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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LM 模型的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影响因素研究∗

●李伟超　 刘思琦　 郭瑞临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管理学院,郑州,450046

[摘　 要]学术视频作为学术传播的媒介,其重要性日益增强。 研究生群体作为学术视频的重要受众,其浏览

行为的影响因素亟待深入分析。 文章旨在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模型,以期通过

该模型为学术视频的制作与传播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来自全国多个地区的有效研

究生数据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数据分析,利用 AMOS 软件验证模型并分析各因素对研究生学

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路径的显著情况。 最终得出,浏览需求是中枢路径中影响研究生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的关键因素,功能多样性和运营专业性则在边缘路径中对研究生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产生显著

影响,且感知有用性对学术视频浏览行为的影响显著高于感知易用性。
[关键词]学术视频　 浏览行为　 研究生　 ELM 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G206;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5)02-0038-11
[引用本文格式]李伟超,刘思琦,郭瑞临. 基于 ELM 模型的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J] . 高校

图书馆工作,2025(2):38-48.

引言

视频因直观、生动、信息量大等优势,逐渐成为

当前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0. 6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97. 7%;短视频用户规模

为 10. 53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96. 4%[1] 。 相较于纸

质媒介使用文字、图片对客观事实的抽象描述,视频

可以在融合文字和图片的基础上结合声音对客观事

实进行更加直接的动态记录,更加便于人们对信息

内容的理解。
作为科技、出版、文化 3 个产业的交融体,学术

期刊是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2] 。
学术期刊作为科学研究成果公开和传递的主要载

体,长期以来以文字和图片为主要传递媒介。 如今,
使用视频作为学术期刊收录和传递科研成果的媒介

已具备充分条件,于是学术视频这一新兴学术科研

知识传播方式应运而生。 尽管学术视频尚未成为学

术期刊的主流传播方式,但其潜力与前景不容小觑。
目前,在学术交流领域,依靠在线论坛、博客、微信、
Twitter、Mendeley、 ResearchGate、 Kudos 等社交网络

平台的非正式学术交流发展迅速[3] 。 部分学术期

刊已经开始尝试制作学术视频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

相关内容,比如《图书情报工作》的微信视频号、中
国激光杂志社的哔哩哔哩账号、《旅游学刊》的抖音

账号等。
对初涉学术殿堂的群体,尤其是硕士研究生而

言,学术期刊论文中的晦涩难懂之处往往会成为阅

读障碍,而学术视频的出现,为其提供了一种更易于

理解的方式。 研究生群体是学术视频的重要受众之

一,深入探究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因素,不
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还
能为学术视频未来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依据。 因此,
本文主要以学术期刊为依托,探究研究生学术视频

浏览行为,以提高他们浏览学术视频的积极性,提升

学术视频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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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

1. 1　 学术视频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对学术视频展开研

究。 在著作权方面,李飞跃[4] 指出作者、审查者和

发表者严格遵守著作权法具有重要意义;Jamali
 

H
 

R
等[5]通过调研发现,独立出版的视频文章不断提升

研究方法和过程透明度,这对著作权保护方面有着

重要作用。 出版规范方面,国内多为理论研究,如华

宁等[6]提出要制定普适性、可操作性的规范与机

制,以提升学术视频出版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国外已

经开始实践,JoVE 作为视频期刊的开创者,已在采

编流程、同行评议机制及视频制作质量控制方面建

立了严格标准[6] 。 内容模式创新方面,崔玉洁等[7]

以西南大学期刊社为例,探讨了学术期刊中虚拟数

字人与视频融合出版的实践,展示了该创新在提升

学术传播效果和优化读者体验方面的潜力;国外学

者将学术视频内容划分为附加材料、独立视频文章

和视频摘要[8] 。 发展路径方面, 史庆华[9] 、 蒋恺

等[10]分析了学术视频的理论与实践;Springer
 

Na-
ture、Elsevier、Wiley 等国际知名学术出版商积极探

索创办视频期刊、推出视频摘要服务、在社交媒体上

推广学术短视频等[8] 。 运营策略方面,蒋璐珺[11] 、
罗海丰[12] 、刘莹等[13] 、周华清等[14] 分别从不同视

角进行研究;国外有 Pediatrics 期刊网站建设[15] 、
New

 

