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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野动机-行为冶 框架下的农村居民社会化

阅读行为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付 蕊

（哈尔滨学院，哈尔滨 150086）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为探索农村居民社会化阅读动机对行为的具体影响，厘清农村居民社会化阅读行为特点，进而为乡村

振兴阅读推广服务提供指导。[方法 / 过程]在“动机 - 行为”框架下，构建内驱性动机和社交性动机双链路社会化阅读动机

模型，引入潜在示能性作为互动行为路径上的调节变量。通过问卷调查对黑吉辽三省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收集数据，采用 AMOS

对 447 份问卷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 结论]研究发现，以阅读效能、情感抒发、追求卓越代表的内驱性动机对沉浸体验

有正向影响，以社会交往、获取认同代表的社交性动机对感知有用性呈正向影响，而沉浸体验和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社会化

阅读行为；潜在示能性在沉浸体验与社会化阅读行为的互动影响中有调节作用，而在感知有用性与社会化阅读行为的互动影

响中作用不显著。基于研究结果，分别从情感抒发、社交互动和潜在示能挖掘 3个方面提出了社会化阅读推广的建议。

关键词院 社会化阅读；农村居民；沉浸体验；感知有用性；潜在示能性

中图分类号院 G251 文献标识码院 A 文章编号院 1002-1248 渊2023冤 10-0058-14

引用本文院 付蕊.基于“动机 - 行为”框架下的农村居民社会化阅读行为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3,35

(10): 58-71.

收稿日期：2023-08-08

基金项目：2020年黑龙江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社会化阅读及推广路径研究” （20TQC172）

作者简介：付蕊，女，硕士，馆员，哈尔滨学院图书馆，研究方向为农村地区公共文化研究、用户信息行为、阅读服务等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社会化阅读的概念发端于 Facebook 所开发的

Social Reader APP袁 这款应用能够实现在线读者间的内

容分享与相互评论 [1]遥 随后袁 以 MENNELLA[2]为代表

的学者从共同阅读兴趣尧 群体分享互动尧 传播扩大价

值等角度作了阐释遥 目前国内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社

会化阅读概念由钟雄[3]袁 认为社会化阅读是一种以读者

为核心袁 以信息网络为媒介袁 强调社交与阅读有机结

合袁 通过互动式阅读和分享袁 扩大效果和价值的一种

阅读传播行为遥 在这一概念下袁 阅读从纸媒拓展到网

媒袁 从文字拓展到视频尧 音频甚至虚拟世界袁 价值从

心领神会拓展到互动传播遥 CNNIC 发布第 52 次 叶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 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袁 手机依然是主要上网渠道袁 并且短视频尧 即时通

信尧 网络新闻使用增长态势明显袁 社会化阅读正在更

大的群体尧 更广的范围内发展扩大袁 成为人们最主要

的阅读形式之一遥 因此袁 研究社会化阅读动机和行为袁
对乡村振兴和阅读推广有重要意义遥

目前社会化阅读研究的重点群体依然是大学生[4]袁
而占据全国人口 36.11%的农村居民 渊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1 亿人冤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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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关注遥 2022 年 野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冶 数据显示袁
线上数字阅读体验超 691 万农村居民参与袁 累计时长

超 5 275 万小时遥 说明农村居民对于线上阅读和分享有

着一定的热情袁 因而探究农民群体的社会化阅读行为

影响因素是提升农村阅读服务有重要意义遥
野动机理论冶 表明袁 动机是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袁

激发和引导个体朝着目标努力遥 基于此袁 本研究以农

村居民 渊指在农村长期居住且以务农或农村工作为主

的成年人冤 微信 APP 社会化阅读行为为主要研究对

象袁 遵循 野动机 - 行为冶 路径袁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尧
技术接受模型来分析社会化阅读动机到行为的过程袁
厘清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化阅读行为的因素和机制袁 进

