 网变得越来越触手可

项 ，

，

／
 ／

｜
9 ａ＼及 ，

打发时间
，
放松心情等娱乐消遣需求也成 了

一大动

Ｏ机
（访谈对象 Ｂ 、 Ｆ 、

Ｇ
、Ｈ 、Ｐ） 。 浏览网站上 的新闻时

，
如果

？

Ｓ （

＾
）偶遇感兴趣的健康信息 ，

往往会追踪搜 寻更多信息 。

／ｏ＼＜ 5 ． 2 数字移 民健康信息搜寻的 动机 强度

Ｕ ｇｌ；ＩＵ ｓｌ）数字移 民在 大多 数情 况下都会表 示
一

定 要搜寻

Ｈ到所需要的 健康信息 。 考虑到数字移 民所处 的年龄阶
父项Ｙ项 父项 ／父 项

ｒ
ｊ＼ｒ ／段

，
面临 的健康问 题较多 ，

对健康 身体 的渴求程度也

Ｏ
ｇｍｗ ｎｔ语言 表 ｓ较深 ， 因此他们一旦开始从 网上搜寻健康信 息 ， 就会

．Ｉ—＿Ｊ表现出 强烈 的搜寻动 机 （ 访谈对象 Ａ
、
Ｂ 、 Ｅ 、 Ｆ 、 Ｇ 、 Ｈ 等

图 4 感知障碍选择性编码节点模型 1 4 ｆｉ ）
0

5 ． 3数字移 民健康信息搜寻的 动机 强度 影响 因 素

除 。 将动机强度 的影 响 因素 中的
“

搜 寻体验
”

和
“

搜 寻数字移 民对健康的需求是主要的影响 因素 。 较愉悦

的 结果
”

归 为
“

感知有用性
”

，
和

“

身体需求
”

、

“

感知易的搜寻经历 （访谈对象 Ｂ 、 Ｆ
、

Ｉ 、 Ｔ） 、 网上丰富 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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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访谈对象 Ａ 、 Ｈ） 以及获取 的方便性 （访谈对象 Ｉ 、Ｌ ）都会 的 网络培训活 动 ， 提高数字移 民 的信 息能 力 。

5 丨

使得他们尽最大的努力 去搜寻所需要的信息 。 然而
，
使综上

， 得 出 研究结论 ： ①功能性动机是搜寻健康

务 丨 用互联 网的能力 （访谈对象 人 、 1 3 、 1＼ 1 、 1 1 ） 、 结果的可信度 信息 的主要动机 ； ②数字移 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尽

：

（访谈对象 1 3 1 、 1丄 十 ） 、操作 的复杂性 （访谈对象 幻也会 最大努力搜寻所需要 的健康信息 ； ③数字移 民搜 寻信

丨 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受到限制 ，
不得不放弃搜索 。息过程 中遇到 的 障碍偏 多 ， 大体可分为技术性 困难 和

健康服务 网站在提供丰富 的信息资源 的同 时 ， 必 非技术性 困难 ； ④障碍产生 的原 因 主要是 对互联 网 、

丨 须确保信息 的质量 ， 提升人们对 网络资源 的信任度 。 计算机 、手机等移动设备 的不熟悉 。

ｉ

因 此 ， 提高健康信息 的 可信 度
，
减少广告 、 垃圾信息 的参考 文 献

植入 ， 是当 則 健康 服务类网站 的首要任务 。 ［ 1］ＰｒｅｎｓｋｙＭ
．Ｄ ｉｇｉ ｔａ ｌｎａｔ

ｉ ｖｅ ｓ ，ｄ ｉｇ ｉ ｔａｌ  ｉｍｍｉｇ ｒａｎ ｔｓ［ Ｊ ］ ．Ｏｎ ｔｈｅ

5 ． 4数字移 民健 康信息 搜寻 的感知障碍类 型Ｈｏｒｉｚｏｎ ， 2 0 0 1 ， 9 （ 5 ） ： 1 
－

 6 ．

（ 1 ）技 术性困 难 。 数 字移 民 接触计算机和互联 网 ［
2 ］Ｗａｎ ｇＱＥ ，

Ｍ
ｙ ｅｒ ｓ

ＭＤ
，
Ｓｕｎｄａ ｒａｍＤ ．Ｄ

ｉｇｉｔａ ｌｎａｔ ｉｖｅ ｓ ａｎｄｄ
ｉ ｇｉｔａｌ

丨 的 时间较短 ’ 浏览 器 、搜 索引擎使用不熟练 （访谈对象
ｉｍｍｉｇ ｒａｎｔｓｍ － Ｂｕ ｓ 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Ｓｙｓ ｔ