Journal
 

of
 

Physics 出版视频摘要[16] 等不同的实

践运营模式。 综上所述,学术视频发展在国内以理

论研究为主,而国外在实践方面有较多尝试。
1. 2　 浏览行为相关研究

浏览行为是人类获取信息的一种基本行为[17] 。
Buckland

 

M
 

K[18] 将浏览行为定义为非正式信息搜

寻行为,包括因兴趣对事物广泛探索得到的信息和

偶然获取的高特定性信息。 Ellis
 

D[19] 则将其界定

为在感兴趣领域中进行的半定向和半目标明确的信

息搜寻行为。 1993 年,浏览行为研究进入新阶段。
Chang

 

S
 

J 等[20] 在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中将浏览行为看作用户信息行

为研究的重要分支,并从浏览的行为、认知、动机和

资源 4 个维度进行了详细分析。 已有研究发现,分
析并挖掘用户浏览行为数据能够识别与预测用户偏

好,构建用户画像模型,从而改善个性化推荐服务的

效果[21] ,因此,研究浏览行为对网站的易用性[22] 、
信息检索的效果[23-24] 、短视频的发展[25] 均有显著

正向影响。
在本文中,学术视频浏览行为既包含主动搜寻

学术视频的行为(因研究或学习等需求导向主动搜

寻学术视频),又包含被动偶遇学术视频的行为(在

视频平台刷到、在公众号中刷到、他人分享等)。 本

文试图通过实证方法探究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的影响因素,为更精准地满足研究生需求提出对策

建议,以有效提高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率。
2　 研究模型与假设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M)由心理学家 Petty
 

R
 

E 和 Cacioppo
 

John
 

T 提出,该模型最初用于研究

广告的说服效果,强调广告效果取决于消费者对广

告信息的精细加工水平[26] 。 ELM 将消费者对广告

信息的处理路径划分为中枢路径和边缘路径。 中枢

路径要求消费者根据相关知识理性思考,深入分析

广告信息的内容;边缘路径则较为简单,消费者仅根

据代言人、广告的色彩、广告的音乐等表象因素(以

主观判断为依据)来决定是否接受商品。 由于学术

视频浏览行为与商品广告行为类似,“学术视频”可

视为“学术期刊”所载研究成果的一种“广告”模式,
所以本文选择 ELM 作为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的基础。
2. 1　 中枢路径影响因素分析

Petty
 

R
 

E 等[27]认为,当用户处于高信息需求状

态时,其深入详尽处理信息的可能性更大。 此时,周
边线索仅仅充当“有说服力的论点”或者有助于“解

释论点”。 因此,本研究选择浏览需求作为研究生

学术视频浏览行为的中枢路径因素之一。 在 ELM
模型中,中枢路径还用于评价信息最为本质且最为

关键的线索,即信息质量[28] 。 信息质量属于信息的

固有属性,也最能体现信息价值[29] 。 在本研究中,
对信息质量的考量主要体现在学术视频提供给研究

生的浏览质量和内容质量方面。
2. 1. 1　 浏览需求

浏览需求是指研究生在观看学术视频时,获取

和处理不同层次、类型信息的多维度需求。 当学术

视频能够满足浏览需求,研究生会更容易理解并认

为该学术视频对其有用,进而增强感知有用性。 同

时,满足浏览需求将减少研究生使用过程中的认知

负荷,提升其对学术视频的感知易用性。 张宁等[30]

发现在元宇宙背景下,娱乐与学习动机作为数字文

旅用户参与的驱动因素,不仅增强了用户对文旅体

验的感知有用性、沉浸体验和愉悦感,也加深了他们

对多层次的信息浏览需求。 孟猛等[31] 认为数字图

书馆提供个性化自动信息推荐和在线咨询参考等服

务,能有效满足用户的浏览需求,使用户无须花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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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时间和精力寻找所需服务,从而增强用户对数字

图书馆易用性的感知。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学术视频浏览需求的满足程度对研究生的

