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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溯源、范畴与展望
∗

朱庆华　 杨梦晴　 赵宇翔　 宋士杰

摘　 要　 信息行为是图书情报学科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人们对健康信息的日益关注,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也已经

发展成为具有成熟话语体系和价值认同的交叉研究领域。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文献的梳理,追

本溯源,理清“医学信息学—健康信息学—消费者健康信息学—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发展脉络;通过对该领域

研究主题的归纳,界定了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范畴,指出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重点聚焦于健康信息发现、健康信息

采纳、健康信息评价和健康信息共享四个主题;通过对健康信息行为研究范式的总结,论述了该领域研究的共同

价值与实践规范;结合研究实践,提出未来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发展趋势,为该领域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理论参

考。 图 1。 表 1。 参考文献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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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behavior
 

is
 

one
 

of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s
 

public
 

concern
 

with
 

health
 

information
 

increases the
 

study
 

of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has
 

also
 

developed
 

into
 

a
 

cross-
discipline

 

research
 

with
 

mature
 

discourse
 

system
 

and
 

value
 

identity.
 

Research
 

on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needs
 

precise
 

and
 

clear
 

description
 

and
 

definition and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describe
 

their
 

work
 

to
 

people
 

outside
 

the
 

field.
 

Only
 

when
 

we
 

can
 

tell
 

our
 

own
 

story
 

clearly
 

can
 

we
 

be
 

clearer
 

about
 

what
 

our
 

research
 

work
 

will
 

br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at
 

home
 

and
 

abroad traces
 

its
 

origin
 

and
 

defines
 

its
 

development
 

context
 

as
 

 medical
 

informatics - health
 

informatics -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cs-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By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topics
 

in
 

this
 

fiel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includes
 

health
 

information
 

discovery health
 

information
 

adoption health
 

information
 

evaluation
 

and
 

health
 

information
 

sharing.
 

We
 

also
 

review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discuss
 

the
 

common
 

values
 

and
 

practical
 

norms
 

in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positivism
 

paradigm interpretivism
 

paradigm
 

and
 

data-driven
 

paradigm
 

are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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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research
 

paradigms
 

of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Finally based

 

on
 

relevant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s
 

of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ers
 

in
 

related
 

fields.
 

We
 

argue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aradigm
 

shift multidisciplinary
 

theory
 

integration
 

and
 

context
 

combination
 

in
 

the
 

field
 

of
 

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1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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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8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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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 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提出“四个面向”,要求科学家和科技工作

者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我国“十四

五”时期以及更长一个时期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
快科技创新步伐指明了方向。 其中“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的提出反映了新时代推进科技事业发展指导

思想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健康是人民生命安全和

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

富强的重要标志,“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是要把

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科研工作中去。
健康信息学(Health

 

Informatics)是一门研究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满足用户健康需求、解决

相关健康问题、辅助完成医学决策的新兴交叉

学科[1] 。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方

面,健康信息学融汇了医学、图书情报学、社会

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与理

念。 图书情报学科对健康信息学的研究由来已

久[2-4] 。 通过开发与评估各类健康医疗信息系

统、探究健康信息行为规律、分析与挖掘健康大

数据等实践与研究工作,图书情报学科围绕

“人—信息—技术”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健

康信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5] 。 这些

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图书情报学科的研究领

域,也为图书情报学科在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

等方面带来了新思考。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是健康信息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图书情报学科较早进入健康信息

学的领域之一[6] ,因为图书情报学科在信息行

为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视角和范式,产出了一

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7,8] 。 遵循信息

行为研究的一般规律,图书情报学科研究者围

绕信息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就人、健康信息、
健康信息技术与应用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展开

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9] 。 时至今日,健康信息

行为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成熟话语体系和价

值认同的交叉研究领域,并且伴随信息技术与

实践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问

题,引发新的研究思考。
美国医学信息学协会主席 Fridsma 曾提出,

“信息学需要精确清晰的描述与定义,并且信息

学领域的研究者有责任向领域之外的人描述我

们的工作。 只有将我们自己的故事讲述清楚,
才能更加明确我们的研究工作将会带来怎样的

作为。” [10] 回顾过往,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呈现出

研究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特点,
需要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使我们

