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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高达 35 %的成年人在使用计算机相关技术时会有焦虑体验。国外对此现象的研究已有 20 多年的

历史 ,我国则刚刚起步。文章在介绍概念基础上 ,从计算机焦虑的主要研究方法 ,性别、年龄、专业、认知方式

等相关变量的作用及跨文化比较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计算机焦虑的研究进展 ,并探讨了进一步研究中需要

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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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对计算机焦虑 (computer anxiety , CA) 的

研究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诸如“技术压力 (tech2
nostress)”、“技术恐惧 (technophobia)”或“计算机恐

惧症 (computerphobia)”等词汇 ,皆指个体在使用计

算机时所产生的紧张、不适等心理反应。35 %的

成年人都曾有过这种体验[1 ] 。

与考试焦虑、数学焦虑一样 ,CA 是个人使用

计算机或考虑利用计算机时所感觉到的一种可以

改变的情境性恐惧 ( situation anxiety) 或忧虑[2 ] ,包

括抗拒、逃避、恐惧、敌意及担心等在内的情绪化

反应。伴随生理反应的极强烈 CA 表现属于计算

机恐惧症。此类焦虑性拒绝躲避行为表现可从不

情愿使用计算机到破坏相关设备[3 ] 。

引起 CA 的直接原因是计算机使用能力不足

或缺少成功经验。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 (1)害怕会

损坏计算机 ,并担心做错事情招致负面评价 ; (2)

使用计算机时自觉无知或笨拙而引起内心不安 ;

(3)将对科技或数学等的恐惧转移到计算机上 ;

(4)担心计算机辐射会影响健康 ; (5) 对于任何新

的或不熟悉的事物有惧怕心理 ,泛化到计算机相

关技术上 ; (6)担心计算机会威胁或限制自己的能

力发展 ; (7) 自认为能力不如计算机 ,因而产生逃

避行为[3 ] 。

CA 愈高者使用计算机时就愈不舒服 ,而此种

不适感会伴随负面的自我评价和对自己学习与使

用计算机缺乏自信 ,进而影响到个人计算机技能

的发展[4 ,5 ] 。CA 高的人使用计算机时犯错误较

多 ,表现出较差的能力 ,且伴随有较多的外在敏感

性生理反应。因此 ,CA 严重影响人们学习和使用

计算机的效率。因其在预测计算机绩效 (compu2
ter performance ,CP) 中的重要作用[6 ] ,计算机教育

工作者越来越重视 CA。在高新技术不断融入办

公系统和日用消费产品的今天 ,研究消费者的 CA

可为产品设计与改进提供帮助。过去有几篇文章

从不同角度综述了 CA 的研究[1 ,5 ,7 ] ,但在我国还

没有相关研究介绍及报告。本文综述了 CA 的研

究方法以及相关研究进展。

2 　CA 研究现状

2. 1 　主要研究方法

CA 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性问卷法。迄今常用

的十几种问卷 ,其适用对象和因素结构各有不

同[1 ] 。Rosen 和 Maguire (1990) 的元分析综述收集

了 79 项经验性的研究 (和 66 种不同的方法) [5 ] 。

其中仅有 5 种方法被其它研究者使用 ,仅有 3 种

方法报告了因素结构 ,仅有 2 例研究比较了组与

组间的 CA 因素结构。针对跨文化差异而制订的

方法仍然很少。计算机技术在迅速发展 ,为了更

有效地反映现状 ,一些与普通使用者日常生活相

关的新条目 (如互联网、电子商务、在线影院、数码

相机、个人数字助手等)应被加入量表中。换句话

说 ,十年前研究得出的因素很可能现今已大不相

同。此外 ,各国的文化与技术普及程度的差异必

定使变化倾向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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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基于操作定义制定的 CA 量表 ,有些包