感知有用性(a)和感知易用性(b)具有显著影响。
2. 1. 2　 浏览质量

浏览质量是指研究生发生浏览行为时,学术视

频为其提供浏览体验感、知识获得感、沉浸学习感等

的综合情况。 高质量的浏览体验有助于研究生更高

效地获取并理解所需知识,从而显著提升他们对视

频的感知有用性。 此外,优质的内容呈现方式和严

谨的演示逻辑结构,会降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认

知负荷,增加研究生对学术视频的感知易用性。 姜

文博等[32]指出,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核心在于提供稳

定可靠的访问体验保障,帮助学生快速简便地查阅

所需知识,这是增强学生对服务感知有用性的关键

因素。 陈晓曈等[33] 认为当用户专注且心情愉悦时

获取知识的效率将会提高,这加强了浏览质量对感

知易用性的正面影响。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学术视频浏览质量的满足程度对研究生的

感知有用性(a)和感知易用性(b)具有显著影响。
2. 1. 3　 内容质量

内容质量是指研究生在浏览学术视频时,对学

术视频所含学术内容质量的关注情况,其涵盖选题

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实验过程的严谨性、视频内容所

传递的知识量等方面。 较好的内容质量可以增强学

术视频的实用性,确保知识的有效传递,因此研究生

能更容易理解复杂内容,从而提高感知有用性和易

用性。 蔡鸿宇等[29]表明当健康信息质量较高时,用
户往往会认为这些信息对当前或未来具有实际价

值。 翟冉冉等[34]指出健康信息的及时更新、全面覆

盖及专业发布能够增强信息使用的便捷性。 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学术视频内容质量的满足程度对研究生的

感知有用性(a)和感知易用性(b)具有显著影响。
2. 2　 边缘路径影响因素分析

在边缘路径下,个体更关注与主体信息本身无

直接关联的外部因素[35] ,例如视频视角、分类和风

格等定位技巧[36] ;交互性和生动性等功能特征[37] ;
剪辑手法和视频时长等运营手段[36] 。 对于学术视

频的浏览者而言,上述 3 种因素属于与学术视频主

体信息无直接关联的外部特征因素,因此本文将其

作为边缘路径影响因素。
2. 2. 1　 定位准确性

定位准确性是指学术视频背后的学术期刊等制

作发布者对自身、用户和学科等各方面的定位准确

程度。 精确的定位可以帮助学术视频直接触达目标

用户,与研究生专业需求高度匹配的内容会增加其

感知有用性。 同时,清晰的定位能够有效剔除不相

关内容,减少研究生用户查找信息的时间和精力,减
轻其理解和使用学术视频的难度,进而提高对学术

视频的感知易用性。 赵文军等[38] 指出无论是信息

的需求者还是提供者,准确的信息定位都能显著提

高用户对平台有用性的感知。 许孝君等[39] 认为准

确的服务定位可以有效减少用户的认知负荷,为用

户提供更顺畅的交互体验,从而显著提高用户对服

务易用性的感知。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学术视频的定位准确性对研究生的感知有

用性(a)和感知易用性(b)具有显著影响。
2. 2. 2　 功能多样性

功能多样性是指学术视频所提供的功能内容丰

富程度,包括讨论互动功能、重点回看功能、疑难点

讲解功能、热点推荐功能等。 多样化的功能可以帮

助研究生深入理解复杂的学术内容,提高学习的便

利性和效率,从而增加感知有用性。 此外,功能的多

样性让用户拥有更多样的选择权和更灵活的操作方

式,满足不同学习情境的需求,有效简化使用过程、
降低学习难度、提高易用性感知。 周文璐等[40] 指出

当数字阅读平台提供交流分享、UGC 社区及激励机

制等多样化功能时,可以显著提高数字阅读平台的

实用性和用户的满意度,增强用户对服务有用性的

感知深度。 郭苏琳等[41] 认为信息系统的交互性和

功能完整性等内在属性的优化会提升用户对系统的

感知易用性。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学术视频的功能多样性对研究生的感知有

用性(a)和感知易用性(b)具有显著影响。
2. 2. 3　 运营专业性

运营专业性是指学术视频背后的学术期刊等制

作发布者,对其所开通学术视频账号的运营专业程

度。 专业化的运营团队有能力使学术视频的内容质

量与研究生的浏览需求紧密贴合。 并且,恰当的推

送时机和频率能够保证内容在第一时间触达研究生

用户,进而增强他们对内容的感知有用性。 同时,专
业的运营体现在学术视频界面简洁、功能直观以及

交互体验流畅等方面,这些都能大幅降低研究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操作难度,提升其使用的便捷性。 莫