ｅｍｓＥｎ ｇｉｎｅ ｅｒ ｉｎ
ｇ ，

；

Ｇ 、 Ｈ 、 Ｊ 、 Ｍ 、 0 、 Ｐ 、 Ｑ ） 的 情况普遍存在
，
因此他们 搜寻健

2 Ｑ 1 3
’ 5

（
6 ） ： 4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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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ｌ ｏｒ ｉ ｎ

ｇ
ｏｌ ｄｅ ｒａｄｕｌｔｓ

＇

ｈ ｅａｌ 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 ｏｎ

康ｆｅ息 的效率并不 咼 。 网 上信息数量 的快速增长 ，
网，

． ． ． ．

， ｎ ，

ｓｅ ｅｋ ｉｎ ｇ
ｂ ｅｈ ａ ｖ ｉｏ ｒｓ Ｌ Ｊ  Ｊ ． Ｊｏ ｕｒ ｎａｌｏｆＮ ｕ ｔ ｒｉ ｔ ｉｏｎ Ｅ ｄｕｃａ ｔ ｉｏ ｎａ ｎｄＢ ｅｈａ

－

丨 站界面 的设计越来越复杂 ， 很多数字移 民都区分不 了．

⑴ ｓｑｖ
ｉ ｏｒ ， 2 0 1 2

， 4 4
（

1
） ：
 8 5－ 8 9 ．

Ｉ
搜索ｔ

和 地址栏 （访谈对象Ａ 、 Ｊ 、Ｋ 、 Ｎ 、Ｑ ）
，有
一部分人 Ｊ 4  ］Ｈｕａｎ

ｇ
Ｍ

，Ｈａｎ ｓｅ ｎＤ ，Ｘ ｉ
ｅ Ｂ

．Ｏｌｄｅ ｒａ ｄｕｌ ｔ ｓ

＇

ｏ ｎｌ
ｉ
ｎｅｈｅａｌ ｔｈ

ｉ
ｎｆｏ

－

甚至都找不到 搜索栏的位 置 。 还有
一部分 网站需要注 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ｅｅ ｋｉ ｎｇ 

ｂｅｈａ ｖ
ｉ
ｏｒ

［ 

Ｃ
］．Ｐ ｒｏ ｃｅ ｅｄ

ｉ
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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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ｈｅ 2 0 1 2  ｉ

Ｃｏｎｆｅｒ
—

册才能浏览相关信息
，
这些都 给数字移 民搜寻信息带ｅ ｎ ｃｅ ：Ａ ｒｉ ｚｏ ｎ ａ ．ＡＣＭ

， 2 0 1 2 ： 3 3 8 
－

 3 4 5  ．

来很大 的 困难 （访谈对象Ｃ 、 Ｄ 、 Ｅ 、Ｆ 、Ｇ 、 Ｉ 、 Ｊ 、 Ｌ 、Ｍ ） 。 这就 ［ 5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Ｊ ．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Ｎａｔ ｉ ｖｅ ｓ＆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 Ｉｍｍ ｉｇ
ｒａ ｎｔ ｓ ［Ｍ ］ ．Ｉｎｎ ｓｄｒｕｃｋ ：

要求健康信息提供机构 能加强 系统可用性建设 ， 简化Ｓ ｔｕ ｄ ｉｅｎｖ ｅｒｌ ａｇ ， 2 0 0 7 ．

网页设计或者设计专门针 对中老年人 的网 页 ，
添加适

［ 6 ］ 李月 琳 ， 蔡 文娟 ■ 国外健康信 息搜 寻行 为研究综 述 ［ Ｊ ］
． 图

当 的提示和规范标识
，
引 导搜寻 。 2 0 1 2 ， 5 6 （ 1 9 ）

：
1 2 8

－

1 3 2 ．

（ 2 ）非技术性困难 。 大部分访谈对象因为无法准确
丨 7 】 “ＥＲＩ 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 ｏ ｎ—Ａ＿Ｐ° ｎｅｎ ｔｏｆｃ ｌ ｉｅ ｎｔ ｄｅ ｃｉ ｓ ｉｏｎ ｓ

