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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导航帮助和认知风格对超文本使用的影响
’

周 荣刚的 张 侃 李怀龙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

安徽
,

摘 要 本文考察了背景信息导航帮助 结构背景信息导航帮助
、

时间背景导航信息帮助和综合背景信息导

航帮助 和认知风格 场独立倾向和场依存倾向 对超文本使用过程中导航绩效和学习效果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认知风格是研究超文本系统的一个敏感指标 在超文本阅读过程中
,

场依存倾向的人 比场独立倾向的

人容易迷失
,

在某种程度上
,

学习效果要低于场独立倾向的人 最优路径偏离可以敏感地反映出超文本网

络空间中使用者的迷失程度 主观迷失感与导航绩效相比
,

更能有效地预侧超文本环境下的学习效果
。

关挂词 背 谊息导航帮助 认知风格 迷失 超文本

研究背景

超文本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

在某种程度上符合

了人的认知灵活性 的特点
,

但 因此也造成 了用户超

文本使用过程 中的迷失
。

有

数字表明 用户在商业网站上购物者找到所要信息

的几率只有
。

目前超文本的研究中有

是关于迷失 问题 的
,

主要集 中在 文本结构对 导

航
、

迷失的影 响〔”一 不 同导航帮助对超文本学 习

的影响〔一 个体差异 认知风格和学习风格〔卜
、

专家和新手〔一 对超文本环境下学 习 的影 响 迷

失程度度量工具的开发 , 」迷失对超文本环境下

学习效果的影响
。

解决迷失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提供适合人的信

息加工特点的导航帮助
,

一个 良好

的导航帮助应该提供用户所处位置的空间背景信息

和 时 间 背 景 信 息 卯
‘”〕。

空间背景信息有利于用户更好地知道

从当前位置可以较为便捷地到达哪些节点 而时间

性的背景信息使用户能清晰地知道是如何到达当前

位置的
。

以前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诸如内容列

表
、

地图导航

和概念地图导航 等具体导航帮助

的比较 〔一 〕上
,

而从提供背景信息设置导航帮助 的

研究 是 只 在 网络 电子 商务 系统 中 环 境 中进 行

的〔‘”〕。

就个体而言
,

哪种导航帮助最为有效只是相

对的
,

等人〔“ 的研究表明场依存倾向的人在超

媒体环境 中
,

更喜欢线性 浏览
、

完成搜索任务所用时间最长 而场独立倾向的人则

偏向非线性浏览方式
、

不容易迷失
。

认知方式的不

同反映了个体知觉信息时的特定偏好
,

这样 的偏好

在超本文使用过程中也应该是存在的
。

研究个体在

这方面 的差异 可以为今后 自适应导航 系统 一

的出现提供依据
。

在衡量
、

评定迷失程度的方法上
,

以往多以任务

完成的时间
、

页面 节点 打开的数 目
、

重复打开页面

节点 的数 目以及最优路径 的偏离量等作为指标
。

如果用户回忆不起所浏览过 的页面
、

很难找到所要

的信息这就会使学 习任务获得资源过少
,

阻碍学习

过程的加工
。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又迫使学 习者

要以探究的方式
,

形成文本内容的心理图示
,

这一过

程便会使学习者进行较为深度的加工
,

从而有利于

理解文本 内容
。

所 以 当以迷失程度作为评定超

文本可用性时
,

客观记录反映出来的导航绩效是不

完整的
。

鉴于上述这些问题
,

本研究分别 以导航绩效和

主观迷失感来考察迷失程度
,

进而找到预测学习效

果的敏感指标
,

以此考察导航帮助和认知风格对超

文本使用的影响
。

实验方法

实验设计

实验为 的组间设计
。

自变量有 导航

帮助 其一 提供空 间 结构 背景信息的导航帮助
,

即收缩展开式导航帮助
,

点击某节点时
,

该节点的子

节点展开
,

与该节点同级的节点收缩但还在导航帮

助的列表中 见图 其二 提供时间背景信息的导

航帮助
,

即页眉路径式导航帮助
,

在页眉处从主页开

始按层级给出被点击节点及其之前的所有上层节

点
,

左边列 出该节点的子节点 见图 其三 既提

供时间背景信息又提供空间背景信息的导航帮助
,

即前二者的结合 见 图
。

此变量为组间设计
,

被

本研究为教育部
“
十五 ”

