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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拥有丰富的获取信息途径，交互方式更是多种多样，依托于信息检索课程的信息行为

分析也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科技、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梳理好网络环境下当代大学生常见信息行为分析，

有利于正确引导大学生合理利用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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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群体，接触网络信息

时间长，获取信息的途径复杂多样。我们在对当代大学生检

索行为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大学生在接受学校开设的信息

检索课程教学或者主题讲座、培训之前，就能够熟练掌握不

同类型的获取信息资源平台，特别是搜索引擎、社交平台、

短视频软件、购物平台等。

信息检索课专职教师在以往的教学中一直侧重于引导学

生养成获取专业知识、行业资讯时养成利用专业数据库、专

业门户网站、官方网站的检索习惯。但是在网络渗透率越来

越高，利用网络获取信息资源越来越便捷大环境下，教师们

不应该忽略广泛存在、影响力不容小觑各类型信息媒介，它

们同样会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及今后的工作产生深远

而广泛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指导学生根据信息需求，

合理合法利用不同类型的信息媒介，并养成良好的信息行为

才是长期最优解。

2 当代大学生常见信息行为
大学生信息行为界定为在一定环境下产生的关于信息渠

道和信息资源的行为，包括大学生信息检索途径、信息检索

方式、信息利用行为和信息交流行为四个方面 [1]。也可以理

解为信息行为主体具有一定的信息内在需求驱动，在主观个

人特质和客观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包

括但不限于信息需求分析、选择信息检索工具、获取并筛选

信息、信息加工利用增值，以及进一步传播利用。同时，与

信息行为密切相关的信息心理学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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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用户的信息心理及产生的信息行

为等主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支撑。

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常见信息行为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基于专业课学习的信息行为；第二，基于日常生活、

休闲娱乐等目的的信息行为。

通常来说，针对第一种情形，大学生主要的信息行为主

要围绕着常用的中外文数据库、专业门户网站、官方网站和

搜索引擎。这部分内容主要依靠学校开设的信息检索课程，

以及图书馆不定期开展的、有针对性的信息检索培训与讲

座。课程设置的深度，讲座、培训开展的常态化，都能够对

大学生信息检索行为形成正面影响。

第二种情形，如大学生依据个人心理和行为习惯而选择

不同互联网平台、软件，在利用这些信息源的过程中，不可

控的因素就会增加，对学生的影响也无法轻易估量，不同情

境中产生的信息用户行为及用户心理涉及的环节各有侧重。

2022 年 2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 49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统计报告将互联网应

用情境分为基础应用类应用、商务交易类应用、网络娱乐类

应用和公共服务类应用四大类。具体分类见表 1。

2.1 基础应用类
即时通信、搜索引擎和网络新闻等基础应用，能够满足

信息用户获取、传递、利用信息的需求，目前能够检索到的

研究成果大部分比较重视借助海量的用户相关行为数据，研

究用户信息行为与心理的联系。时差、匿名、信息传递迅速

且无法预测等特征，会造成线上线下用户个人心理区别明显

的现象，用户的行为因此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此外，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网络环境下，当一个突发事件在网

络上迅速传播，不同立场的信宿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发出

不一样的舆论，大学生比较容易受情绪影响，从而影响其自

身的行为，甚至会因为一件事改变自己的认知。大学生正处

于三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容易受到鼓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甚至建立不正确的观念，特别是当他们接触到网络新闻时，

如果遇到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影响其对当前社会价

值观和人性的判断。

2.2 商务交易类
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外卖、在线旅行预定是商务

交易类的主要内容。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较为常用的主要

为网络支付、网络购物和网络外卖。传统的线下交易（主要

包括网络购物 / 外卖）转换到线上后，用户需要更加丰富的

商品、服务信息、多种呈现方式及积极的互动，来消除对商

品或服务的不确定性，进而提升用户的体验感和满意度，增

强用户进行线上商务交易的意愿。其中，来自于其他消费者

内容详实、照片真实的评论能够影响潜在用户的消费意向。

随着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一些来自于这些社

交平台的“意见领袖”的推荐、种草正在成为影响用户消费

意向的重要信息源。大学生之间也会出现“朋辈效应”，同

龄人之间的推荐可能更加容易引起共鸣，是否会出现不理性

消费需要重点关注。

支付方式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现金支付已经逐渐被电

子支付替代。对于用户而言，当支付环境发生开始发生时，

需要逐渐适应，当配件设施越发完备，线上支付场景越来越

贴近生活，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就迅速退到舞台一角。当然，

这一切能够得以持续的关键是，线上支付场景仍然存在，并

且风险可控，消费者的信任度仍然较高；如果上述假设消失，

消费者的支付方式也会毫不犹豫变回现金支付。对于当代大

学生而言，更多的是使用便捷的线上支付，完成购物、订餐

等生活场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因为大学生的风险防控

意识较差，风险承担能力也有限。

2.3 网络娱乐类
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和网络直播

是网络娱乐的主要内容。在获取娱乐信息方面，大学生的娱

乐信息检索行为与其个人爱好与日常行为习惯有关，大多数

学生会习惯于长期使用某一两个熟识的社交、娱乐软件，个

性较强，接受能力也较高。网络游戏带给大学生的娱乐性、

社交属性、满足好奇心与胜负欲、甚至是逃避现实功能，很

容易产生较强的游戏成瘾性。网络直播内容参差不齐，容易

误导大学生，产生负面影响，耽误学业，甚至是身心健康。

2.4 公共服务类
公共服务类网络应用中的在线教育，与当代大学生密切

相关。互联网环境的发展促使线上教育模式出现，对大学生

的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在线教育平台不应该是

单纯的学生登录—线上学习—考试—活动结课证书的模式。

在线教育应该突出人机交互、大数据推送等特点。在线教育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区别于传统“一对多”课堂线下教学的“一

