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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扩展 ＴＡＭ 技术接受模型，探索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

结合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具体环境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感

知易用性和感知激励是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激励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用户特

质、社会身份和服务内容显著影响感知激励和感知易用性，并通过它们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为；服务能力通过感

知激励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为。 图 ２。 表 ６。 参考文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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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共享空间为用户提高信息素养，提升

独立学习的能力和实现终身学习的目标提供了

一站式服务的平台和协同学习的环境。 用户可

充分利用其中的资源建立学习和研究小组，进
行交互学习。 ＭａｃＷｈｉｎｎｉｅ[1] 认为信息共享空间

是高校图书馆的未来，他将信息共享空间比喻

为“计算机工作站、参考咨询台、多媒体工作站、

高新技术教室、协作学习空间和团体研修室”。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作为交互学习和协作

的平台，用户可利用此平台和资源进行交互、讨
论、学习和协作。 因此，需要在充分明确用户交

互学习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高其服

务质量，促进用户间的交互学习。

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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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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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１ １　 理论基础

图书馆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资源储存

地，更是用户学习、交互的开放平台[2] 。 信息技

术的发展和用户协同学习的需求不断改变着用

户对学术图书馆的服务要求和使用方式。 因

此，高校图书馆应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重组服务，
改变服务方式。 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已逐步

集成新技术和资源，变革服务方式以满足学生

和科研人员的需求[3－４] 。 信息共享空间作为高

校图书馆服务变革的典型代表之一，它的构建

能促进用户的团体学习，鼓励教师将新技术和

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5] ，同时也促进图书馆新技

术的应用和服务变革[6] 。 在信息共享空间建设

过程中，大多数图书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建

设齐头并进[7] 。 在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资源优

势与高校学科优势的基础上，高校图书馆信息

共享空间为用户的交互、协作和学习提供服务。
信息共享空间中的团体研修室、多媒体空间、协
同学习教室和虚拟咨询台等设施为用户交互学

习和协同交流提供了便利[8] ，用户可有效利用这

些设施进行面对面交流或虚拟交互。 用户间的

交互学习不仅能提高学习效率，也能促进信息

共享空间的发展。
学术界对于用户交互学习行为已有较多研

究，交互决定论[9] 、三类交互作用[10] 和投入理

论[11]都是交互学习的经典理论。 国内外关于用

户交互学习的讨论和研究大多基于社会网络和

课堂学习，而非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Ｗｉｌｓｏｎ
等人提出用“交互图”量化用户交互行为，揭示

在线社交链接的特殊涵义[12] 。 Ｓａｂｒｙ 和 Ｂａｒｋｅｒ
开发了有助于互动和动态学习的交互式动态学

习系统[13] 。 Ｌｉａｏ 和 Ｌｉｎ 调查学生在特定网络辅

助学习环境中的互动行为，发现异步网络合作

学习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体验[14] 。
Ｓｋｏｃａｊ 等开发了促进学生和老师间交互学习的