敏等[42]指出信息来源的专业性对用户的感知和行

为意愿有显著影响,信息来源的专业水平越高,用户

越倾向于认为其提供的答案和内容质量更可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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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工作 2025 / 2·总第 45 卷第 226 期



而增强了信息的感知有用性。 施雨等[43] 认为若推

荐系统界面设计简洁明了、布局直观、模块突出,即
使在服务更新后用户仍能迅速适应。 此外,推荐界

面的用户友好性直接正向增强了用户对个性化推荐

服务的感知易用性,这体现出运营专业性的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学术视频的运营专业性对研究生的感知有

用性(a)和感知易用性(b)具有显著影响。
2. 3　 认同态度对学术视频浏览行为的影响分析

Davis
 

F
 

D[44]指出,感知有用性指的是新系统或

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工作效率,感知易用性则

是个体在使用某种新系统或技术时自身需要付出的

努力程度。 个体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越强,对
新技术的态度就越积极,新技术也就越容易被采用。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都是影响用户使用信息服

务的重要因素,且前者对信息行为的影响较后者更

大。 Davis
 

F
 

D 的观点进一步说明,学术视频的感知

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不仅与研究生的接受程度密切

相关,还可能对其浏览行为产生直接影响[44] 。 为探

索研究生对学术视频的认同态度如何驱动其行为模

式的变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7:学术视频的感知有用性对研究生学术视频

浏览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H8:学术视频的感知易用性对研究生学术视频

浏览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 根据图 1 中各变量及

其之间的关系,参考已有研究及成熟的测量量表,设
置与变量对应的观测变量,将其作为实证研究中调

查问卷的题项,以验证本模型中的影响关系及其

路径。

图 1　 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3　 模型验证

3. 1　 数据收集

在借鉴现有文献成熟量表的基础上,本研究设

计了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因素初始调查问

卷。 该问卷包含基本信息和测量题项两个部分,采
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

同意)。 为保证问卷回收质量,本研究选取了 18 名

具有学术视频浏览经历的研究生进行预调研。 根据

预调研反馈结果与相关专家的修改意见,对初始问

卷中表述不明确或可能引发歧义的题项进行删除和

优化,从而得到调查问卷的最终量表,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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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量表内容及题项参考来源

观测变量 测量项 测量项内容 参考来源

浏览需求

(Browsing
 

Needs)

BN1 学术视频能满足我的碎片化浏览需求

BN2 学术视频能满足我的精细化浏览需求

BN3 学术视频能满足我的思考性浏览需求

BN4 学术视频能满足我的广泛性浏览需求

Cui
 

L 等[45]

浏览质量

(Browsing
 

Quality)

BQ1 我浏览的学术视频有高效的演示质量

BQ2 我浏览的学术视频有一定的吸引力

BQ3 我浏览的学术视频有严谨的讲解逻辑

BQ4 我浏览的学术视频有适宜的讲解节奏

Lněnička
 

M 等[46] ,
Ma

 

L 等[47]

内容质量

(Content
 

Quality)

CQ1 我浏览的学术视频取材于领域权威期刊

CQ2 我浏览的学术视频取材于优质科研成果

CQ3 我浏览的学术视频拥有丰富的研究内容

CQ4 我浏览的学术视频聚焦当前学术热点

Moksness
 

L 等[48] ,
Zhou

 

T[49]

定位准确性

(Positioning
 

Accuracy)

PA1 我认为学术视频应清楚地向用户展示其主要传播内容

PA2 我认为学术视频应吸引与其研究内容一致的目标用户

PA3 我认为学术视频应建立属于自己视频账号的风格特色

PA4 我认为学术视频应拥有独特的视频合集或者栏目设置

Hsu
 

L
 

C[50] ,
Meng

 

Z
 

Y 等[51]

功能多样性

(Functionality
 

Diversity)

FD1 我希望学术视频具备讨论互动功能

FD2 我希望学术视频具备重点回看功能

FD3 我希望学术视频具备疑问解答功能

FD4 我希望学术视频具备热点推荐功能

Hong
 

Y 等[52]