“明来处”;同时面对当前向数据密集型科研范

式转型的挑战,需要对未来研究方向与可能性

做出预测,使我们“知去处”。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文献

的梳理总结,追本溯源,归纳研究主题与研究范

式,并结合研究实践提出未来健康信息行为研

究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

论参考。

1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溯源

医学信息学(Medical
 

Informatics)是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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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萌芽的一门交叉学科[11] ,至 90 年代逐

步发展成熟,我们通常将其理解为在信息科学

与信息技术支持下关注医学领域实践、教学与

科研的交叉学科。 医学信息学的研究领域主要

包括五个方面:基础研究,通过探索性方法开展

本学科基础理论发现;应用研究,通过实验方法

探索、评估基础研究成果的可能用途;工程研

究,根据特定需求开发医疗健康相关系统或工

具;管理实践,关注医疗健康相关应用投放后的

运行、维护与更新,以及为用户提供服务支持;
规划与政策研究,就信息技术在医疗保健和医

学教育中的应用制定规划与政策[12] 。 从医学信

息学的研究领域可以看出,早期的医学信息学

研究只是将用户作为其研究成果的投放对象,
研究者更多地是从医学专业人员视角来看待研

究目的和研究过程,用户在研究过程中的参与

性并未得到重视[13] 。
进入 21 世纪,医学信息学发展出现了分化

趋势。 一方面,在数据和算法驱动下形成了以

基因信息、分子信息等为分析对象的生物信息

学(Bioinformatics);另一方面,医学信息学向应

用研究和服务方向扩展形成了健康信息学[14] 。
Fridsma 以研究对象数量级坐标轴的方式描绘了

医学信息学的领域分化现状,其中健康信息学

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从消费者个体( Consumer)到

公众(Public)的全部量级,研究重心开始向用户

转移[10] 。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普通大众

开始通过自主获取健康信息的方式来满足健

康需求。 特别是互联网诞生以来,通过网络获

取健康信息以辅助自身做出健康决策已经被

很多人所接受,健康领域用户参与的重要性日

益显著。 因此,健康信息学将“以用户为中心”
作为研究的基础理念,并且衍生出一个新的细

分领 域———消 费 者 健 康 信 息 学 (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cs,CHI) [15] 。 该领域的著名学

者、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主编 Gun-
ther

 

Eysenbach 将消费者健康信息学定义为“分

析消费者的健康信息需求,研究并实施使消费

者能够获取信息的方法,并将消费者的偏好建

模集成到医疗信息系统中的学科” [13] 。 消费者

健康信息学致力于将消费者的健康信息需求、
偏好和使用行为进行模型化分析,并且在医学

临床、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信息管理系统中加

以整合;开发和评估支持消费者获取和使用健

康信息的方法与技术,以消费者为中心设计、
实施各种健康信息应用系统,并进一步探索相

关工作对于公共健康、医患关系乃至全社会的

作用[13,16,17] 。
消费者健康信息学强调个性化的健康信息

服务,通过健康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利用促进患

者赋权,通过健康教育帮助消费者提升健康素

养。 在“以用户为中心”理念的推动下,研究者

将研究视线聚焦到消费者个体之上。 消费者的

健康信息行为成为连接健康需求与健康服务之

间的关键环节,人与健康信息之间的交互成为

该领域研究的着眼点。 随着研究者对健康信息

行为的关注与日俱增,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逐渐

形成本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范式与价值认同,
成为横跨图书情报学、医学、心理学、传播学、计
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

2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范畴

2. 1　 健康信息行为定义

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内容是多元化的,很
难通过简单的定义来囊括其研究的所有方面。
我们尝试引入数学中集合与映射的概念对健康

信息行为进行描述,从而更为准确地认识健康

信息行为研究的内核与边界。
笔者认为,可以将健康信息需求视作一个

集合 A,将健康决策视作另一个集合 B,而健康

信息行为就是在健康信息需求和健康决策之间

搭建映射关系的过程,可以表示为 f:A→B。 换

言之,健康信息行为是建立健康信息需求和健

康决策之间关系的所有行为的集合,健康信息

行为的作用对象是由各类行动体和技术产生的

健康信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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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健康信息行为的内核与边界