机器人学习系统[15] 。 Ｍａｘｗｅｌｌ 开发了支持用户

交互学习的在线学习项目，包括学术专长、制度

支持、学习技术服务和虚拟学习环境[16] 。 邓胜

利等从信息、知识、智慧三个维度构建基于 ＳＮＳ
的用户交互学习模型[17] 。 邓胜利和胡吉明从用

户信息记录的分享、用户兴趣的发现和推荐以

及用户之间的会友交流和兴趣小组的建立三方

面构建面向知识创新的用户群体交互环境[18] 。
胡昌平和严炜炜通过概念图协同创新和 ＳＮＳ 协

同创新完善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平台的用户互动创新方

式，并构建了平台管理框架[19] 。 邓胜利和鲍唯

研究发现社交网站用户偏好、社交网站功能、社
交网站信息资源质量、社交网站用户的有用感

知、社交网站用户人际关系以及社交网站激励

机制等因素均能显著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

为[20] 。 此外，用户知识分享的影响因素，包括荣

誉、社会身份、社会信任和利他主义等为本文研

究奠定了基础[21-23] 。
基于理性行动和计划行为理论的技术接受

模型最早由 Ｄａｖｉｓ 提出[24－２５] 。 其中，感知易用性

和感知有用性是影响个人技术使用意愿的两个

关键因素。 由于技术接受模型被广泛用于解释

用户技术接受程度，亦可作为本文的基本研究

模型解释用户在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的

交互学习行为。 然而，由于原始的技术接受模

型没有充分考虑用户环境的多样性，因此不能

较好地解释用户的交互学习动机。 根据特定的

用户任务环境和系统，许多学者对技术接受模

型进行改进，其中感知激励[26－２７] 、感知娱乐性[28]

和感知交互[29]等都是根据不同的用户环境提出

的。 本文在综合已有研究和高校信息共享空间

具体环境的基础上，构建了高校图书馆信息共

享空间中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研究模型

（见图 １）。

１ ２　 研究假设

用户的个体差异是新信息技术实现的关

键[30] ，因此，用户特质是社交网络中用户交互行

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用户特质包括用户交

互能力和利他主义品质。 在高校图书馆信息共

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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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技术接受模型

享空间中，用户的交互能力体现为用户的知识

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 用户的表达

和理解能力是用户交互的基础，良好的表达和

理解力能够有效促进用户间的交流和学习。 拥

有良好交互能力的用户往往能较好较轻松地与

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３１] 。 用户个体因素中的理

解、交互能力对用户网络学习、交互行为有显著

影响[３２] 。 利他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哲学和伦理

学，是指本着关心他人利益的原则，在牺牲自我

的基础上为他人提供便利的动机或行动[33] 。 利

他主义能有效促进网络社区用户间的知识共享

和交互[34－３６] 。 在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
用户的利他主义表现为分享知识，主动帮助他

人解决问题，主动与他人进行交互等。 Ｋｗｏｎ 和

Ｏｕｍ 等人［２６－２７］ 的研究发现，利他主义对用户感

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激励均有积极影

响。 因此，笔者将用户的交互能力和利他主义

纳入用户特质的范畴，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ａ：用户特质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１ｂ：用户特质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１ｃ：用户特质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激励有显著影响。
社会身份意味着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社会

地位[37] 。 社 会 身 份 的 概 念 首 次 由 Ｔａｊｆｅｌ 和

Ｔｕｒｎｅｒ 提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价值

观与所处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38] 。 Ｈｏｇｇ 和

Ｖａｕｇｈａｎ 认为社会身份作为个人的自我概念来

源于社会团体成员的感知[39] 。 许多研究表明社

会身份对用户态度有显著影响。 Ｓｏｎｇ 和 Ｋｉｍ 认

为在虚拟社区服务中，社会身份是影响用户使

用新技术和系统的关键因素[40] ；Ｋｗｏｎ 和 Ｗｅｎ 认

为社会身份对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感知

激励有积极影响［２６］ ；Ｏｕｍ 和 Ｈａｎ 研究发现社会

身份显著影响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激励［２７］ 。 因

此，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２ａ：社会身份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２ｂ：社会身份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２ｃ：社会身份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激励有显著影响。
信息共享空间中的服务内容是指信息共享

空间为用户交互、学习提供的各种资源，包括团

体研修室、电脑、信息资源和数据库等。 丰富的

服务内容能为用户的学习和交互奠定基础。 服

务内容的有用性和系统的便捷性是影响用户使

用系统的决定因素[41－４２] 。 Ｒｏｃａ 等[43]认为网站的

系统、信息和服务质量对用户感知易用性、感知

娱乐性和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因此，笔者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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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ａ：服务内容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３ｂ：服务内容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３ｃ：服务内容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激励有显著影响。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能力特指

