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章编号 :100628309 (2004) 02200202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 (FBB011067) ;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 (J HJ02013)

作者简介 :周荣刚 (19782　) ,男 ,安徽当涂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人因学和工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超文本可用性评价 :迷失程度的测量
周荣刚1 ,李怀龙2 ,张侃1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迷失成为限制超文本系统使用的一个严重障碍 ,以此为指标评价超文本系统的可用性越来越受到

重视。文章从路径测量、心理模型测量和主观评价 3 个方面回顾了测量 (评价) 迷失程度的工具 ,并对各种方

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提出了测量工具本身研究和使用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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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影响超文本可用性的因素中 ,迷失 (lostness

or disorientation) 最为突出 :由于对文本系统没有

一个很清晰的认识 ,用户在超文本使用过程中往

往不知道身处何处、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浏览什么、

很难找回浏览过的信息或者由于过多的跳转而偏

离了主题。这不仅影响了信息的搜索 ,而且使用

户备受挫折、失去兴趣 ,最终放弃。有数字表明 :

在商业网站上购物者找到所要信息的几率只有

42 % ,而最终放弃寻找欲购商品的几率为

62 %[1 ] 。正因为如此 ,超文本可用性的研究中有

60 %是关于迷失问题的[2 ] 。超文本可用性如何 ,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考察用户在超文本使用过

程中出现了多大程度的迷失 ,因此关于超文本迷

失现象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测量的方法上。本文

就测量迷失程度的方法进行回顾 ,并予以简要评

述。

2 　路径测量法 (Path Measurements)

2. 1 　Smith 的路径测量法[3 ]

Smith 认为传统的 HCI 评价方法并不适用超

文本系统的可用性评价 ,对以任务完成时间和错

误率作为评价超文本可用性的指标提出了质疑 ,

并认为衡量迷路程度应该是从等级化操作绩效入

手而不是依据用户的主观感觉。在此基础上 ,

Smith 从用户是否能迅速搜索到所要信息角度第

一次提出了一系列测量迷失程度的数量化方法。

通过记录用户在完成搜索任务的过程中所浏览的

各类节点的数目 ,把搜索路径和最优 (最少) 路径

之间的路径差作为迷失程度的参数 ,其所记录的

参数如下 :

T———节点总数目

D ———不同节点的数目

R ———完成某一任务所需访问的节点数目

S ———搜索时 ,访问的节点数目

N ———搜索时 ,访问的不同节点数目

V ———检查或修改时 ,访问的节点数目

T和 D 提供搜索过程中完成任务的一般信

息 ;R 在这里被认为是最优路径 ;N、S 和 V 主要是

用来区别搜索和修改时访问的节点数目。当搜索

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的时候 ,T = D = R、S = T。据

此 ,Smith 以点 (N/ S ,R/ N) 和点 (1 ,1) 之间的距离

提出了测量迷失程度的公式 :

L = ( N
S

- 1) 2 + ( R
N

- 1) 2

当 L = 0 时 ,搜索任务完成的最好。结合被试的口

语报告和视频记录分析 ,Smith 认为当 L < 0. 4 时

用户被试没有出现迷失现象 ;而当 L > 0. 5 时 ,用

户表现出明显的迷失现象 ;至于 L ∈[ 0. 4 ,0. 5 ] ,

Smith 没有发现相关资料 ,不能肯定 ,但认为 L =

0. 42 可能是一个敏感点 ,要进一步的研究。

2. 2 　链接 - 权重迷失测量 (LWLM ,link —weighted

lostness metric) [2 ]

链表示不同节点间信息的联系 ,链的功能的

强弱 ,直接影响节点的表现力 ,也影响到信息网络

的结构和导航的能力。Otter 等人认为不同的链

所起的启动效应 (Priming Effect)是不同的 ,一个设

计完美的超文本中的链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启动用

户对其他信息链的知觉或记忆。而且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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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提供给用户能预测链接终点的程度是不一样

的。所以从搜索路径角度发展迷失程度的测量工

具 ,就应该考虑链接的类型。通过文献回顾 ,Utter

等人考虑了 4 种与路径测量迷失程度有关的链

接 ,并给予了 4 种链接造成迷失的权重。见表 1。

表 1 　外延型链接的迷失程度权重

关系链接 (1 对 1)

结合型链接 　注解型链接
专门链接 (1 对多)

连续型链接 　分类型链接

诱发迷失的可能性 高 低 相对低 中度

迷失程度的权重 1 4 3 2

　　由此 Otter 等人结合 Smith 的研究提出了新的

测量迷失程度的路径公式 :

LWLM = L/ (LW/ 4)

这里 LWLM 是指链接 - 权重迷失测量值 ,L 是

Smith 公式里的迷失度 ,LW 是诱发迷失程度的权

重 ,LWLM = 0 时表示没有迷失。

总的来说 ,路径测量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客观

记录构建数学公式来计算最优路径的偏离量 ,以

此衡量迷失程度 ,作为超文本可用性的指标。与

任务完成的时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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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但是路径测量法依然是以搜索任务或信息