而为农村居民的社会化阅读服务提供可行性建议遥

1 文献综述

1.1 社会化阅读的现状分析

自阅读行为产生以来袁 社会化属性一直伴随左右遥
早期的书院文化尧 阅读沙龙等就是阅读社会性质当体

现遥 但社会化阅读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在社交媒体时代

被正式提出袁 逐渐特指基于互动的数字阅读形态遥 狭

义的社会化阅读主要是各类文字内容袁 而广义的社会

化阅读不仅包含文字袁 还包括图像尧 声音以及 VR 等

新兴信息媒介遥 研究采用广义社会化阅读范围袁 不局

限于文字内容遥
当前社会化阅读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方向院 ①平

台探析遥 阅读方式从传统纸质到电子屏幕袁 阅读平台

发生了改变袁 研究者主要从多种阅读平台切入袁 细化

研究平台对社会化阅读行为的转变遥 ②用户行为分析遥
随着阅读行为的演变袁 阅读方式从单向度变为互式袁 研

究者主要是深入探究社会化阅读行为基础框架遥 ③社会

化阅读服务研究遥 基于平台尧 框架尧 用户行为的研究

基础袁 阅读服务是精细化地针对不同群体尧 平台特点尧
行为异质性进行梳理和体系搭建遥
1.2 社会化阅读动机和行为研究

社会化阅读动机是对于互动性阅读态度尧 信念尧

目标的一种综合驱动力袁 可分为内外动机两种袁 目前

在青少年群体中探索得出信息获取尧 情感抒发尧 兴趣

爱好尧 个人发展尧 社会交往尧 他人认同 6 个维度[5]袁 在

农村居民群体探索得出阅读效能尧 追求卓越尧 情感抒

发尧 社会交往尧 获取认同 5 个维度[6]遥
通过主动因素和客观因素挖掘社会化阅读行为框

架尧 意向以及影响因素袁 如社会化阅读行为分为阅读

型行为和社交型行为[5]袁 行为框架由阅读主体社会化尧
阅读客体社会化尧 社会化的阅读过程 3 个部分组成[7]遥

社会化阅读动机与行为密切相关袁 探索社会化阅

读动机的构成袁 厘清动机与行为的内在逻辑袁 是打通

野动机 - 行为冶 路径袁 激发社会化阅读行为的出发点和

着力点遥 如以社会化阅读平台为支撑袁 探究使用动机尧
使用态度尧 使用行为及三者的关系[8]遥
1.3 社会化阅读动机对行为影响路径及机制

研究

近年袁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社会化阅读动机行

为路径及内在机理袁 在 野动机 - 行为冶 的过程中袁 可

能存在通过沉浸体验尧 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改变路径袁
也有可能在互动行为的过程中产生潜在示能性遥
1.3.1 沉浸体验