　 　 健康信息需求是健康信息行为的动机,Pian
等学者认为阐述信息需求必须结合需求所在的

情境,尤其是产生需求的人群和所需信息的主

题领域[18] 。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针对不

断增长变化的健康信息需求,Ramsey 等学者提

出,传统的健康信息模式已不再适用,灵活性对

于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者需求至关重要[19] 。

2. 2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主题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主题丰富多样,并且

伴随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研究问题。
遵循人与信息交互的一般规律,笔者认为,健康

信息行为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健康信息发现、
健康信息采纳、健康信息评价和健康信息共享。
每一个研究主题均已发展为较成熟的研究领

域,拥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并且在信息技术与社

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
2. 2. 1　 健康信息发现

信息行为研究最初将人与信息之间的交互

视为由个人认知状态或知识结构所决定的信息

搜寻与利用过程。 于良芝、刘怡君认为,当个人

面对特定问题或任务,而其知识结构不足以解

决该问题或完成该任务时,个体就会因为认识

到知识结构的欠缺而产生特定信息需求,进而

引发信息搜寻行为[20] 。 随着人与信息之间的交

互形态日益多元化,积极搜寻信息显然已经不

是人与信息之间交互过程的绝对假设[21] 。 笔者

认为,健康信息发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从用户

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来分类,可以将其划分为积

极视角下的健康信息搜寻( seeking)和检索( re-
trieving)行为、中立视角下的健康信息偶遇( en-
countering)行为,以及消极视角下的健康信息规

避(avoidance)行为。
健康信息搜寻和检索行为是发生在用户具

有明确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目的的前提下,属于

积极视角下的健康信息发现行为。 健康信息搜

寻被定义为查找和接收有助于“减少健康状况的

不确定性”和“构建社会和个人健康认知”的信息

的行为[22] 。 研究者主要关注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的特征[23] 、动机[23,24] 、理论模型[25] 、影响因素[26]

和测量方法[27] 等。 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的限制,
一些用户无法自主完成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健康

信息检索替代搜寻便成为他们获取健康信息支

持的重要形式,这一现象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

注[28] 。 检索虽然在概念范畴上从属于搜寻,但是

检索行为更强调信息查找过程中的策略与路径,
因此健康信息检索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用户在查

询所需健康信息时的检索式构造、检索工具选择

和检索过程呈现的特征[29,30] 。
信息偶遇是指在未预期的情境下个体获取

与其兴趣或隐藏需求相契合的信息[31] 。 信息偶

遇是发生在用户无目的或他目的的前提下[32] ,
属于 中 立 视 角 下 的 健 康 信 息 发 现 行 为。
Pálsdóttir 发现,与其说用户有目的地搜寻信息,
不如说在大多数情境下,信息偶遇是用户发现

信息的途径[33] 。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等通信应用

迅速发展和普及的当下,人们随时随处都被信

息包围,信息偶遇现象成为生活常态。 所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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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健康信息发现过程中的偶遇现象,挖掘健康