含了多个维度 ,有些仅涉及某一个维度 ,使用时会

产生维度概念的混淆[8 ] 。忽略验证 CA 结构的收

敛效度 ,会影响 CA 对计算机使用 (computer usage ,

CU)和 CP 的预测效度的一致性 ,因为两种方法的

因素结构不同 ,被试之间在文化、教育、计算机知

识等方面也有差异。在计算机课程中所测 CA 可

能受学习动机、指导方式等因素的影响[7 ] 。

Tseng等 (1998)发现用 3 种方法 (手写个人数

字助手、计算机、书面评估) 测量的自我情绪评估

与 CA 以及个人自我意识的协方差成离散趋

势[9 ] 。对计算机的态度 (attitude to computer ,ATC)

与 CA 有关但有所不同。测量 ATC 是基于包含 3

种要素 (动作的、情感的、认知的)的态度模型。在

计算机恐惧症的测量和其他焦虑的测量方法间仅

有很小一部分重叠区 (如 :数学方法、描述法、特征

法、测验法) ,但这些方法在结构上是独立的[10 ] ,

并且在预测 CA 方面这些关系能说明的变异一般

不到 10 %[5 ] 。

2. 2 　性别、年龄、专业、认知方式等相关变量的作

用

许多研究证明 CA 和 CU 相关而和 CP 无关 ,

但是相关变量之间的效果却是混合的。虽然女性

和男性相比在接近计算机方面缺乏积极的态度和

计算机使用经验[7 ] ,但性别通常不能预测 CA 的

变化[4 ,8 ] 。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态度更积极 ,CA

更少 ,并且二者的因素构成相似[11 ] 。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系学生与计算机系、经济

系学生相比 CA 更高[7 ] ;非管理者比管理者具有

更高的 CA 水平[12 ] 。认知方式是影响 CA 的一个

重要因素 ,理性思考者比直觉思考者表现出更低

的焦虑水平[10 ] 。

在许多影响 CA 的因素中 , 计算机教育

(compter education , CE) 的预测作用最为显著[4 ] 。

个人使用计算机的初始经历是关键因素[3 ] 。在商

业通信专业的学生中 ,性别、击键技巧、年龄、社会

经济状况以及自我控制力等都是 CA 的有效预测

指标[13 ] 。

2. 3 　跨文化研究

有关 CA 的研究大多由西方心理学家完成 ,

跨文化 CA 或 ATC评估屈指可数。西方研究的结

论在其他文化背景下是否有效 ? 其 CA 程度的差

异如何 ? 这些差异与教育制度和技术政策有无关

系 ? 目前有几项比较中国和西方被试的研究。

Allwood 和 Wang(1990)的研究表明 ,在计算机概念

方面心理学专业学生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有

差异。就计算机技术对未来的影响 ,中国学生比

瑞典学生表现出更乐观的看法 [14 ] 。Collis 和

Williams (1987) 发现中国初三和高三学生的 ATC

比加拿大学生更积极[15 ] 。Marcoulides (1989) 发现

中、美两国大学生的 CA 程度和因素结构 (“一般

CA”和“计算机设备焦虑”)很相似[16 ] 。

比较亚洲和欧洲的 10 个国家发现每个国家

都有独特的文化相关 CA 模式[6 ] 。像新加坡和以

色列这样的国家 ,政府高度重视技术 ,专业老师很

好地开展了计算机的培训、普及工作 ,国民因此很

适应计算机相关技术。而在日本 ,尽管先进技术

产品很普及 ,60 %大学生却有技术恐惧症倾向。

日本政府决定不在初小普及计算机技术 ,导致早

期计算机教育缺乏可能是造成以上事实的原因。

在另一项五大洲 23 个国家的研究中 ,Weil 和

Rosen(1995) 发现一些国家过半学生有技术恐惧

症而另一些国家的学生却几乎没有[17 ] 。在 8 个

国家 (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美

国、日本)调查 9 000 名被试 ,发现“不同国家对信

息技术的态度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反映了在所有

领域的文化倾向 ,故需结合文化来解释这些数

据”[6 ] 。Omar (1992) 研究显示美国学生对计算机

的态度与科威特学生相比更具积极性[18 ] 。Durn2
dell 和 Hagg(2002)研究发现虽然东西欧由于历史

原因存在文化差异 ,但西欧学生 ATC 的性别差异

在东欧新兴国家学生中也存在[19 ] 。

Dyck 等 (1998) 用 CA 量表 (Marcoulides ,1989)