沉浸体验也叫沉浸理论袁 属于积极心理学范畴袁
1975 年由 CSIKSZENTMIHALYI[9]提出袁 指由于全神贯

注投入而可以更好地任务的一种心理状态遥 沉浸体验

的发生往往伴随明确的目标尧 挑战和技巧间的平衡尧
行动和意识相融合尧 自我意识消失等因素遥

研究者多认为沉浸体验更多属于内在动机因素范

围袁 从平台类型研究上看多元的网络平台信给人们带

来的感受是不同的袁 如社会化阅读类尧 抖音短视频类尧
音乐类尧 微博新闻类等袁 研究者从不同媒介视角出发

得到用户的内部动机对沉浸体验是正向影响的袁 换句

话说沉浸体验是判断用户的内在动机因素通过多元网

络平台是否可以触发相对感知的 野检验棒冶遥 从用户行

为分析上看沉浸体验对持续使用意愿尧 忠诚度尧 满意

度仍起到检验的作用袁 通过显性因素的沉浸体验可辨

识隐性因素的动态反应袁 如在大学生社会化阅读 APP

付 蕊

基于“动机 -行为”框架下的农村居民社会化阅读行为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

59



2023年第 35卷第 10期

使用中袁 社会化阅读平台特征均正向影响沉浸体验袁
沉浸体验也正向影响社会化阅读行为[10]遥
1.3.2 感知有用性

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户认为某些信息能够提高自己

工作绩效的程度袁 因此感知有用性会影响用户的互动

行为和持续使用意愿遥 之后感知有用性被广泛用于电

子商务尧 网上银行尧 数字化学习平台等工作场景遥 反

观非工作场景的信息系统如移动阅读尧 网络游戏尧 社

会化媒体等无法用感知有用性有效解释袁 因为感知有

用性只考虑了外在动机因素袁 而忽略了内在动机因素袁
而沉浸理论相对于外在动机因素袁 认为内在动机因素

是触发用户行为的关键遥
感知有用性是技术接受模型 渊TAM冤 的重要因素袁

研究者认为其对使用者的态度和行为有重要影响袁 并

且外界变量影响感知有用性遥 因为感知有用性能有效

解释外在动机因素影响的行为意愿袁 所以多被用作

野传递者冶遥 如社交媒体对网络购物行为的可靠性尧 感

知有用性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的概念框架 [11]遥 基于

TAM 和自我效能理论视角下阐释社交媒体隐私政策的

阅读意愿袁 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阅读意愿[12]遥
1.3.3 潜在示能性

示能性 渊Affordance冤 这个词最早由著名心理学家

GIBSON[13]提出袁 是行为环境中物体在用户认知感官中

的反映袁 即让使用者能够了解物体实际上能被用作何

种用途袁 或被认为有什么用途袁 此后这一术语通过吉

布森 渊Gibson冤 学派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论遥
潜在示能性 渊Potential Affordance冤 由 LANAMAKI 和

THAPA[14]根据示能性的特征分类而得出袁 是指产品的功

能一直处于潜在状态袁 直到被用户感知到才会被实现遥
潜在示能性来自于示能性理论袁 示能性理论为解

释不同用户在任务目标导向下体验到的不同的信息系

统使用效果提供了合理可行的研究视角遥 实证过程中

需注意袁 示能性理论并不能直接产生可以测试的预测

结果袁 因为它们具有用户可能不知道的行动潜能袁 并

且存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实现的可能性袁 所以示能

性不能被视为可测量结构遥 另外袁 示能性实现涉及各

种用户目标引导的非确定性过程袁 因此缺乏预测实现

结果所需的因果关系遥 所以示能性理论只能作为调节

变量在实证过程中存在影响效果袁 如社交媒体用户根

据平台的潜在示能性和使用动机被吸引到不同的平台袁
并对福利和功能结果产生潜在影响袁 利用潜在示能性

的调节效果对平台设计特征进行了评级[15]遥
综上所述袁 社会化阅读用户 野动机 - 行为冶 的链

路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袁 其中对于社会化阅读行为的

研究更为丰富袁 侧重持续使用意愿和满意度的研究遥
沉浸体验是解释内在动机因素的袁 感知有用性是解释

外在动机因素的互动行为遥 本研究从内驱性动机和社

交性动机双管齐下袁 引入潜在示能性做调节效应袁 以

期探索沉浸体验和感知有用性如何影响农民社会化阅

读行为袁 为社会化阅读服务提供现实依据遥

2 研究假设和问卷设计

2.1 研究假设

相关研究显示袁 农民社会化阅读动机可分为内驱

性动机和社交性动机袁 内驱性动机包括阅读效能尧 追

求卓越尧 情感抒发袁 社交性动机包括社会交往和获取

认同[6]遥 笔者采用 野动机 - 行为冶 研究路径袁 并以沉浸

体验和感知有用性为关键因素袁 以社会化阅读行为和

互动表现为基础构建研究模型遥
2.1.1 内驱性动机通过沉浸体验对社会化阅读行为的影响

渊1冤 内驱性动机与沉浸体验遥 沉浸体验是一种自

主目的活动袁 更多由内在动机驱使并且可以得到即时

反馈[16]遥 相对于社交性动机袁 沉浸体验更注重对内驱

性动机因素的作用袁 WEBSTER 等的研究认为沉浸应

包含好奇心尧 内在兴趣尧 目的性尧 自主控制等四大构

件袁 这四大构件皆属于内驱性动机范畴袁 在社会化阅

读动机研究中袁 阅读效能 渊获取需要的信息以及满足

自己的兴趣爱好冤尧 追求卓越 渊个人扩展知识和提高修

养冤尧 情感抒发 渊调节自己情绪或排解消遣冤 3 个维度

属于内驱性动机袁 其中阅读效能与好奇心和内在兴趣

吻合袁 朱明[17]在与图书馆用户对象访谈时发现袁 自我

兴趣与一般沉浸体验保持一致遥 王雅倩 [18]等在农村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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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的课外阅读行为调研中袁 探索出个体因素中阅