规划课题 批准号 助 并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
一 小 电 钾



第 期 周荣刚等 背景信息导航帮助和认知风格对超文本使用的影响

试随机分配
。

认知风格 场独立倾向和场依存倾 向
,

此变量为被试随机变量
。

图 背景信息导航帮助设盆

此为综合导航帮助的任务界面

因变量有 导航绩效 任务完成的时间
、

最优

路径偏离 搜索时所浏览的页面数 目和最优路径数

目 之 间 的 差 主 观 迷 失

感 学习效果 文本结构的识记 以

自由回忆出节点个数来体现
,

写出一个记 分 和文

本信息的理解 判断题 巧 个
,

答对一个得 分 问答

题 个 一共 个信息点
,

写 出一个得 分
。

名大学男生和 名大学女生 年龄 一 岁 参加

实验
,

都有一定的上网经验
。

材料和工具

从网上下载的三篇相关的文本材料
,

介绍 的是

自由软件的理论
“ ”

和与其密切相连 的两个

组织 — 和
。

之后这些材料被打乱
,

由 名研究生先独 自对这三段材料重新编辑
、

确定

段落
、

主题和段落标题
,

最终讨论形成 巧 个大的段

落作为超文本独立 的页面
,

每个页面 大段落 有

到 个节点 小段落的主题词
,

深度 即从初始节点

访问最末节点所要点击的次数 为
,

共有 个节

点
,

文本容量约为 字
。

工具有 。 编写 的程序可 以登记

录浏览页面或节点的路径以及浏览的总时间 镶

嵌图形测验 北京师范大学
,

主观迷失

感评价问卷
。

在 。 和 ‘〕发展的主观迷

失问卷中共有 个项 目 一致性系数为
,

在其

正式发表的报告中还提供了 个易学性项 目 一致

性系数为
,

迷失项 目和易学性项 目的相关度

很高 二 一 , ,

其实验证明其发展 的

主观迷失感评价 问卷是可靠的
。

这 个项 目由

位本领域研究生独 自翻译成中文
,

通过讨论
,

确定了

该问卷的中文版
。

中文版迷失问卷的 项 目

系数 为
,

与 易 学 性 项 目高 度 相 关 二

一 , 。

实验程序和任务

镶嵌图形测验之后进行文本学习
,

告诉被试大概

分钟能读完材料 控制在 分钟之内 读完之后进

人任务搜索界面
。

共有 巧 个句子依次呈现在屏幕右

上角 见图
,

被试只有找到每个句子所在的页面之后

程序才会出现下一个句子
,

要求被试少而快地打开页

面
。

之后被试依次完成的任务有 主观迷路问卷测验
、

判断正误
、

问题回答
,

最后是回忆节点
。

结果

在分析数据之前
,

进行有效数据整理
,

最后参与

统计的被试共有 名
。

按照 成绩的标准分把

所有被试区分为两类 场独立倾向和依存倾向 见表
。

表 和表 分别为背景信息导航帮助和认知风

格在各变量上的平均值
,

方差分析表明导航帮助和

认知风格条件的主效应均显著 值为 和
, ,

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

以下是导航帮助和认知风格对 因变量的具

体统计结果
。

表 被度情况 人

结构背景

信息导航

时间背景

信息导航

综合

导航

场依存倾向

场独立倾向

阅读时间 结构背景信息导航
、

时间背景信息

导航帮助和综合导航帮助条件下被试阅读时间分别

为
、

和 场依存倾 向被试和独 立

倾 向 被 试 阅 读 时 间 的 平 均 数 分 别 为 和
。

方差分析表明
,

不同导航帮助条件和不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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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阅读时间没有明显差异 值分别为 和
, 。

表 背景信息导航帮助对超文本使用的影响

导航帮助
探索时间 最优路径偏离 主观迷失分值 回忆节点 问题回答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结构背景信息导航

时间背景信息导航

综合导航

导航绩效 方差分析表明 导航帮助和认知风 的效应不明显 值分别为 和
,

格对搜索时间的效应均不 明显 值分别为
。

但从表 和表 中可 以看到背景信息导航帮

和
,

不同导航帮助条件下的最优偏 助条件下被试的主观迷失感平均分值要高于其他两

离有明显 差异 值 为
, ,

组导航帮助条件
,

而场独立倾向的被试迷失感分值

分析发现结构 空间 背景信息导航帮助 二 要低于场依存的被试
。

与时间背景信息 导航帮助 二 之 间 学习效果 经检验导航帮助对 回答问题的效

的差异 以及时间信息导航帮助与综合导航帮助 应不显著 二 ,

场独立倾向的被试

条件下被试浏览页面的差异明显 场独立倾 对实验材料的学习成绩 问题 回答 要好于场依存倾

向的被试偏离最优路径的量要小于场依存倾向的被 向的被试 二 , 。

导航帮助和认

试
, 。

知风格对回忆节点 的效应均不 明显 值为

迷失感 导航帮助和认知风格对 主观迷失感 和
, 。

表 认知风格对超文本使用的影响

认知风格
探索时间 最优路经偏离 主观迷失分值 回忆节点 问题回答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场依存倾向