， ， ， ．ａｎｄｈｅａ ｌｔｈ ｂｅ ｈａ ｖｉｏｒ
［
Ｊ

］  ．Ａｄｖ ａｎｃ ｅｓｉｎＮｕ ｒ ｓ ｉｎ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
， 1 9 8 4

，
6

描述需求而搜不到有效的信息 （访谈对象 Ａ 、 Ｂ 、 Ｅ 、 Ｆ 、 Ｇ 、

⑷ ⑶ ？

（
3

）

： 5 9 

－

 7 2 ．

Ｈ 、Ｊ 、Ｋ 、Ｍ 、 0 、Ｑ 、 Ｓ 、Ｔ ） 。 除了从事 医学专业的人 ， 大部分人
［ 8  ］ Ｊｏｈｎ ｓｏｎＪＤ

．Ｃ ａ ｎｃ ｅｒ 

－ｒｅｌ ａｔｅｄ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 ｎ Ｓｅ ｅｋ ｉｎｇ ［ Ｍ ］  ．ＮＪ

：

对于医学知识 了解甚少 。 然而 ，
对于网上五花八 门有的Ｈ ａｍ Ｐｔ。 ｎ Ｐｒｅ ｓｓ ， 1 9 9 7 ．

甚至不相关的答案 （访谈对象 Ａ 、
Ｂ 、 Ｃ

、
Ｄ 、Ｅ

、
Ｆ 、 Ｇ 、 Ｈ 、 Ｉ 、Ｊ 、［ 9 ］Ｎｉｅｄｅｒｄｅ

ｐｐ
ｅ Ｊ ，Ｈｏ ｒｎｉ

ｋＲＣ
，Ｋｅ ｌ ｌ

ｙＢ Ｊ ，ｅ ｔａｌ ． Ｅｘａｍｉ ｎｉ
ｎ
ｇ 

ｔｈｅ

Ｋ 、Ｌ 、 Ｍ 、 0
） ，
很少人敢轻易相信 ，

因 为不知道搜寻到 的 信ｄ
ｉ
ｍｅ ｎ ｓ

ｉ
ｏ ｎｓｏｆｃ ａｎｃ ｅｒ 

—

ｒｅｌａ ｔｅｄ
ｉ
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
ｏ ｎｓｅ ｅｋ

ｉ
ｎｇａ ｎｄｓｃ ａｎｎ ｉ

ｎｇ

息暴否正确 （访谈对象Ｂ 、 Ｆ 、Ｇ 、Ｈ 、 Ｉ 、Ｊ 、 Ｋ 、Ｌ 、 Ｎ 、 0 ） 。 ｂｅ ｈ ａｖ ｉ ｏｒ ［ Ｊ
］． Ｈ ｅａｌ

ｔｈＣ ｏｍｍ ｕｎ ｉｃ ａｔ
ｉ
ｏｎ

，
 2 0 0 7

， 2 2 （ 2 ） ： 1 5 3
－

 1 6 7 ．

笔者认为一方面健康 服务类网 站需定期
“

净化
”丨 Ｉ 0 ］Ｋｅ＾ｅｒ ＪＭ  ．Ｍｏｔ ｉ

ｖａ
ｔ

ｉｏｎ ａｌ Ｄｅｓ ｉｇ ｎ ｏｆ Ｉ ｎ ｓ ｔｒｕｃ ｔ ｉ ｏ ｎ ［ Ｍ ］／／Ｒ ｅｉｇｅ ｌｒｕ ｔｈ

站 内信息 ，
对于散布不 良不实信息 的用 户 应该 限制发Ｃ Ｍ ＿Ｉ

ｎｓ ｔｒ ｕｃ ｔ
ｉｏ ｎａ ｌＤｅｓ ｉ

ｇ
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ｓ ａｎｄＭｏｄｅｌ ｓ ：Ａ ｎＯ ｖｅｒ ｖ ｉｅｗｏｆ