馆员的专业服务技能和服务态度，它与图书馆

资源的使用率密切相关[44] 。 图书馆员作为信息

共享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为用户的学习和

交互提供咨询、指导。 Ｋｉｍ [45]研究发现本科生与

硕士研究生和科研人员相比，更需要馆员的帮

助。 笔者调查发现，信息共享空间中的绝大多

数用户都是本科生，他们往往因课外实践作业

或社团活动需要组成学习小组。 馆员专业的

服务能力及良好的服务态度有助于用户间更

好地讨论和学习。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研究

假设：
Ｈ４ａ：服务能力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４ｂ：服务能力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４ｃ：服务能力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激励有显著影响。
激励，尤其是精神激励是人们生活中重要

的促进力量，也是促进人们心理健康的无形社

会因素。 一个经常受激励的人往往会犯较少的

错误[46] 。 感知激励是指用户从他人接受的鼓舞

和激励［２６－２７］ 。 信息共享空间中交互学习的用户

除了需要相应的服务支持，更需小组成员的激

励和支持。 Ｋｗｏｎ 等［２６］ 认为感知激励对感知有

用性和用户行为均有显著影响。 因此，笔者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６：感知激励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

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７：感知激励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有显著影响。
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作为技术接受模

型的决定性因素用于解释用户对信息系统的接

受程度。 Ｄａｖｉｓ［２４］ 将感知有用性定义为“用户认

为使用一个特定系统对于提高其工作表现的程

度”，而将感知易用性定义为“用户认为使用一

个特定系统的容易程度”。 很多研究在技术接

受模型的基础上验证了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

性对于用户意图和行为的影响，且感知有用性

作为中介变量能调节感知易用性与用户行为间

的影响程度[47] 。 Ｓａｎｔｏｓｏ 研究发现感知易用性和

感知有用性能显著影响用户的 ＩＴ 接受程度[48] 。
当用户在信息共享空间进行交互学习时，丰富

有用且容易使用的信息资源和设备将会促进其

继续使用的意愿。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研究

假设：
Ｈ５：感知易用性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Ｈ８：感知易用性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

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有显著影响；
Ｈ９：感知有用性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

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有显著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笔者构建了高校图书馆信

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技术接受模

型（见图 １），它包括七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量表设计

在综合已有研究并具体结合高校信息共享

空间服务的基础上，笔者进行了量表设计和问

卷初稿设计。 由于 ＴＡ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技术接受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扩

展性，因而可作为本文的基础模型。 表 １ 描述了

研究量表及具体的测度项。 问卷采用李克特 ５
等级量表进行测试。 其中 ５ 表示“非常同意”，
３ 表示“中立”， １ 表示“非常不同意”。 为最大

程度上确保问卷的合理性，笔者采访了 ７ 位图书

馆工作人员，对问卷进行调整，并在信息共享空

间随机选择了 ３０ 位同学进行预调研。

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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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研究量表及测度项

研究变量 测量项 测量项 参考文献

用户特质

（Ｕｓ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ＵＣ１ 我很善于将自身的知识表达出来，与他人分享

ＵＣ２ 我能很好地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互相学习

ＵＣ３ 我能很快地理解他人分享给我的知识

ＵＣ４ 我乐意帮助学习共享空间中的其他人解决问题

ＵＣ５ 与他人进行交流讨论能够为他人提供有用信息和帮助

ＵＣ６ 与他人交互的过程能让我获得满足感

Ｋｗｏｎ ＆ Ｗｅｎ，
２０１０［２６］ 以 及

自行构建

社会身份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Ｉ１ 信息共享空间对我来说很重要

ＳＩ２ 我在信息共享空间中的地位对我来说很重要

ＳＩ３ 在信息共享空间与他人交互学习，使我获得其他成员尊重

ＳＩ４ 与其他成员的交流提高了我在信息共享空间中的影响

ＳＩ５ 主动分享知识能提高我在信息共享空间中的声誉

Ｋｗｏｎ ＆ Ｗｅｎ，
２０１０［２６］ ；
Ｏｕｍ ＆ Ｈａｎ，
２０１１［２７］

服务内容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Ｃ１ 信息共享空间设置了团体研修室，有利于我们进行学习讨论

ＳＣ２ 信息共享空间拥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资源

ＳＣ３ 信息共享空间的学习资源质量高，能满足我学习科研的需求

自行构建

服务能力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Ａ１ 馆员的服务态度十分友善，乐于解答我们咨询的问题