获取 (information retrieve)为基础的 ,完成任务时所

要求的最优路径并不鼓励用户浏览和探索 ,而且

超文本系统各色各样 ,所以最优路径的判断是没

有固定标准的。尽管如此 ,路径测量法作为一种

评价工具还是很具有应用价值和良好发展前景

的 ,毕竟在研究中可以使一些变量得到控制。

3 　心理模型测量法 (The mental models metric)

心理模型测量法是基于这样的假设 :如果用

户对超文本的组织结构能形成一个很好的心理模

型 ,那么将有助于超文本的阅读 ,较为容易找到所

要找的信息 ,出现迷失现象的可能性就小。心理

模型实际上就是用户对超文本系统的认知表征

( cognitive presentation ) , 这 种 表 征 是 以 图 式

(schema)的形式产生的。在定位自身所处位置或

作方位判断时 ,图式提供了空间参照体系或框架 ,

帮助导航 ,这样的体系或框架同样存在于超文本

信息空间中。如果超文本结构设置合理、符合人

信息加工的特点、可用性强 ,那么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就容易建立起文本结构的清晰的心理模型或图

式 ,从而使参照框架更为完备、提供的知觉线索更

为丰富 ,这样在操作的时候便可以形成对下一操

作的预期 ,使迷失成为不可能。要以基于文本结

构的心理模型来测量用户使用超文本过程中的迷

失程度 ,并以此作为超文本可用性的评价指标 ,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到能够测量或量化用户心

理模型的方法。

3. 1 　Utter 等人的绘图 (drawing)测量法[2 ]

结合前人[3 ]的研究 ,Utter 等人要求被试以盒

子图 (boxes)代替页面 (节点) 、以线条 (line)代替链

接 ,画出从起始页面 (节点) 到其所认为的特定信

息所在页面之间的路径图 ,而这样的路径在实际

超文本系统中也是存在的 ,因此计算二者之间的

差异便可数量化测定用户的迷失程度 :

AD ———实际所画的节点数目

RD ———要求所画的节点数目

C ———正确画出的节点数目

CCP ———正确画出且正确放对位置的节点数

目

LBE ———在出现第一个错误之前 ,所画出的

层次结构的深度。

据此 Utter 等人提出了测量心理模型的公式 :

AMMH = 1/ 3 (C/ AD + CCP/ RD + LBE/ RD)

其中 ,AMMH 表示的是超文本心理模型正确率

(The accuracy of mental models for hypertext) ,C/ AD

测量的是所画节点的正确率 ,CCP/ RD 测量的是

节点位置放置的正确率 ,LBE/ RD 表示的是第一

个错误之前正确的深度。

AMMH的取值范围是[0 ,1 ] ,心理模型建构的

质量随之渐进 :0 表示心理模型建构的很差 ,该超

文本系统容易导致用户的迷失 ;1 表示心理模型

建构的很好 ,该超文本系统可用性很强。

3. 2 　自由回忆组串 (clustering in free recall) 测量

法[4～6 ]

自由回忆是让被试尽可能多地回忆在实验网

站上看到的内容。如果被试对信息组织得好 ,那

么信息较容易被提取。如果信息是没有组织的 ,

帮助回忆的提取线索就较少 ,造成迷失的可能性

就较大。组串是指记忆中目标信息的组织结果 ,

反映了用户是如何组织文本信息的 ,如果超文本

结构体系设计合理 ,用户以组串形式回忆项目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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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会变得较为容易。通过临近回忆内容的分

析 ,组串测量的校正比率 (the adjusted ratio of clus2
tering measure , ARC)可以被用来估计被试记忆组

织的组织量 ,可以反映被试的记忆组织 ,以此作为

超文本系统的可用性指标。计算 ARC的公式是 :

ARC =
R - E( R)

max R - E( R)