读自我效能和阅读沉浸体验会正向影响课外阅读行为袁
其中后者的作用最为显著遥 而追求卓越和情感抒发分

别对应的是目的性和自主控制袁 王可 [19]基于大学生英

语听说训练中沉浸体验的发生机制作探讨袁 挖掘沉浸

体验可促使学生的自主性袁 使个体与目的合二为一遥
王丽等[20]通过对红色经典传播架构的研究发现袁 情感摄

入与红色符号的交流可产生沉浸体验遥 因此提出假设遥
H1院 阅读效能正向影响沉浸体验遥
H2院 追求卓越正向影响沉浸体验遥
H3院 情感抒发正向影响沉浸体验遥
渊2冤 沉浸体验与阅读行为遥 沉浸体验是个体经过

具体的活动而产生的 野忘我冶 和 野不能自拔冶 的一种

最优状态袁 CSIKSZENTMIHALYI 认为人们依照心理

驱动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袁 沉浸体验即为意识动机的

外显袁 并且沉浸体验为主观且暂时的经验袁 这也是个

人愿意继续进行某种活动的原因遥 现有研究表明袁 沉

浸体验会直接提高用户行为袁 GUO[21]通过用户政务微

博平台的研究袁 发现沉浸体验可刺激用户使用行为遥
闫晨[22]以抖音短视频切入点袁 剖析中老年群体的沉浸

体验与用户行为的关系袁 有效验证沉浸体验可有效提

升用户行为遥 部分研究者认为沉浸体验很适合解释网

络社区中的互动行为袁 认为人际互动给互动者带来了

快乐尧 愉悦等体验[23]遥 因此提出假设遥
H4a院 沉浸体验正向影响社会化阅读的阅读行为遥
H4b院 沉浸体验正向影响社会化阅读的互动行为遥

2.1.2 社交性动机通过感知有用性对社会化阅读行为的

影响

渊1冤 社交性动机与感知有用性遥 DAVIS 指出外部

变量对于感知有用性会产生影响袁 感知有用性可有效

解释社交性动机对使用行为的影响袁 在社会化阅读动

机研究中袁 社会交往 渊保持与他人的互动和沟通冤 和

获取认同 渊获得他人或组织的肯定或认可冤 属于社交性

动机袁 社交性动机从属于外部动机范畴中遥 陈航等[24]通

过微信碎片化信息阅读行为的探究袁 发现碎片化信息

阅读行为受到感知有用性尧 感知易用性等因素影响袁
并且社会交往与感知有用性有相关联系遥 袁红 [25]针对

青少年非正式学习中的移动阅读行为进行剖析袁 发现

青少年非正式学习中的移动阅读主要出于功能性动机袁
其中感知有用性作为优势与社会化知识交互起到一定

的作用遥 因此提出假设遥
H5院 社会交往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遥
H6院 获取认同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遥
渊2冤 感知有用性与互动行为遥 感知有用性作为科

技接受模型的重要因素袁 用户的使用行为受到感知有

用性的影响遥 王哲 [26]发现感知愉悦度尧 感知信任度尧
感知易用性尧 期望确认尧 感知有用性对知乎问答社区

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均有正向影响遥 刁雅静等 [27]在对

微信朋友圈社交行为和购买意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袁
感知有用性在社交行为和消费意愿间发挥着中介作用遥
少量研究还讨论了设备或系统因素是如何影响用户隐

私披露行为袁 主要包括感知有用性和系统互动的相关

关系[28]遥 因此提出假设遥
H7a院 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社会化阅读的阅读行为遥
H7b院 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社会化阅读的互动行为遥