ＳＡ２ 馆员的专业服务能力强，能有效解答我们咨询的问题

ＳＡ３ 馆员的服务意识强，热情主动地帮助我们

自行构建

感知激励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１ 信息共享空间优质的服务会激励我与他人进行交互

ＰＥ２ 和谐的人际关系会激励我与他人进行交互

ＰＥ３ 信息共享空间的成员对我给予肯定评价

ＰＥ４ 在互动时，我能很快得到其他成员的回应

ＰＥ５ 在互动时，小组成员会给我很多鼓励

Ｋｗｏｎ ＆ Ｗｅｎ，
２０１０［２６］ ；
Ｏｕｍ ＆ Ｈａｎ，
２０１１［２７］

感知易用性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ｓｅ）

ＰＥＵ１ 在信息共享空间与他人交流很容易

ＰＥＵ２ 信息共享空间中的各种信息资源获取方便

ＰＥＵ３ 信息共享空间中的设施操作方便，利于小组成员间的交互

Ｔ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4９]；
Ｒｙ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５０]

感知有用性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ＰＵ１ 通过信息共享空间的交流学习，我提高了沟通技巧

ＰＵ２ 通过信息共享空间的交流学习，我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ＰＵ３ 通过信息共享空间的交流学习，我们学习小组增强了凝聚力

ＰＵ４ 通过信息共享空间的交流学习，能让我们更好地完成任务

Ｔ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４９］ ；
Ｒｙ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５０］

交互学习行为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Ｌ１ 我经常参与学习小组的交流讨论活动

ＩＬ２ 我经常在学习小组中与他人分享知识

ＩＬ３ 我经常在学习小组中向他人请教问题

Ｔ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４９］ ；
Ｒｙ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５０］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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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得数据，包括在

线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两种方式。 数据调研对

象是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进行交互学习

的学生。 考虑到最大似然数据处理方法要求样

本数量不少于 ２００[51] ，本次调查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到 ７ 月共收集 ３６８ 份有效问卷。 调查样本的人

口统计学信息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题项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

性别
男 １４４ ３９ １

女 ２２４ ６０ ９

年龄

＜ １８ ０ ０

１８ ～ ２２ ２１０ ５７ １

２３ ～ ３０ １５６ ４２ ４

３１ ～ ４０ ２ ０ ５

＞４０ ０ ０

受教育水平

本科生 ２１４ ５８ １

硕士研究生 １３６ ３７

博士研究生 １８ ４ ９

学科

人文社科 ２４６ ６６ ９

理科 ７６ ２０ ７

工科 ３７ １０

医学 ５ １ ３

艺术学 ４ １ １

学校性质

“９８５” ２３６ ６４ １

“２１１” ９６ ２６ １

其它 ３６ ９ ８

３　 数据分析及结果

由于结构方程模型在验证模型和数据处理

上具有明显优势，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

验研究模型和假设。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和 ＬＩＳＲＥＬ
８ ７０ 软件处理数据，数据处理步骤包括：①通过

信度和效度检验评估测量模型；②通过结构模

型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

３ １　 测量模型

根据结构方程分析的步骤，首先对测量指

标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估。 信度检验通常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进行衡量，本次调研的各潜变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值均大于 ０ ７，说明问卷中各问项的

结果趋于一致，即问卷的信度高[52] 。 效度检验

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 由于在已有研究成

果并结合现有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服务的

基础上确定观察指标，因而具有较高的内容效

度。 而建构效度方面，ＡＶＥ 的值均大于 ０ ５[53] ，
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２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体检验显著性水平

为 ０ ０００，表明适合利用因子分析来进行检验。
因此，所有的构造模型均有足够的可靠性和聚

合效度（见表 ３）。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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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量表指标及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值、ＡＶＥ 值