运营专业性

(Operational
 

Professionalism)

OP1 我认为学术视频需要专家讲解内容

OP2 我认为学术视频需要重视用户黏性

OP3 我认为学术视频需要良好界面设计

OP4 我认为学术视频需要提高账号曝光度

Meng
 

Z
 

Y 等[51]

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PU1 浏览学术视频有助于获取热点信息

PU2 浏览学术视频有助于理解复杂概念

PU3 浏览学术视频有助于提升写作水平

PU4 浏览学术视频有助于增强科研兴趣

Lee
 

M
 

S 等[53]

感知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U1 我发现很容易找到不同领域的学术视频

PEU2 我发现学术视频的讲解内容很容易理解

PEU3 我发现很容易找到学术视频来帮助我进行研究

PEU4 我发现很容易在学术视频下完成互动交流

Islam
 

A
 

Y
 

M
 

A 等[54]

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Academic
 

Video
 

Browsing
 

Behavior)

AVBB1 我有能力完成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AVBB2 我很容易完成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AVBB3 浏览学术视频能帮助我获取很多资源

AVBB4 浏览学术视频能使我更高效地利用时间

谭春辉等[55] ,
范哲等[56]

　 　 本次数据收集旨在调查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

为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的正式调研借助问卷星平台

设计在线问卷,调研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8—28 日,
共计收回问卷 342 份,将问卷中连选多个相同答案(5
个以上)、作答时间过短(1 分钟以下)或过长(10 分

钟以上)的答卷均视为无效问卷并予以剔除,最终得

到有效问卷 32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 32%,满足

样本量需达到题项数 5 ~ 10 倍的要求。 样本数据的

基本信息如表 2 所示: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各年级均

有有效样本分布;学科领域方面,社会科学样本数据

略多;样本所在高校层次分布合理。 因此,本文所收

集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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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的基本信息

统计项 样本量 / 个 占比 / %

性别
男 159 48. 77

女 167 51. 23

年级

研一 24 7. 36

研二 50 15. 34

研三 35 10. 74

博一 73 22. 39

博二 59 18. 10

博三 54 16. 56

博四 31 9. 51

学科领域

自然科学 107 32. 82

社会科学 121 37. 12

人文科学 98 30. 06

所在高校层次

985 院校 72 22. 09

211 院校 138 42. 33

一般院校 116 35. 58

3. 2　 数据分析

3.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SPSS
 

26. 0 对观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
到的结果显示:KMO 值为 0. 906,Bartlett 球形度检

验近似卡方值为 10
 

651. 85,自由度为 630,显著性

概率为 0. 000<0. 01,这表明整体数据适合采用因子

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进

行因子旋转,并在 6 次迭代后收敛。 正交旋转共得

到 9 个大于 1 的特征值,累计方差解释为 84. 13%,
表明整体的方差贡献率较好。 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载

荷数值进行判定,各题项的主成分分析因子载荷均

大于 0. 5。 综上,本研究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影响。
3. 2. 2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用于测量样本的回答结果是否可

靠。 测量项的因子载荷值介于 0. 844 和 0. 909 之间,
总体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 934,各观测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值介于 0. 927 和 0. 941 之间,组合

信度(CR)值介于 0. 925 和 0. 941 之间,具体数值如表

3 所示,经过信度检验,本次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3. 2. 3　 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用于测量题项的设计是否合理,一般

体现在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方面。 在内容效度方

面,由于所有题项设计均参考了已有文献中的成熟

量表,所以可以认为其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结构

效度如表 4 所示,所有因子载荷值均超过 0. 8、平方

差提取量(AVE)值均大于 0. 7,这表明该量表具备

较好的收敛效度;此外,斜对角线上 AVE 的平方根

值均大于各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这表

明此次量表具备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3　 测量项的因子载荷、Cronbach’s

 