2.1.3 潜在示能性作为调节效应

知觉心理学家 GIBSON 最初创建了这一概念来描

述行为体和外界相互作用的行为属性[13]遥 VOLKOFF 和

STRONG[29]阐述了信息系统研究使用示能性理论需要

注意两点原则为示能性选择适当的粒度级别 渊与用户

行为有关冤 和确定所有显著的示能性以及它们如何相

互作用遥 JINH 等[30]构建影响量化自我沉浸体验的影响

机制模型袁 其中潜在可供性和隐私关注在沉浸体验和

持续参与状态中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遥 陈渝等 [31]通过

实证分析发现了微博用户沉浸状态的影响因素袁 强调

了沉浸体验与持续使用行为的联系袁 并引入潜在示能

性作为调节变量袁 产生调节效果遥 由此本研究选择潜

在示能性作为调节变量袁 因为它是以交互行为为导向

的袁 并且代表了用户在行为体验中所产生的潜在行为[32]遥
因此提出假设遥

H8a院 潜在示能性有效调节沉浸体验对互动行为的

影响遥
H8b院 潜在示能性有效调节感知有用性对互动行为

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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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袁 笔者提出研究概念模型袁 如图 1 所示遥
2.2 问卷设计

笔者制作规范化量表作为测量工具袁 经过访谈尧
预处理尧 测试和修改等环节袁 最终形成问卷并搜集数

据遥 问卷共设两个部分袁 第一部分为基础信息题袁 第

二部分为量表题袁 共设 28 个测量项对应 8 个观测变

量袁 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 渊1~5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尧
不同意尧 不确定尧 同意尧 非常同意冤遥 全部测量项均直

接或间接来自已有研究袁 保证了该量表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袁 具体问卷如表 1 所示遥

3 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

3.1 描述性统计

历时 3 个月袁 笔者在黑尧 吉尧 辽三省各抽选两个

城市袁 每个城市抽选一个村屯袁 每个村屯各收集 85 份

问卷为止袁 6 个村屯共收集 510 份问卷袁 去除答案均一

的尧 不完整的袁 筛选后共计有效问卷 447 份袁 有效率

为 87.6%袁 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遥
利用 Spss26 进行描述性分析袁 主要分析结果如

下院 ①每周社会化阅读频次遥 2 次以下占比 28.86%袁

2~5 次占比 41.83% 袁 6~10 次 19.46% 袁 10 次以 上

9.84%遥 ②每天进行社会化阅读的时间大约为遥 0.5 小

时以下占比 22.37%袁 0.5~1 小时占比 39.37%袁 1~2 小

时占比 25.5%袁 2~3 小时占比 8.95%袁 超过 3 小时占比

3.8%遥 ③习惯在什么时间段进行社会化阅读 渊此题为

多项选择冤遥 早饭前占比 19.91%袁 上午 渊农忙间歇冤
占比 35.12%袁 中午占比 28.64%袁 下午 渊农忙间歇冤 占

比 13.87%袁 晚饭后占比 20.58%遥 ④社会化阅读中喜欢

的文章类型遥 时政新闻类占比 17.45%袁 医药健康类占

比 18.79%袁 娱乐咨询类占比 26.85%袁 农业信息类占比

23.94%袁 乡村发展类占比 8.72%袁 民生服务类占比

4.25%遥
3.2 信度与效度

信度是衡量结果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检验袁 采用哥

伦巴哈阿尔法 渊Cronbach's 琢冤 系数分析问卷总体信度尧
用CR 渊ConstructReliability冤 检验组合信度遥 通过Spss26

进行数据处理袁 结果显示 Cronbach's 琢 系数约为 0.907

渊>0.7冤袁 组合信度 CR 最低为 0.572 渊>0.5冤袁 表明该问卷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良好 渊表 3冤遥 效度是衡量结果是否

可以有效解释的检验袁 通常对总体量表采用 KMO 和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为依据袁 结果显示 KMO 系数约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Fig.1 Research conceptual model

阅读行为

互动行为

潜在示能性

感知有用性

沉浸体验

阅读效能

追求卓越

情感抒发

社会交往

获取认同

社
会
化
阅
读
行
为

内
驱
性
动
机

社
交
性
动
机

H1

H2

H3

H5

H6
H8b

H8a

H7b

H7a

H4b

H4a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506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62