研究变量 测量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ＡＶＥ

用户特质 ＵＣ１，２，３，４，５，６  ８３１  ５３５

社会身份 ＳＩ１，２，３，４，５  ８３０  ５９８

服务内容 ＳＣ１，２，３  ７５２  ６５９

服务能力 ＳＡ１，２，３  ８４２  ７５８

感知激励 ＰＥ１，２，３，４，５  ８２２  ５７９

感知易用性 ＰＥＵ１，２，３  ７５４  ６５９

感知有用性 ＰＵ１，２，３，４  ８４９  ６６９

交互学习行为 ＩＬ１，２，３  ８１８  ７２８

　 　 因子分析采用的是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数据提取，并用最大方差法

进行数据旋转。 表 ４ 描述了因子分析的结果，由

于所有指标在因子中的负荷量均大于 ０ ５[54] ，故
所有指标均可保留。

表 ４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ＵＣ１  ７８０  １５２  １６５  １０４ － ００９ － ０９８  １６８  ０６２

ＵＣ２  ８０７  ０９５  １１０  １３８ － ００２ － ００６  ０７３  ０５３

ＵＣ３  ６５７ － ０２６  ０５５  １０２  １６２  ０４１ － ０３３  ３０９

ＵＣ４  ５９２  １９５ － ０１９  １５８  ３１４  ０８５  ０９５  ０７８

ＵＣ５  ６０４  ０９４  ２１３  ０７１  ３３８  ３５１  ０４５ － １２４

ＵＣ６  ５９８  １２４  ０５４  ０９２  ２８８  ３０２  １１２ － １４４

ＳＩ１  １６０  ５９９ － ０６４ － ０５８  １２９  ２２６  １９２  ２１８

ＳＩ２  １０４  ７８３  ０２９  １４４ － １０６  ０３６  ２４５  １２２

ＳＩ３  １３１  ７５３  １４８  １８４  ２００  １０８  ０３９  ００９

ＳＩ４  ０９９  ７１２  ２９１  １７４  ０２６  １８９ － ０４３  ０３７

ＳＩ５  ０５３  ７１４  ２３２  １９１  ２０３  ０８８ － ０１５  ０３７

ＳＣ１  １０７  ０６６  ２０４  ２６５  １９９  ５８７  ０９２ － ００６

ＳＣ２  ０２６  １９８  １０３  ０７９  ０６６  ７９２  １９７  １６０

ＳＣ３  ０５６  ２７１  ０４２  ０８２  ０５５  ６８８  ２２０  ２６８

ＳＡ１  １２６  １１７  ０９１  １１０  １６８  ２３１  ８０６ － ０３８

ＳＡ２  １３０  ０２８  １４４  ２３５  １２７  １９６  ７８５  ０１６

ＳＡ３  ０７４  １６２  １４８  ２２５  ０３９  ０６６  ７７７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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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Ｅ１  １５５  ０９９  ２１２  ５６２  ２５２  ２６３  ０２７  １９２

ＰＥ２  ０９４  ０９２  ２６０  ５１７  ２７３  ３０３  １８３ － ０３３

ＰＥ３  １３７  １９７  ２５９  ６１２  ０３１  ２５３  ２１３  １３１

ＰＥ４  １９１  ２５０  １２７  ６９７  １３０ － ０６４  ２４６  １９６

ＰＥ５  １６７  １７２  １８０  ７０７  １２６  ０６０  １９４  １１３

ＰＥＵ１  １７１  ２９２  ２９７  ３１７  ０５５  ０９５  １６１  ５１３

ＰＥＵ２  １８８  １１４  １４９  ２７５  １７０  ３９３  ０８３  ５９０

ＰＥＵ３  ０２２  １５４  ２５１  １６０  ３２４  １７２  ０５４  ６６０

ＰＵ１  １７３  １００  ６２０  ２９７  ２９６  １７１  ０５７  ０８２

ＰＵ２  ０５９  ２２４  ７５７  １１７  ０８７ － ０１４  ２２９  ２２３

ＰＵ３  １６０  １５７  ７５３  １９２  １４５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４２