E( R) =
∑
　

i
n2

i

N
- 1

其中 R 是指观察到的类别重复的总数 ;maxR 是类

别重复的可能的最大数 (maxR = N - k ;N 是所有

回忆项目的总数 , k 是回忆内容类别的总数) ; E

(R)是期待类别重复的数目 ,ni 是类别 i 中回忆出

的项目数。ARC的取值范围是[0 ,1 ] ,为 1 时表示

信息组织得非常好 ,迷失的可能性很小。

总体来看 ,心理模型测量法试图描绘出人们

知觉超文本信息的心理图式。如果说路径测量法

反映了用户网络空间的迷失程度 ,那么心理模型

则反映了用户概念空间的迷失程度 ,这为超文本

系统的开发者和设计者更能提供有用信息。但是

这种测量只是间接地反映了迷失程度 ,而且使用

起来所受干扰因素多。相对路径测量法而言 ,这

种方法用得较少。

4 　主观测评法

尽管 Smith[3 ]认为网络或者超文本中的迷失

应该由操作的绩效来反映而不是根据用户的感觉

加以衡量 ,Utter 等人[2 ]也认为用户报告的主观迷

失感觉并不可靠 ,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都用了用

户的自我报告、视频分析或问卷。而且往往会出

现这样的问题 :由于个人认知风格的差异 ,有人就

倾向于多点击页面或节点 ,同时也比较容易地找

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另外 ,用户使用网络或超文

本不仅仅在于知道某种信息在哪儿 ,更重要的是

理解信息。所以超文本可用性的研究不能忽视网

络环境下的学习 ,一个网站的可用性如何也应该

考虑到网站 (超文本) 的易学性 ,客观的记录是很

难反映出学习效果好坏的。所以测量用户的主观

迷路感觉是有必要的。

4. 1 　非线性媒体迷失程度评价工具 (Non2Linear

Media Disorientation Assessment) [7 ,8 ]

在 Smith 之前 ,Beasley 等人在一项关于认知

地图结构的超媒体研究中 ,就曾以问卷的形式测

量迷失程度。该主观问卷共有 10 个题目 ,迷失分

值从 10 分到 50 分 ,10 分表示没有迷失 ,50 分表

示迷失的程度严重。后来 Baylor 也使用了该问

卷 ,结果都表明主观迷失感和学习效果有很强的

负相关。但是他们都没有报告该问卷本身的信

度。

4. 2 　主观迷失感 ( Perceived Disorientation) 评价工

具

Ahuja 和 Webster[9 ]发展了评价 Web 系统的主

观迷失问卷 ,该问卷共有 7 个项目 ,每个项目都为

陈述句 ,让被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7

点中选择自己的评判分值。在周荣刚等人[10 ]的

研究中把这 7 个项目翻译成中文 ,Alpha 系数为

0. 857 9。结果[9 ,10 ]表明 :主观迷失感与导航绩效

相比 ,更能预测超文本下的学习效果。该问卷的

7 个项目见表 2。
表 2 　测量主观迷失感的 7 个项目 (中英文)

我感觉迷路了。
I felt lost.

我觉得自己似乎在绕圈。
I felt like I was going around in circles.

再找到浏览过的网页比较困难。
It was difficult to find a page that I had previously viewed.

页面之间的导航对我来说是个问题。
Navigating between pages was a problem.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到达我想要找的位置。
I didn’t know how to get to my desired location.

我觉得辨别不出方向了。
I felt disorientation.

浏览一会儿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
After browsing for a while I had no idea where to go next.

　　与路径测量法和心理模型法相比 ,主观测评

法使用更为便捷、费用低 ,更能预测超文本环境下

用户的学习效果。虽然非线性媒体迷失程度评价

工具并没有报告本身的可靠性 ,而主观迷失感问

卷的检验也是基于特定信息的正式搜索任务 ,尽

管如此 ,通过问卷测量用户的主观感受 ,以此进行

超文本系统的可用性评价 ,是一种可行且便利的

评价方法 ,最有可能适用于自然浏览行为或非正

式搜索。

5 　结语

迷失已成为限制超文本系统使用的一个严重

障碍 ,从测量迷失程度入手进行超文本可用性评

价越来越受到关注。最优路径测量、心理模型测

量和主观评价是该领域研究的三个视角。就性质

而言 ,主观评价和心理模型更能反映用户概念空

间的迷失程度 ,而最优路径测量则反映了网络 (物

理) 空间的迷失程度 ;就是否直接反映迷失程度

(下转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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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主观评价最为直接 ,最优路径测量其次 ,而
心理模型测量法则是间接反映迷失程度 ;就使用
成本和使用分析是否便捷而言 ,主观评价成本最
低而且便捷 ,最优路径测量需要编制程序 ,心理模
型测量进行大样本分析起来较为困难 ;从更为适
用的范围而言 ,心理模型测量适合超文本组织结
构方面的探讨 ,如信息的组织方式、网络导航系统
的设计 ,更能为系统开发者提供建议 ;最优路径测
量可能更适合导航帮助设置、链接类型和任务类
型等方面的可用性研究 ;主观评价则为一般的评
价 ,受限制少、适用范围较大 ,但提供给设计者具
体建议相对较少。这些测量工具本身还不成熟 ,

最好结合使用 ,尤其是主观评价和客观记录的结
合使用。以迷失度作为超文本可用性评价的指标
时 ,还应结合其他评价方法或指标。关于测量迷
失工具研究本身 ,一方面要对各种方法进行比较 ,

相互参考 ;另一方面要继续精化。
以上所述测量工具的开发和形成多是基于正

式的或非正式的特定信息搜索任务之上的 ,如何
在鼓励支持浏览等自然的超文本使用环境中测量
迷失程度值得考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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