2023年第 35卷第 10期

为 0.874 渊>0.7冤袁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小于

0.001袁 说明该问卷总体效度有效被解释遥 在对组合效

度中采用平均方差提取值 渊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袁
AVE冤 来衡量袁 FORNELL 等[42]认为AVE>0.5 为效度良

好袁 0.36~0.5 为可接受袁 从表 3 中可知在 9 个维度的获

得认同 尧 感知有用性和阅读行为的 AVE 值处于

0.36~0.5 之间袁 其他维度均 >0.5袁 由此表明该问卷组

合效度良好遥 区别效度是反映不同潜变量之间相互关

联的指标袁 各个因子的 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因子之间

的相关系数袁 区别效度良好 渊表 4冤遥

4 结果分析

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袁 使用 AMOS24 软件的

观察变量 编号 测量题目 参考文献 

RE1 阅读文章是为了了解新闻、消息 

RE2 阅读文章是为了获得更多知识或者知道最近流行什么，看看好友们都在关注什么 

RE3 经常在微信上阅读跟自己兴趣爱好有关的文章 
阅读效能 

RE4 阅读文章是因为兴趣爱好是阅读 

PE1 阅读文章是为了学习更多农业知识从而创造财富，提高生活质量 

PE2 阅读文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农耕能力 追求卓越 

PE3 阅读文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个人文化水平 

VE1 通过阅读文章放松心情、降低劳累 

VE2 通过阅读文章调节自己的情绪 情感抒发 

VE3 阅读文章当作休闲娱乐的方式 

SI1 阅读文章，是为了更好地参与朋友聊天的话题 

SI2 阅读文章，是为了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SI3 阅读文章后，会与他人讨论自己的看法或者见解 
社会交往 

SI4 阅读文章，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圈子里 

GA1 阅读文章，家人、好友会认为您有知识，对您比较佩服、欣赏 

GA2 阅读文章后的分享，好友会认为对他们有所帮助 获取认同 

GA3 阅读文章，是为了发表的看法获得更多的赞同或者关注 

WIGFIELD 等[33]、NICOLA 等[34]、

SCHAFFNER 等[35] 

FT1 我很享受社会化阅读带来的乐趣 

FT2 如果长时间不进行社会化阅读，我会觉得生活很无聊 沉浸体验 

FT3 在进行社会化阅读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很充实 

KOUFARIS[36]、CHANG 等[37] 

PU1 有的时候通过社会化阅读转而变成生活上的沟通 

PU2 通过社会化阅读可以联系上以前不曾联系的人 感知有用性 

PU3 可以让我认识更多不认识的人 

DAVIS[38] 

RB1 社交的互动可以促进我进行阅读 
阅读行为 

RB2 每天浏览信息和阅读一次以上 
LIU[39] 

IB1 我愿意与他人沟通，这样能够促使自己进行阅读 

IB2 因为分享交流让我了解到有用的知识和信息 互动行为 

IB3 阅读到有趣的会进行赞、评论、转发 

VENKATESH 等[40] 

PA1 我在社会化阅读的过程中逐渐发掘出了与最初使用目的不同的其他作用 

PA2 社会化阅读对我来说不止是一个可以互动和阅读载体，我使用还为了其他特别的目的 潜在示能性 

PA3 社会化阅读可视为舆论导向的媒体之一 

LANAMÄKI 等[24]、ULMER 和

PALLUD[41] 

 

表 1 量表测量题项及来源

Table 1 Scale measurement items and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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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项 分类 人数/个 百分比/% 

黑龙江 162 36.2 

吉林 146 32.7 所在区域 

辽宁 139 31.1 

男 235 52.6 
性别 

女 212 47.4 

18~30 岁 141 31.5 

31~40 岁 175 39.1 

41~50 岁 103 23.0 
年龄 

51 岁以上 28 6.3 

文盲 19 4.3 

小学 236 52.8 

初中 163 36.5 
学历 

高职或中专及以上 29 6.5 

5 万以下 208 46.5 

5~10 万 165 36.9 

10~15 万 56 12.5 
家庭年收入 

15 万以上 18 4.0 

 