ＰＵ４  １２４  １３１  ６８９  ２６０  ２９４  ２０２  ０６４  ０４３

ＩＬ１  １８７  １５１  ２１６  １０３  ７３７ － ０２４  １６６  ２１０

ＩＬ２  ２１５  ０９０  ２１３  １９５  ７５５  ２００  ０７３  ０９２

ＩＬ３  ２０７  ０９７  ２００  １９２  ６６４  １６５  １２５  １４１

３ ２　 结构模型

通过计算模型的拟合系数来检测数据与模

型的拟合度。 一般而言，观测数据与理论模型

越接近，模型拟合度越好，拟合系数值就越接近

推荐值。 测量模型的拟合系数如表 ５ 所示。 由

于绝大多数的拟合系数在推荐值范围内[55] ，基
本可以判定观测样本数据和结构模型有良好的

拟合关系，从而说明本研究获得的样本数据总

体上支持假设模型。

表 ５　 模型拟合度参数

拟合系数 Ｃｈｉ２ ／ ｄｆ ＲＭＲ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推荐值 ≤ ３ ０ ≤ ０ ０５ ³０ ９０ ³０ ８０ ³０ ９０ ³０ ９０ ³０ ９０ ＜ ０ ０７

实际值 ２ ５３ ０ ０３６ ０ ８３ ０ ８０ ０ ９５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０６８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 ＬＩＳＲＥＬ
８ ７０ 进行模型的验证分析，标准化路径系数如

图 ２ 所示，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用户特质、社
会地位、服务内容和服务能力对感知有用性的

影响均不显著，且服务能力对感知易用性的影

响也不显著，其余路径均至少在 ９５％置信水平

下具有显著性。 因此，拒绝假设 Ｈ１ｂ，Ｈ２ｂ，Ｈ３ｂ，

Ｈ４ａ 和 Ｈ４ｂ，接受其余假设。 其中，感知易用性、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激励均直接影响用户交互学

习行为，且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激励同时影响感

知有用性；用户特质、社会地位和服务内容均通

过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激励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

为；服务能力通过感知激励影响用户交互学习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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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表 ６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内容 假设是否成立

Ｈ１ａ：用户特质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１ｂ：用户特质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不成立

Ｈ１ｃ：用户特质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激励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２ａ：社会身份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２ｂ：社会身份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不成立

Ｈ２ｃ：社会身份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激励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３ａ：服务内容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３ｂ：服务内容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不成立

Ｈ３ｃ：服务内容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激励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４ａ：服务能力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 不成立

Ｈ４ｂ：服务能力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不成立

Ｈ４ｃ：服务能力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激励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５：感知易用性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６：感知激励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７：感知激励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８：感知易用性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有显著影响 成立

Ｈ９：感知有用性对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有显著影响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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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 １　 结果讨论

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究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

空间中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为信息

共享空间的建设提供指导。 根据研究结果，高
校图书馆在为用户提供资源和服务时应更加注

重用户间的协作学习。 本文主要有以下结论：
（１）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激励是

直接影响高校图书馆信息空间用户交互学习行

为的因素。 同时，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激励也显

著影响感知有用性。 这个研究结论与原始的技

术接受模型相吻合[56－５７] 。 用户更倾向于使用容

易操作且对自己有用的系统［４１－４２］ 。 高校图书馆

信息共享空间中有用的信息资源及容易操作的

设施能有效促进用户间的学习和交互。 同时，
诸如和谐的人际关系、高质量的服务及小组成

员的肯定和鼓励也会激励用户间的交流和学

习。 因此，在信息共享空间的构建中，高校图书

馆应侧重建立用户友好型的系统，组织以用户

为中心的资源，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和用户激励

机制。
（２）用户特质直接影响感知易用性和感知

激励，并通过它们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为。 用

户特质包括用户的交互能力和利他主义。 用户

的表达理解能力越好，与他人的交互就越容易，
且会给他人更多的鼓励［３１］ 。 拥有较好交互能力

的用户，能更好地引导其他用户的交流和学

习［３２］ 。 同时，乐于助人的用户在交互过程中更

倾向于鼓励和帮助他人，从而促使交互学习的

顺利进行。 因此，为促进用户间的交互学习，高
校图书馆应举办关于用户信息素养的培训，提
高用户的信息素养和沟通交流能力，同时选取

具有较好交互能力且乐于助人的用户作为小组

领导，引导其他用户间的学习和交互。
（３）社会身份直接影响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激