信息偶遇行为的内在规律和价值,能够为深化

认识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
信息搜寻和信息偶遇的结果都是获取信息,

与之相反,信息规避反映了对信息不进行获取的

特殊现象[34] 。 笔者认为健康信息规避行为属于

消极视角下的健康信息发现,此处的“消极”是针

对“积极”获取健康信息而言,并非认为信息规避

行为就是一种消极被动行为。 社交媒体、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应

用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的信息获取带来了颠覆性

的影响,大量密集的、真伪难辨的健康信息对暴

露于该环境中的信息接收者产生了不良影响,信
息过载与信息焦虑进一步加剧[35] ,因此一些用户

主动采取措施避免或延迟获取可获得却不想获

得的健康信息[21] 。 由于健康信息规避行为会在

一定程度上损害行为人的健康利益,因此关注健

康信息规避行为的影响因素[21,36,37] ,深入理解健

康信息规避行为的诱因[38] 、过程及结果[39,40] ,有
助于研究者应对健康信息规避行为所带来的问

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2. 2. 2　 健康信息采纳

健康信息采纳是指用户从健康信息获取、
接受到利用的全部阶段行为的总和。 健康信息

采纳与健康信息发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衔接关

系,是健康信息发现的继承与结果。 健康信息

采纳行为的各个阶段在实践中并没有十分明显

的区别,而是一个逻辑连贯的行为组合,“采纳”
既强调用户对健康信息吸收内化这一“隐性”结

果,也强调信息内化后对用户行为产生影响这

一“显性”结果。
研究者普遍关注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理论

模型与影响因素。 Sussman 和 Siegal 将技术接受

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 [41] 与详

尽可 能 性 模 型 (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42] 相结合,于 2003 年提出信息采纳模型

(Information
 

Adoption
 

Model,IAM) [43] 。 该模型在

信息科学研究中被广泛用于解释个体的信息采

纳行为。 具体而言,IAM 认为信息采纳行为取决

于信息有用性(Information
 

usefulness),而信息有

用性又取决于论据质量( Argument
 

quality)和来

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这一观点成为后续

研究发展的基础[44] 。 将 IAM 应用于健康信息采

纳行为研究,其创新与发展主要遵循以下两个思

路:①拓展论据质量和来源信息可信度的维度;
②引入其他理论以增加 IAM 中的变量。

近年来,有研究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健康信息

采纳对用户健康行为的影响方面,通过健康信息

的传播与引导实现对目标人群(亚健康者、慢病

患者等) 的健康干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

注[45] ;也有学者的研究指出,探究健康行为改变

与健康信息采纳的关系,能够为个体健康行为的

改变提供信息支持,有效促进不良健康行为的改

变,提升个体健康管理水平[46,47] 。 从以上这些研

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研究

正处于“因果并重”的全面发展阶段。
2. 2. 3　 健康信息评价

健康信息评价是贯穿用户与健康信息之间

交互过程每一个环节的信息行为。 用户在与健

康信息交互的过程中可以对健康信息源[48] 、健康

信息质量[49] 、检索工具[50] 以及健康信息服务质

量[51]等进行评价,以判断健康信息是否能够满足

自身的健康需求。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

体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终端设备从网

络获取健康信息,如何对网络健康信息进行评价

成为关注的重点。 研究者致力于构建网络健康

信息的评价框架[52,53] 与指标[54] ,理解分析用户

在健康信息获取过程中对信息的评价方式[55,56] ,
以帮助用户提高健康信息的获取与利用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质量是用户利用健康

信息做出有效健康决策的基础。 随着以用户生

成内容为特征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信息生产者

对信息质量所承担的责任在逐渐减小[57] ,导致

网络中存在许多虚假、失真的健康信息,严重影

响了用户对健康信息的信任和有效利用。 因

此,辨别网络中传播的真伪健康信息[49] ,提升用

户对失真健康信息的判断能力[57] ,成为健康信

息评价研究需要关注的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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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健康信息共享

在与健康信息交互的过程中,用户不仅是健

康信息的获取者,也是健康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

者。 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支持下,用户生成内

容成为网络健康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人共

享健康信息成为用户的另一种“需求”。 在线健

康社区是近年来互联网环境下发展最快的健康

信息共享平台。 在线健康社区允许成员分享健

康信息,并鼓励成员之间进行互动交流[58] ,极大

地方便了患者获取医疗信息与社会支持,促进患

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建立在线沟通方式,也
为在线医疗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持[59,60] 。
作为医疗护理专用社交媒体,在线健康社区拥有

不同类型的用户,包括患者、护理人员和健康专

业人员[61] 。 因此,健康信息共享研究能够整合不

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关注和兴趣,更加深入地

挖掘健康信息共享行为背后的社会价值。 研究

者指出,用户在健康信息共享过程中所感受到的

社会支持会促进个人健康信息管理水平的提

升[58] ;患者与其健康护理提供者之间的健康信息

共享可以起到完善诊断、加强患者健康教育、促
进患者自我护理的作用[62] 。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和相关