Alpha、CR 值及 AVE 值

测量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Alpha CR AVE

BN1 0. 884

BN2 0. 899

BN3 0. 875

BN4 0. 899

0. 938 0. 938 0. 791

BQ1 0. 844

BQ2 0. 893

BQ3 0. 864

BQ4 0. 888

0. 927 0. 927 0. 761

CQ1 0. 858

CQ2 0. 868

CQ3 0. 902

CQ4 0. 901

0. 933 0. 934 0. 779

PA1 0. 887

PA2 0. 895

PA3 0. 892

PA4 0. 888

0. 938 0. 939 0. 793

FD1 0. 888

FD2 0. 882

FD3 0. 890

FD4 0. 895

0. 938 0. 938 0. 790

OP1 0. 861

OP2 0. 891

OP3 0. 894

OP4 0. 884

0. 934 0. 934 0. 779

PU1 0. 890

PU2 0. 882

PU3 0. 901

PU4 0. 871

0. 936 0. 936 0. 785

PEU1 0. 909

PEU2 0. 895

PEU3 0. 880

PEU4 0. 894

0. 941 0. 941 0. 800

AVBB1 0. 873

AVBB2 0. 879

AVBB3 0. 868

AVBB4 0. 858

0. 929 0. 925 0.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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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区分效度检验

维度 BN BQ CQ PA FD OP PU PEU AVBB

BN 0. 889

BQ 0. 201 0. 872

CQ 0. 042 0. 207 0. 883

PA 0. 249 0. 219 0. 045 0. 891

FD 0. 329 0. 200 0. 041 0. 237 0. 889

OP 0. 310 0. 233 0. 048 0. 147 0. 364 0. 883

PU 0. 370 0. 151 0. 031 0. 257 0. 372 0. 320 0. 886

PEU 0. 347 0. 159 0. 033 0. 252 0. 318 0. 420 0. 242 0. 894

AVBB 0. 189 0. 111 0. 177 0. 136 0. 184 0. 187 0. 372 0. 264 0. 869

3. 3　 模型检验与修正

AMOS 主要用于结构方程模型、协方差结构分

析或因果模型分析的数据处理[57] ,同时具备绘图功

能。 本文在模型检验部分选择 AMOS
 

24. 0 绘制研

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模型图,并导入数据进

行模型路径分析。 由路径系数估计值的检验结果发

现,根据 p= 0. 05 这一显著水平,有 4 条原假设路径

不显著,分别是 H2a、H2b、H3a、H3b,故将这 4 条路

径删除。 同时,检验结果发现,中枢路径上的浏览质

量对内容质量有显著影响,并且内容质量也可显著

影响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经过模型修正与数据计

算,所有路径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最终得到研究生学

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见图 2。

图 2　 修正后的模型及标准化系数

　 　 注:∗∗∗ 、∗∗ 、∗分别代表 p<0. 001、p<0. 01、p<0. 05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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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各路径系数值,S.E.
为估计值的标准误差,C.R.为显著性检验的临界比,
各路径系数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

图 2 中所有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估计值均达到显

著水平。
模型适配度关键指标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除

GFI 略低于 0. 9 外,其余各指标均满足最优标准值,
由此说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表 5　 路径系数的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化载荷量 非标准化载荷量 S.E. C.R. p 检验结果

浏览质量→内容质量 0. 207 0. 223 0. 064 3. 490 ∗∗∗ 显著

浏览需求→感知有用性 0. 220 0. 223 0. 060 3. 742 ∗∗∗ 显著

浏览需求→感知易用性 0. 182 0. 195 0. 062 3. 154 0. 002 显著

定位准确性→感知有用性 0. 129 0. 133 0. 057 2. 332 0. 020 显著

定位准确性→感知易用性 0. 134 0. 146 0. 059 2. 462 0. 014 显著

功能多样性→感知有用性 0. 213 0. 212 0. 060 3. 547 ∗∗∗ 显著

功能多样性→感知易用性 0. 116 0. 122 0. 062 1. 977 0. 048 显著

运营专业性→感知有用性 0. 156 0. 171 0. 065 2. 650 0. 008 显著

运营专业性→感知易用性 0. 301 0. 347 0. 068 5. 113 ∗∗∗ 显著

内容质量→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0. 160 0. 159 0. 060 2. 634 0. 008 显著

感知有用性→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0. 323 0. 289 0. 055 5. 251 ∗∗∗ 显著

感知易用性→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0. 181 0. 154 0. 052 2. 962 0. 003 显著