场独立倾向

讨论

导航帮助与导航绩效
、

学习效果和迷失感

从实验结果来看
,

三种导航帮助对任务完成 的

时间没有明显的影 响
,

但是对偏离最优路径 的影响

显著
。

时间背景信息导航帮助突出了到达当前所处

位置的明确路径
,

但它只提供了文本的部分信息 而

结构背景信息导航帮助和综合导航帮助则是全局性

的导航帮助
,

因此既有结构信息
,

又有路径信息 虽

然没有突出
,

所 以时间背景信息条件下浏览的页面

节点 数明显多于其他两种导航帮助
,

符合我们的

假设
。

但是综合性的导航帮助在任务完成时间
、

最

优路径偏离量和主观迷失程度方面的平均值都大于

结构背景信息导航
,

在时间背景信息导航帮助条件

下被试感受迷失的程度虽然高于其他两种 导航帮

助
,

都没有很明显 的差异 另外就学习效果而言三种

导航帮助条件下没有明显的差异
。

这些可能跟本实

验所用文本的信息量相对较小有关 在信息量小
、

提

供了全局性导航帮助 的超文本环境中
,

再提供时间

背景信息导航帮助可能就是多余的 在信息量大
、

提

供不 了全局性导航 的超文本环境 中
,

同时突出文本

的结构信息和浏览的时间 路径 信息可能是很必要

的
。

认知风格与导航绩效
、

学习效果和迷失感

认知风格表达 的是个体之间的差异
,

场独立倾

向的人知觉事物时容易区分超文本中各部分 节点

的区别
,

而场依存倾 向的人则喜欢整体综合知觉信

息
,

研究的结果表 明场独立倾向的被试偏离最优路

径的量明显少于场依存倾向的被试
,

被试主观感觉

的迷失程度也小于场依存倾 向的被试 同时也可 以

看到
,

场独立倾向的被试回忆节点的平均数和问题

回答的平均成绩都高于场依存倾向的被试
,

在 回答

问题的成绩上这种差异达到 了显著
,

二者之间存在

高度相关 二 , 二 。

这可能 由于识记

的节点数更多
,

便可 以为获得文本 内容信息提供线

索
,

从而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文本所要 表达 的含义
。

的研究发现空 间综合能力 印 一

高的人在 网络环境下 的学习效果要好于空

间综合能力低 的人
。

一般来说
,

场独立倾向的人空

间综合能力要高于空 间综合能力低的人
,

所 以我们

实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的发现
。

导航绩效
、

迷失感和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迷失有空 间 网络 中的迷 失 和

概念空 间 的迷失
,

超

文本空间中的迷失可以影响但绝不等同于概念空间

的迷失
,

这一区分对形成超文本迷失程度的测量工

具
、

对预测不 同超文本环境 中学 习效果都很关键
。

客观记录的导航绩效 如任务完成的时间
、

如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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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和最优路径的偏离 所反映 出来 的迷 失程度只

是超文本空间中的迷失
,

而被试 主观迷失感反映 的

是概念 信息内容 空 间中的迷乱情况
。

本研究 中

搜索时间
、

最优路径偏离和问题 回答 的成绩之 间相

关程 度 都 很 高
,

分 别 是 搜索时间 一 回 答 问 题 二

一 , 最优路径偏离 一 回答问题 一 ,

二 。

但导航绩效指标与 回忆节点 的成绩相

关不显著 而主观迷失与回忆节点
、

问题回答都存在

显著相关
,

分别是 迷失感 一 节点回忆 一 ,

二 和 犷 迷失感 一 节点 回忆 一 ,

。

最优路径偏 离 和 迷 失感 相关显著 二

, ,

说 明二者均可反映迷 失程度 由此

可以看出主观评价反映出来的迷失程度更能预测超

文本 环 境 下 的 学 习 效 果
,

这 与 的 研 究 一

致
。

最后
,

从结果可 以看出导航帮助和认知风格没

有在任何一个因变量上有交互影响
,

也就是说本研

究中提供的三种导航帮助 中
,

没有哪种导航帮助适

合场独立倾向的人或适合场依存倾向的人
。

超文本

是一个很大的信息网
,

导航帮助之间的差异可能在

较大的文本容量 中会突显 出来
,

而个体在有明显差

异的信息容量和信息组织中也可能在更多方面表现

出不同
。

所 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以信息容量为变量

考察导航帮助和个体差异对超文本使用的影响
。

结论

认知风格是研究超文本系统的一个有效指

标 在超文本阅读过程中
,

场依存倾向的人 比场独立

倾向的人容易迷失
,

在某种程度上
,

学习效果要低于

场独立倾向的人 最优路径偏离可以敏感地反映

出学习者超文本使用 中网络空间的迷失程度 主

观迷失感与导航绩效 体现网络空间的迷失程度 相

比
,

更能预测超文本下的学习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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