表 2 样本基本情况

Table 2 Demographics of the sample

图 2 潜在示能性在沉浸体验对互动行为上的调节作用

Fig.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tential schematic competence in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on interactive behaviour

* 注院 横坐标是调节变量潜在示能性袁 纵坐标代表以互动行为因变

量尧 感知有用性自变量尧 潜在示能性为调节变量的影响效应 渊斜率

变化冤曰 中间直线为点估计值袁 上下曲线为 95%置信区间的取值

极大似然估计法袁 得到假设模型拟合结果为院 字2/df=

2.11袁 SRMR=0.063袁 RMSEA=0.050袁 GFI=0.901袁 AGFI=

0.879袁 TLI=0.92袁 IFI=0.931袁 CFI=0.93袁 说明模型拟

合度理想遥 路径检测结果为所有路径全部通过检测袁
表明 H1~H7 均成立袁 具体如表 5 所示遥

在调节作用检验方面袁 使用 SPSS 24.0 软件中的

PROCESS 程序的模型 1袁 设置 1 000 次迭代袁 95%置

信区间遥 结果显示潜在示能性 渊P<0.001尧 茁=0.206尧
R2=0.488冤 在沉浸体验对互动行为的路径上调节效果显

著袁 说明 H8a 成立袁 而在感知有用性对互动行为的路

径上调节效果不显著袁 说明 H8b 不成立遥 为进一步探

究潜在示能性的具体调节效果袁 利用 J-N 法[43]绘制了调

节效应的具体形态图 渊图 2冤遥
4.1 内驱性动机通过沉浸体验变量对行为产

生影响

4.1.1 内驱性社会化阅读动机与沉浸体验的关系

检测结果显示阅读效能 渊P<0.001尧 茁=0.241冤尧 情

感抒发 渊P<0.001尧 茁=0.353冤尧 追求卓越 渊P=0.023尧
茁=0.152冤 3 个变量的 P值均小于 0.05 代表有效影响沉

浸体验袁 并且 茁 值均为正数说明 3 个变量均对沉浸体

验起到正向影响袁 这与前人研究的结果一致遥 其中情

感抒发的 茁 值是三者中最高的袁 出现这一结果也是和

笔者之前研究的农村居民社会化动机研究中情感抒发

均值最高的结果相一致袁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情

感抒发对农村居民的重要性遥 由此可知袁 内驱性社会

化阅读动机对沉浸体验呈正相关关系袁 即内驱性动机

越强袁 沉浸体验越显著遥
4.1.2 沉浸体验与社会化阅读行为的关系

根据模型检测结果袁 沉浸体验到阅读行为的路径

上的系数为 0.322袁 在 P<0.001 的情况下显著袁 这表明

沉浸体验正向影响阅读行为遥 沉浸体验到互动行为的

路径上系数为 0.139袁 P=0.026袁 这说明沉浸体验正向

影响互动行为遥 两个路径均持正向影响关系袁 说明沉

浸体验与社会化阅读行为的关系为正相关袁 这也再次

印证沉浸体验会直接提高用户行为[4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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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社交性动机通过感知有用性变量对行为