移动终端应用的普及,人们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个

人健康数据进行追踪记录,并通过对数据的整合、
分析和可视化,对自身健康状态有更为深入的了

解,这种自我追踪行为被称为“量化自我”(Quanti-
fied

 

self)[63] 。 Swan 在研究中将量化自我归为以患

者为导向的新兴健康服务之一,提出量化自我是对

任何可以测量的自我数据(如生物、物理、行为或环

境信息)的定期收集[64] 。 她的研究还指出,量化自

我的概念起始于个人层面的自我追踪(self-track-
ing),随着相关实践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经逐步扩

展到群组数据(group
 

data)层面,即通过大量自我

追踪者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工作实现量化自我数据

的整合[65] 。 将量化自我数据集与医疗机构数据、
公共卫生健康数据、环境数据等进行共享与集成,
可以为传统的医疗诊断和健康领域研究带来新的

思路。

3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范式

早在 1962 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

就对“范式”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范式”
是被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科学实践的范例———
包括法律、理论、应用、工具———这些共同构成

了产生特定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的模式[66] 。 我

们可以将范式理解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仰、
共同价值、共同认可的方法论的集合,研究范式

则是从事某个领域研究所共同遵行的理论基础

与实践规范[67] 。 信息行为研究在长期的发展过

程中也形成了被广泛认可的研究范式[68] ,主要

包括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诠释主义研究范式和

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

3. 1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经典实证主义哲学观认为,现实是真实且

可以被认知的,事物本身具有固定的、可以重复

发生的规律。 因此,经典实证主义研究倾向于

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可观察、
可验证的经验分析,注重寻求原因和支持因果

关系的解释,强调理论的一般化和普适性。 逻

辑实证主义是对经典实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它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规律不完全等同于自然

科学领域,并且认识到逻辑分析在知识积累中

的重要性,提出研究目的是获得被较高概率证

实的理论命题。 后实证主义认为人们不能了解

客观事实的全部,因而研究就是通过严谨的研

究方法对表象进行“证伪”而不断逼近客观真实

的过程[69] 。
秉持实证主义的研究思想,健康信息行为研

究关注个体情境化的信息需求和行为规律,强调

设计可操作、可量化的研究程序,多采用实证主

义传统下的问卷调查方法收集研究数据。 研究

者以旁观者身份观察用户行为规律,形成有关用

户信息需求、信息行为的客观描述与因果关系的

理论模型,并通过定量数据分析证实或证伪研究

假设。 例如,吴江等从用户内在动机与可穿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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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自身属性两个方面,探究影响用户对健康类可

穿戴设备融入意向的因素[70] ;宋士杰等采用问卷

调查法收集数据,分析消费者对网络失真健康信

息可信度判断的相关影响因素[57]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尝试通过实验研

究对健康信息行为的因果规律进行探索[71] 。 通

过实验设计与实施,研究者可利用实时追踪与

客观观察等手段获取更为真实准确的行为过程

数据,进而获得对实验对象的行为本质及发展

规律更为深刻的认识。 例如,吴丹和李一喆采

用用户检索实验的方法分析老年人网络健康信

息检索的行为特点、行为模式,以及网络健康信

息对老年人日常信息获取的影响[29] ;宋小康等

通过设计公众参与的网络情境实验,对用户的

健康谣言分享意愿进行研究[72] 。

3. 2　 诠释主义研究范式

诠释主义对实证主义的“任何事物的运行规

律都可以被描述成各种形式的因果关系”的观点

产生质疑,认为人的意图、信念、情感、观点以及

文化历史背景都会对客观真实产生影响[69] 。 社

会科学研究不能单纯依靠观察或实验进行推论,
而应该依靠研究者自身的内化经验去认识研究

对象处于特定情境中的精神世界[69] 。 为了弥补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秉持诠释主义研究思