测查了 311 位年轻人和 324 位年长被试 ,发现 CA

的两因素为直接接触计算机和间接接触计算

机[11 ] 。这与 Marcoulides(1989) 的两个因素[16 ] (一

般 CA 和设备焦虑) 有所不同 ,但与 Rosen 和 Weil

(1995)的前两个因素[6 ] (交互性计算机学习焦虑 ,

观察性计算机学习焦虑) 相似。对其他有关 CA

和 ATC 研究的混合特性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几种在美国之外其他国家进行的研究[6 ] ,因

使用特定仪器或设计不允许对这些调查结果直接

进行跨文化比较。

3 　CA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 CA 的诊断、相关影响

变量以及具体干预措施 ,很少探讨理论解释。“许

多研究都有无法忽视的问题并且不足以支持研究

者的观点”[7 ] 。纵观人们恐惧技术的数百年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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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两方面观点已深植东西方文化之中。技术恐

惧不是机器竞赛的结果 ,对计算机的恐惧有其复

杂的文化原因和历史先例。学生们参加培训课程

时 ,已对技术带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倾向 ,这会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他们和计算机的接触频率与绩

效。只有通过考察与技术恐惧有关的文化和历史

先例 ,才可以正确认识学生和老师们的 CA。

量表的措词会影响因素结构和条目的效度。

这需要调查更多的被试组以便检查早期推论和结

论的稳定性 ,同时证明这些方法用于以后研究的

可靠性。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 ,对测量问卷必须

采用严格的翻译程序 (双盲回译) 。CE 和 CA 对

一个人是否情愿使用计算机的影响范围依赖于使

用计算机将要完成的任务。为使研究具有可比

性 ,一方面需要给出表示特征的任务和获得性技

能之间阐述性的定义 ,另一方面更应注意控制其

他变量的影响。

大多数 CA 研究都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进行的 ,许多研究使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被试 ,这

样的研究对性别、年龄、教育、专业、职业及文化等

变量的控制明显不够。跨文化比较研究结论只有

基于一定数目的被试才可以代表给定文化背景下

的人群。

另外 ,随着 Internet 技术快速普及 ,以前研究

的结论 (如 :年龄、性别特征等) 在 Internet 应用上

是否继续成立 ? 虽然 Durndell 等 (2002) 认为网络

是计算机使用的扩展 ,但对计算机与对网络的态

度、使用计算机与使用网络的经验的异同 ,二者与

年龄、性别、经验、绩效等方面关系尚需进一步研

究 , Internet 给 CA 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19 ] 。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探讨相关变量的作用机制

及建构理论 ,同时重视个体差异特征和群体的跨

文化比较 ,并拓展到网络应用领域 ,特别是开发针

对 CA 的文化特性干预或应对策略。克服 CA 消

极影响、阻止其继续发展 ,最基本的有效办法是用

户培训。已有几种模型用来解释这种现象和发展

干预程序[7 ] 。个人电脑培训对预防和治疗 CA 十

分有效 ,互动性计算机经验的增长可以有效降低

CA。学校老师作为技术“传播者”的态度对学生

以后对计算机的心理反应有重要影响。随着有效

预防和干预方法的发展 ,人们可以更自信地去学

习和掌握计算机技术。

4 　结束语

　　20 多年的研究表明 , CE 的程度以及“引路

人”的 ATC的影响十分重要。针对西方文化背景

的治疗程序成功地开发并实践了 10 多年。近年

来随着我国计算机在家庭与办公室普及 (或主动

或被动) ,使用计算机的能力成为求职者的基本背

景 ,CA 将会成为各种文化背景中教育者、应聘者

以及商业人士关心的主题。我国计算机和网络技

术迅速发展趋势与 CA 所致工作效率及资源浪费

的冲突不容继续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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