　 　 注:∗∗∗表示 p<0. 001。

表 6　 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模型拟合系数 统计值 最优标准值 拟合情况

CMIN / DF 1. 377 <2 优

RMSEA 0. 034 <0. 05 优

GFI 0. 891 >0. 9 可接受

CFI 0. 979 >0. 9 优

IFI 0. 979 >0. 9 优

TLI 0. 977 >0. 9 优

NFI 0. 929 >0. 9 优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 1　 结果分析

(1)中枢路径主要探讨浏览需求、浏览质量和

内容质量对研究生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

响,进而影响其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由图 2 中的路

径系数值可知,在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方面,浏览需

求(H1a)对感知有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浏览质

量(H2a)与内容质量(H3a)对其影响不显著。 这说

明浏览需求决定了研究生的关注点、预期、选择倾向

以及学习投入,从而影响他们对学术视频有用性的

感知。 陈忆金等[58]发现,当健康类短视频内容能够

满足用户的信息寻求需求时,用户对其有用性的感

知会增强
 

,这与本文的结论是一致的。 浏览质量对

感知有用性无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对研究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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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频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提供的信息内容和研究

见解,而浏览质量只有在内容质量大致相同的情况

下才会显得重要。 然而,学术视频内容质量较高,未
必就能契合研究生的特定研究课题,满足其学术需

求。 因此,内容质量的提升不一定能直接转化为对

学术视频有用性的更高感知,但内容质量通常会直

接影响研究生的即时浏览行为,若研究生在浏览视

频的前几分钟感受不到高内容质量,可能会立刻停

止观看或跳过某些部分;反之,如果内容质量很高,
研究生可能会更加专注和持续地观看。 因此,内容

质量对浏览行为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它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研究生是否选择继续浏览学术视频。
在感知易用性方面,浏览需求( H1b)对感知易

用性具有显著影响;浏览质量 ( H2b)、 内容质量

(H3b)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不显著,但浏览质量可

通过对内容质量的显著影响,进而对学术视频浏览

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由以上影响关系及系数值可

知,当研究生能够顺利从学术视频中获取所需信息

时,便无须进行调整学习策略这类复杂操作,进而会

产生学术视频易于使用的感知。 侯丽莉[59] 也证实

了个人在知识获取、生产和创新方面的需求心理会

强化用户的感知易用性。 此外,研究生使用学术视

频时通常目标明确,例如查找特定信息或解决特定

问题。 基于此,他们往往会挑选与目标需求相关的

部分内容浏览,而非完整观看。 因此,浏览质量和内

容质量对学术视频整体的易用性感知影响较小。 但

是,学术视频的浏览质量会显著影响研究生对内容

质量的感知,这是因为浏览质量直接影响了信息接

收、学习体验和内容呈现效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

定了研究生如何理解和评价视频中的内容,即使内

容本身是高质量的,若浏览质量差,也可能导致内容

质量被低估。
(2)边缘路径上主要包括定位准确性、功能多

样性、运营专业性对研究生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

性的影响作用,进而影响他们的学术视频浏览行为。
在感知有用性方面,定位准确性(H4a)、功能多样性

(H5a)、运营专业性( H6a)均对感知有用性有显著

影响,其中,功能多样性的影响最为显著。 若学术视

频在操作上简单直观,能够轻松进行内容跳转、播放

控制、字幕切换等,有效帮助研究生快速达到学习目

标,就会增强研究生对学术视频有用性的感知。 孙

挺等[60]发现期望确认会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因
此需要通过及时跟进了解用户的体验感受、缩小用