想的学者开始将个人视作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群

体成员,关注他们在群体社会文化规范中的健康

信息行为,在研究方法方面开始吸收诠释学传

统,即采用深度访谈、民族志、田野调查等方法获

得用户对自身健康信息活动及主观体验的描述,
解释其中蕴含的观念、意义及其对健康信息行为

的影响,并探究这种观念及意义的社会文化根

源[20] 。 例如,周晓英和蔡文娟采用案例分析和半

结构化访谈法研究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73] ;Zhang 通过对 21 名糖尿病社区成员的采

访,探究了健康社区持续使用行为机理[74] ;Cost-
elloh 和 Veinot 通过对 28 名患者进行半结构化访

谈,发现了患者获取健康信息的五种方法[75] ;李
月琳等分析了 26 名参与者的健康信息搜寻日记

及跟踪访谈数据,探究用户面临多种健康信息源

时的跨源信息搜寻行为[24] 。
当前,诠释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与实证主义

融合的方向与趋势,如扎根理论就结合了实证

主义和诠释主义这两种研究范式[69] 。 扎根理论

提出通过系统化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依靠

研究者的个人研究经验构建理论体系,但是其

认识论假设、分析逻辑和编码方法依然强调在

定性研究中引入更多的科学原则。 应用扎根理

论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为本领域的理论构建

开辟了新的思路。

3. 3　 数据驱动研究范式

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

展,健康信息行为的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化,可供

研究使用的数据数量大幅度增长,规模空前的

数字痕迹使得对大规模集体健康信息行为的研

究成为可能,对用户健康动态进行科学预测成

为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主要目的。 社会网络分

析、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行为数据挖掘与可视

化分析、机器学习等成为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领

域数据驱动研究范式的常见研究方法。 例如,
吴江等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在线医疗社

区用户个体属性和网络结构属性对其关系网络

动态演化的影响[76] ;郭熙铜等提出健康大数据

分析、数据驱动的健康评估和疾病预警等未来

电子健康研究的方向[77] ;Paul 和 Dredze 通过对

数百万 Twitter 用户自我报告的健康信息进行挖

掘,了解社交媒体中常见的健康话题[78] ; Park
等利用数据挖掘与可视化方法对在线心理健康

社区的主题相似性、差异性和成员资格进行分

析[79] ;Barnes 等通过收集大量病人数据,利用机

器学习方法预测病人的出院可能性[80] ;Ye 等采

用机器学习方法,利用患者电子健康记录数据

开发原发性高血压的风险预测模型[81] 。
与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研究范式不同的是,

数据驱动的研究逻辑是首先依托现有数据获取

条件作为起点展开研究,再通过对结果的解读与

分析归纳形成方法论或者研究理论。 数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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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不再专注于对行为因果

关系的探讨,而是更注重对行为模式的精准描述

和对行为数据价值的挖掘利用。 甚至可以说,在
数据驱动研究范式中,数据既是研究方法,也是

研究对象。 数据驱动下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正

逐步向图灵奖得主 Jim
 

Gary
 

2007 年 1 月提出的

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范式转变。
三种研究范式的差异性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范式对比

研究范式 认识论 方法论 常用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特点

实证主义

科学知识要建立在观察和实

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研究者

在研究社会现象时需要通过

思辨逻辑来揭示普遍适用的

理论。

通过假设演绎法开展研究,强
调对社会现象的概括归纳,寻
求现象间的相关关系,由经验

事实来检验其假设,从而发现

其一般性、普遍性或规律性。

测验法 ( 调 查 问

卷)
实验法

小规模定量

数据

诠释主义

对于复杂世界的认知是通过

研究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经

验以及观点而实现的,研究者

应该深入现实生活中去领会、
解释并重建这些概念与含义。

在经验资料、已有文献和研究

者个人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系

统化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

过程构建理论体系。

访谈法

扎根理论
定性数据

数据驱动
对现有社会研究认识论进行

发展,认为科学始于数据。

通过对个性化、全样本的分

析,重建社会科学预测的可

能性。

社会网络分析

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学习

大规模结构

化、非 结 构

化数据

4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健康信息行为进行研究溯源、
范畴界定与范式归纳,对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