励，并通过它们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为。 此研究

结论与 Ｋｗｏｎ 和 Ｗｅｎ［２６］ 以及 Ｏｕｍ 和 Ｈａｎ［２７］ 的研

究结论相吻合。 社会身份能通过个人自尊和集

体荣誉感促使用户不断提升自我并为集体争

光[58] 。 拥有较高社会身份的用户更容易获得荣

誉且更期望得到激励，从而带动并鼓励小组其

他成员[59] 。 因此，应将群体发展与用户价值紧

密结合，在个人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带动群

体发展。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管理者应

充分了解用户提高其社会身份的过程，以及他

们该采取哪些措施提高用户在学习小组中的地

位，从而增强用户的忠诚度。
（４）服务内容直接影响感知易用性和感知

激励，并通过它们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为。 因

此，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应尽可能为用户

提供有用的学习资源和设施。 高校图书馆信息

共享空间为用户学习和交流提供了一定的空

间［１］ 。 其中，团体研修室作为信息共享空间的

服务内容之一，是用户交互、讨论和学习的平

台，而不仅仅是一个学习室。 当用户申请使用

团体研修室时，他们希望能充分利用其中的资

源协同解决团队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丰富的

学习资源和简单易用的服务设施能够给用户带

来方便，且在讨论和交互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

感知激励。 此外，服务内容也是用户交互学习

行为最显著的间接影响因素。 因此，高校图书

馆信息共享空间在提供服务内容时应充分考虑

用户的学习和交互需求，鼓励用户使用其资源

和服务设施。
（５）服务能力直接影响感知激励，并通过感

知激励影响用户交互学习行为。 服务能力与感

知激励间的关系表明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能力

越高，用户将会获得更多的感知激励，也会更愿

意与他人进行交互学习。 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

空间里的馆员能有效帮助用户查询、导航和处

理信息。 由于信息共享空间中的大多数用户是

信息素养偏低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他们更

需要专业馆员的帮助。 专业馆员能帮助他们导

航和处理多种格式的海量信息[60] ，评价和选择

合适的信息[61] ，并协助他们学习、交流和研究。
此外，馆员友善的服务态度也会有效激励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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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空间中交互学习。

４ ２　 研究意义及局限性

本文运用技术接受模型探索高校图书馆信

息共享空间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

研究思路上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技术接

受模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用户特质与外部环

境，并成功地验证了技术接受模型的可扩展性。
本文构建的用户交互学习行为的技术接受模型

也可为其它环境的用户交互学习行为提供指

导。 同时，本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可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进

行相应的服务组织：①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空

间管理者应不断变革服务思路，以用户为中心，
尽可能提供适合用户交互学习的服务和设施；

②不断提升馆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态度，在充

分考虑用户需求的基础上，由馆员适当引导用

户的交互学习活动；③可建立相应的管理和激

励机制，将具有较高社会身份、交互能力及乐于

助人的用户选为小组组长，组织引导新用户的

学习和交互。
本文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调查样本

有限，不能充分反映全国高校图书馆信息共享

空间用户的交互学习行为。 此外，也未考察不

同学历层次、不同学科专业用户的特殊交互需

求。 后期研究可在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用户交互

学习 需 求 的 基 础 上， 构 建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和 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平台[62] ，将资源、服务、馆员和用户充

分结合起来，创造适合用户交互学习的环境，提
供新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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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 １２（３）： ２２５－２３９

［３５］ 　 Ｋｗｏｋ Ｊ Ｓ Ｈ， Ｇａｏ 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Ｐ２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８（１）： ９４－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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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Ｔａｊｆｅｌ Ｈ，Ｔｕｒｎｅｒ Ｊ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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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２１３

［４２］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Ｖ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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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３３（１）： ６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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