户实际使用体验与期望之间的差距、完善平台功能

等举措,吸引新客户或稳定成熟的目标用户群体;刘
佳静等[61]在研究中得出公共文化云微信公众号的

服务质量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可见为

用户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对提升用户感知有用性十分

重要。
在感知易用性方面,定位准确性(H4b)、功能多

样性(H5b)、运营专业性( H6b)均对感知易用性有

显著影响作用。 其中,运营专业性对感知易用性的

影响程度最高。 专业的运营不仅能够确保学术视频

内容的高质量与专业性,还可以通过优化用户体验、
提供及时支持和个性化服务,显著降低研究生在使

用学术视频时的学习门槛和认知负担,从而让学术

视频的使用过程变得更加顺畅和高效,这种全方位

的专业化运营会极大地增强研究生对学术视频易用

性的感知。 刘晓莉等[62] 得出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

直播推广的互动性、生动性、专业性特征会显著影响

用户的感知易用性,这也证实了本文所讨论的互动

等功能设置、风格特色等准确定位以及专家讲解等

专业运营方式对研究生感知易用性的显著影响;韩
飞飞等[63]指出情感临场感可以让用户在阅读过程

中与其他参与者产生情感联系,拉近人与人、人与信

息间的距离,认知临场感和情感临场感的专业化运

营会影响用户的感知易用性。
(3)认同态度对学术视频浏览行为的影响关系

分析。 本文的认同态度主要包括研究生对学术视频

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方面。 由图 2 可

知,研究生的感知有用性( H7)和感知易用性( H8)
对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感

知有用性的影响略高于感知易用性。 这一结论表

明,研究生的认同态度对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具有重

要的影响,与前文理论模型中的假设情况一致。 黄

伟鑫等[64]发现以跨社交媒体 UGC 点赞数、评论数、
收藏数为基础的感知有用性会显著影响跨社交媒体

的 UGC 信息分享行为;范哲等[65] 发现用户对知识

型虚拟社区类平台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会正

向影响其知识分享行为。 由此可见,用户自身的认

同态度会对其相关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4. 2　 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的建议如下:
(1)浏览需求对研究生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均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较大,它是中枢路径上的

关键影响因素。 学术期刊视频应紧密围绕研究生的

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进行精准的内容策划。 视频

内容应聚焦期刊中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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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生学习阶段、研究领域紧密相关的论文。 通

过提炼论文核心观点,结合生动的视觉元素与简洁

明了的讲解,将晦涩难懂的学术知识转化为易于理

解的视频形式。 此外,鉴于学术期刊视频无法像教

学视频那样,实现系统性的进阶式讲解,因此建议采

用
 

“专题集锦”
 

的形式,通过将同一研究领域内多

篇论文的精华内容加以整合,形成系列化视频,如此

一来,既能确保内容具备应有的深度与广度,又方便

研究生快速获取所需信息。
(2)功能多样性是边缘路径中影响研究生感知

有用性的关键因素。 为提升研究生对学术期刊视频

的使用体验,应重点优化视频平台的功能设计。 一

是引入智能推荐系统,根据研究生的浏览历史、兴趣

偏好及学术需求,精准推送相关视频内容,减少其信

息筛选的时间成本。 二是增设视频内容检索功能,
允许用户通过关键词快速定位到视频中的特定章节

或关键信息,提高信息获取效率。 三是增加互动讨

论区,鼓励研究生就视频内容进行交流讨论,并邀请

领域内专家定期参与线上答疑,增强视频的互动性

与学术价值。 同时,考虑到研究生在不同场景下的

学习需求,视频平台应支持多设备同步观看与离线

下载功能,确保学习的连续性与便捷性。
(3)运营专业性是边缘路径中影响研究生感知

易用性的关键因素。 学术期刊视频账号的专业运营

是提升其影响力与用户满意度的关键。 首先,应明

确账号定位,围绕研究生的学术需求与兴趣点,策划

并发布高质量视频内容。 同时,注重账号风格的统

一与特色的打造,以区别于其他学术资源平台,形成

独特的品牌效应。 其次,需建立专业运营团队,负责

视频内容的制作、发布、维护与更新,以及用户反馈

的收集与处理。 通过定期举办线上学术讲座、研讨

会等活动,增加研究生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再次,加
强与领域内专家学者的合作,邀请他们参与视频录

制与线上互动,提升视频内容的权威性与吸引力。
最后,利用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多渠道推广,扩大学

术期刊视频账号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吸引更多研究

生的关注与参与。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M),构建

了一个系统的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影响模型,
这一模型为解释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行为提供了新

的理论框架。 研究结果有助于学术视频平台优化内

容策划、功能设计及运营管理,从而更精准地满足研

究生的需求,提升学术视频的浏览率和传播效果。

然而,本文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如在研究变量

的选取上,没能完全涵盖影响研究生学术视频浏览

行为的所有因素。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更多潜

在影响因素,并结合不同的实验方法验证研究结果,
以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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