发展历程做出了较为概括性的总结。 在信息技

术与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今天,健康信息行为

研究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4. 1　 研究范式迁移

通过上文的梳理归纳可以看出,就目前的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来说,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

研究范式依然占据主体地位。 但是,如果一种

稳定的范式不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那么就会发生范式迁移。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健康信息服务方式日益智能化,用户的健

康信息行为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新的

实践问题。 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密集型科研

活动的第四范式是未来科研的主流模式[67] ,与
数据密集型实践密切相关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将不得不面对研究范式迁移的挑战,构建适应

新的研究范式的方法论与价值体系是该领域研

究者必须肩负的责任。
研究范式的迁移不是简单地引入新的研究

方法,而是从研究理念、价值取向、方法论等方

面全方位融入新的理论与实践规范。 计算社会

科学(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CS) 的发展

就为研究范式迁移呈现了一种成功路径。 计算

社会科学是指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对复杂的人类行为及社会运行进行深入精细的

跨学科研究[82] ,其实质是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

科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创新,借助数字化方法

更深入地探讨个体行为特征与社会运行规律,
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83] 。 计算社会科学在

研究范式迁移中的表现可以是:①基于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开展数据密

集型研究,并在科研创新中融入人文精神;②构

建以人本主义为主导的,具备包容性、关联性、
引领性等特点的各分支学科理论体系,注重自

我理论完善与适应性发展。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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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式迁移已经拉开序幕,但是要取得具有重

大意义的研究成果,还需汲取成功经验,转变传

统观念,提升新范式下进行科研的必备能力,完
善相关基础条件。

4. 2　 多学科理论整合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是横跨图书情报学、医
学、心理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的

交叉研究领域,但是尚未形成对多学科理论的

有效整合,相关研究仍呈现明显的学科划分,未
能体现交叉研究领域的研究优势。 出现这种情

况,首先是由于各个学科均具备独立的学科话

语体系,针对同一研究主题总会从各自学科角

度出发进行论证,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其次是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交叉领域研究成果容易

出现被“拒之门外”的尴尬处境,挫伤研究者的

积极探索精神。 理论创新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

成熟的必由之路,理论整合也是交叉研究领域

确定自身价值地位、构建研究价值体系的重要

方法。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未来应着眼于本领域

不同学科之间研究理论的整合,充分发挥交叉

研究领域博采众长的优势,以理论创新为驱动

力推动研究实践不断发展。

4. 3　 研究情境嵌套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是一种情境化的研究,
例如健康信息需求的描述就必须结合产生需求

的具体情境[10] 。 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融入,情
境嵌套下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关

注,尤其是群体情境和社会情境的嵌套———群

体情境诸如老年人群体、罕见病群体、数字移民

群体等相对弱势群体,社会情境诸如信息过载、
信息茧房、信息贫困等社会现象。 情境嵌套下

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实际上反映了健康信息

学与社群信息学、社会信息学的学科交叉现象。
将研究视线聚焦于需要被关注的社会群体与社

会现象,不仅体现了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独特的

社会人文价值,更是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

科技事业发展指导思想落到实处。 因此,未来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者应该多多关注情境嵌套下

的社会现象,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研究问题,用理

论研究与学术实践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健康信息

困境提供有效方案。

5　 结语

健康信息行为作为沟通健康信息需求和健

康信息获取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健康信息学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国内外学者对健康信息行为

的研究在客观上为挖掘用户健康信息需求、揭示

用户健康信息行为规律提供了理论参考,为提高

健康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提升健康医疗服务

水平提供了可行方案。 在“以用户为中心”的研

究理念的指导下,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积极推动健

康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利用,促进用户参与和患者

赋权,在实践中帮助用户提高自身健康素养。
图书情报学科围绕“人—信息—技术”三者

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健康信息学领域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 面对新时代、新环境与新技术,
传统研究范式也面临新的研究范式的挑战。 健

康信息行为领域的研究者需汲取范式转移的成

功经验,转变传统观念,提升新范式下进行科研

的必备能力,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积极构建本

研究领域的创新价值体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技事业发展指导思

想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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