对一”线上教学，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机交互”信息行为。

大学生比较常用的是慕课为代表的的线上学习平台，平台整

理了海量的视频、图文资源，能为学生提供大部分想要学习

的内容。这类平台缺乏人机交互的过程，因而虽然课程完课

表 1 互联网应用分类表

序号 应用大类 具体分类

1 基础应用类 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在线办公

2 商务交易类 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外卖、在线旅行预定

3 网络娱乐类 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文学

4 公共服务类 网约车、在线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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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能够得到保证，但是学习效果仅仅通过结课考查验证，无

法精确到每个学生学习的薄弱点，无法因材施教。解决方法

是通过计算学生与系统的互动数据，针对个人制定合适的方

案。此外，还有相关研究发现，界面有无弹幕信息、以及弹

幕信息是否显示其他学员的点赞数，均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

心理及其课程完成度。

技术的迭代升级，互联网搜索环境持续改善，用户的体

验逐步得到提升，人与机器、人与网络在不断的互动中互相

影响。总的来说，互联网大环境、大学生信息行为、大学生

心理特征三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信息行为会随着

环境与心理等不同因素的变化而改变。面对不同应用场景，

每个独立个体的行为和心理也都有所差异。在学生课余休闲

时，如何正确引导其网络视频 / 直播 / 游戏行为；在学生获

取信息时，如何引导其在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行

为中合理合法利用信息；在学生网络购物交易时，如何避免

其遭受电信诈骗、落入陷阱等，都是在现有复杂网络环境下

研究当代大学生信息行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新的环境促进了信息科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的紧

密联接，不同学科的相互融合和促进，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不断促使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多学科工具解决上述

问题 [3]。

3 大数据算法推荐对大学生信息行为的影响
大数据环境下的算法推荐主要是指系统通过“浏览行

为”“浏览时长”“点赞”“收藏”等行为所产生的数据中

学习用户的喜好，根据行为背后的数据分析结果向用户推荐

更多的相关内容。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力越大，反作用力也

就越大；同理，在大数据算法的推荐下，用户的行为会得到

不断的加强，对平台产生更强的依赖，推荐算法增强了用户

的黏性，用户获取了感兴趣的信息。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则

是——用户会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中，导致接收的信息

内容逐渐单一，观点趋同。因此，从长远影响来看，过于依

赖大数据算法推荐并不利于帮助用户养成良好的信息行为

习惯。

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

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宣布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大数据算法推荐所产生的杀熟、诱导等

负面问题将迎来全新的生态环境。这次文件明确保护用户权

益的要求，主要包括保障算法知情权和选择权。《规定》要

求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便捷的关闭算

法推荐服务的选项 [4]。

大数据杀熟的新闻屡见不鲜，这次《规定》也明确提出

平台“不得根据消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法在

交易价格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身在象牙塔中的大学

生对于一些具有引导性的信息还不具备辨别能力，很容易收

到平台信息的诱导而做出并不理性的行为，可能会出现被

算法操纵的风险。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特别指

出：利用算法推荐可以对个人定制不同的信息和服务，这里

面有两个风险，第一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第二是算法操

纵的风险，因为我们每个人收到的信息使用的服务是互联网

运营者定制的，因此需要加强算法推荐，既是维护公民个人

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大学阶段正是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关键时期，大数据环

境对每位学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合理的引导，养成正确的信

息行为，才能有助于学生成长，顺利离开校园步入深化；各

类平台应该合理利用算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建立完善

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不得利用算法误导学生，诱

导学生做出不应该的行为。

常见的专业数据库软件、文献管理软件都已经实现了基

于用户信息行为习惯的资源推送功能。对不同用户进行个性

化推荐，增强用户黏度，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信赖感。各个

社交、娱乐软件的算法也是大行其道，技术不是问题，算法

更是各显神通，而背后制度的设立，才是最重要的根本。由

于用户行为感知技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用户信息之上，信息

泄露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信息管理不当不仅会造成

用户流失，而且会令公众丧失信赖感，因此信息保密问题亟

待解决 [5]。

4 结语
网络环境下，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便捷，获取

信息、传递信息十分迅捷，这是一把双刃剑。高校设置的信

息检索课在指导学生掌握常用检索专业知识工具的同时，也

要重视正确引导大学生合理合法利用各类应用软件、搜索引

擎。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吸收心理学、行为学等与信息情

报科学相交叉的各学科知识，融入到教学中，服务于更好的

教育大学生合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

参考文献
[1] 李远航.基于任务复杂度的大学生信息行为的差异性分析[J].唐

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42(5):145-150.

[2]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h t tp : / /

www.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86/202202/

t20220225_71724.html,2022-5-11.

[3] 杨明,董庆兴,陈烨.网络时代的用户信息及其信息行为综述[J].

图书情报知识,2020(6):117-127.

[4]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EB/OL]. https://www.samr.

gov.cn/xw/mtjj/202201/t20220104_338828.html.html,2022-5-11.

[5] 张继东,王蓉.基于用户行为感知的数字期刊服务推送研究[J].

情报科学,2019,37(5):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