言权 限 ， 另
一

方面有关部 门应 当加大对网 络虚假 的 信
ＴｈｅｋＣ Ｕ ｒｒ ｅｎ ｔＳ ｔａｔ ＵＳ

＇
ＬａＷ ｒｅ ｎＣｅ Ｅｒｉｂａ ｕｍ ， Ｈｉ

ｌｌｓｄａｌ ｅ ， ＮＪ ， 1 9 8 3 ：

3 8 3 
－

 4 3 4

息的 监管力度
，
营造一 个 良好 的 网络交流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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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ａｎｅｕａｅｅ ｌｅ ａｒｎｉ ｎｅ ＬＪ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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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数字移 民健康信息捜寻 的感知障碍产生的原因Ｌａｎ拜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
1 9 9 8 ， 3 ，

（ 3 ）
：Ｕ 7

－

． 3 5 ．

（ 1 ） 网 站方面 的 问题 。 网站植 入的 广告太多是一［ 1 2 ］ 饶 雪 ． 感知 障 碍现象试析 ［ Ｊ ］ ．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大问 题 （访谈对象 Ａ 、Ｂ 、 Ｄ 、 Ｅ 、Ｇ 、 Ｈ 、 Ｊ 、Ｋ 、 Ｌ 、 Ｍ 、Ｎ 、 0 、Ｒ ） ， 2 0 0 9
，

2 2 （ 4 ） ： 1 0 9
－

 1 1 2 ．

这会使得数子移民 搜寻健康 彳旨息的效率变低 ， 问 时增［ 1 3 ］Ｇｌａ ｓｅｒＢＧ ，Ｓ ｔｒａｕ ｓ ｓＡＬ ， Ｓ ｔｒｕｔｚ ｅ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 ｖｅｒｙｏｆ ｇｒｏ ｕｎｄｅ ｄ

加
了 信息鉴别的成 本 ， 难 以蹄选 出有价值 的信息 （访 ｔｈｅｏ ｒｙ 

：
Ｓｔｒａｔ ｅｇ ｉｅ ｓｆｏ ｒｑｕａ ｌ ｉｔａ ｔ ｉｖｅ 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 ［ Ｊ ］  ．

Ｎｕ ｒ ｓ ｉ
ｎ
ｇ
Ｒ ｅｓｅ ａｒｃｈ ，

谈对象 ＥＪ 、 Ｐ ） ； 网站功能设计非 常复杂 ， 难 以下手 （访 Ｉ 9 6 8
，

1 7 （ 4 ） ： 3 6 4 ．

谈对象 Ａ
、
Ｄ

、 Ｅ 、 Ｆ 、 Ｈ 、 Ｉ 、 Ｌ 、 Ｎ 、 Ｐ） 也备受访谈者诟病 。 如
［ 1 4 ］ 安 艳芳 性资料计算 机分析软件 ＮＶ ｉ？ 应用 解析 ⑴ ． 中

果网 站能提供个性 化服务 ，
比如为 中老年人提供适 当■難髓 ’ 2 0 1 2  （ 5 ） ： 6 6

－

 6 7 ．

的 帮助引 导 息
，

、 ，

加强 网 站 的反馈 4
’
可 以有效地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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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自 身的问题 。 数字移民 本身对 网络 、 电脑 、 手 专业 学 生 。

机等的不熟悉是一 大原 因 （访谈对象 Ａ 、 Ｄ 、 Ｅ 、Ｆ 、 Ｇ
、
Ｈ 、收稿 曰期 ：

2 0Ｍ － 0 9 － 1 5

Ｉ 、 Ｊ 、 Ｋ 、 Ｌ 、 Ｍ 、 Ｎ 、 Ｐ 、 Ｑ ） 。 此外 ， 数字移民 的学历普遍不

高 ， 搜寻信息的效率受语言组织能力 的影响 （访谈对＿Ｉ ｆＩ

象 Ｈ 、 Ｑ ） 。 相关机构或者社 区可 以定期组织一些免费
＿＿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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