产生影响

4.2.1 社交性社会化阅读动机与感知有用性的关系

检测结果显示获取认同 渊P<0.001尧 茁=0.35冤 和社

会交往 渊P<0.001尧 茁=0.275冤 两个变量的 P值均显著袁

而且 茁 值为正值袁 由此可知获取认同和社会交往均正

向影响感知有用性袁 结果也同样值得思考袁 在之前学

者的研究中关于社交性动机中社会交往处于相对重要

的地位袁 而本研究结果却是获取认同比社会交往的影

响值更高一些袁 这也更加凸显农村居民在社交性动机

中被他人肯定或者寻找共鸣是互动的重要因素遥 获取

维度 题项 非标准化系数 误差 T 值 P 值 标准化系数 克朗巴赫系数 CR AVE 

RE1 1    0.771 

RE2 0.983 0.06 16.415 *** 0.794 

RE3 0.923 0.059 15.749 *** 0.762 
阅读效能 

RE4 0.891 0.056 15.832 *** 0.766 

0.855 0.856 0.598 

PE1 1    0.819 

PE2 1.031 0.058 17.758 *** 0.857 情感抒发 

PE3 0.83 0.059 14.091 *** 0.663 

0.819 0.826 0.615 

VE1 1    0.695 

VE2 1.039 0.088 11.832 *** 0.744 获得认同 

VE3 0.965 0.086 11.276 *** 0.674 

0.748 0.747 0.497 

SI1 1    0.756 

SI2 0.981 0.068 14.501 *** 0.723 

SI3 0.898 0.063 14.24 *** 0.710 
社会交往 

SI4 1.094 0.068 16.012 *** 0.805 

0.836 0.836 0.562 

GA1 1    0.774 

GA2 1.047 0.065 16.174 *** 0.805 追求卓越 

GA3 1.094 0.068 16.112 *** 0.801 

0.836 0.836 0.630 

FT1 1    0.703 

FT2 1.06 0.089 11.906 *** 0.688 沉浸体验 

FT3 1.14 0.091 12.558 *** 0.753 

0.757 0.758 0.512 

PU1 1    0.790 

PU2 0.794 0.072 11.099 *** 0.610 感知有用性 

PU3 0.822 0.069 11.854 *** 0.662 

0.728 0.731 0.478 

RB1 1    0.816 
阅读行为 

RB2 0.938 0.126 7.434 *** 0.733 
0.748 0.572 0.401 

IB1 1    0.667 

IB2 1.436 0.105 13.713 *** 0.881 互动行为 

IB3 1.17 0.09 13.076 *** 0.739 

0.804 0.809 0.589 

PA1 1    0.832 

PA2 0.988 0.065 15.2 *** 0.843 潜在示能性 

PA3 0.802 0.06 13.352 *** 0.652 

0.701 0.822 0.609 

 

表 3 问卷组合信效度

Table 3 Reliability of questionnaire combinations

* 注院 *** 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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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和社会交往均是外部动机因素的一部分袁 感知有

用性可有效解释外部动机因素袁 社交性社会化阅读动

机属于外部动机袁 由此袁 社交性社会化阅读动机与感

知有用性呈正相关关系遥
4.2.2 感知有用性与社会化阅读行为的关系

根据模型检测结果袁 感知有用性在阅读行为和互

动行为上的系数分别为 0.326 和 0.324袁 在 P<0.001 的

情况下显著袁 由此说明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社会化阅

读行为遥 感知有用性是有效解释使用行为的因素袁 但

是长期以来大部分学者对于感知有用性主要针对持续

使用意愿袁 本研究的结果也为感知有用性因素拓展更

多的使用行为遥
4.3 内驱性动机和社交性动机与社会化阅读

行为关系

结合模型检测结果以及上述内驱性动机层面和社

交性动机层面分析结果可知袁 内驱性动机和社交性动

机均正向影响社会化阅读行为袁 换句话说无论是内驱

性动机越强还是社交性动机越强尧 社会化阅读行为越

显著袁 很多学者对 野动机 - 行为冶 的影响做了大量研

究袁 结果均显示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袁 社会化阅读动机

与行为亦是如此[45]遥

项目 潜在示能性 互动行为 阅读行为 感知有用性 沉浸体验 追求卓越 社会交往 获得认同 情感抒发 阅读效能 

潜在示能性 0.780          

互动行为 0.079 0.767         

阅读行为 0.030 0.146 0.633        

感知有用性 0.029 0.449 0.416 0.691       

沉浸体验 0.051 0.442 0.332 0.612 0.716      

追求卓越 0.204 0.497 0.191 0.441 0.442 0.794     

社会交往 0.138 0.407 0.098 0.491 0.517 0.556 0.750    

获得认同 0.076 0.303 0.136 0.351 0.396 0.462 0.502 0.705   

情感抒发 0.055 0.394 0.072 0.391 0.533 0.442 0.564 0.467 0.784  

阅读效能 0.039 0.450 0.187 0.328 0.468 0.497 0.519 0.462 0.548 0.773 

 

表 4 各指标区别效度

Table 4 Distinguishing validity of indicators

检测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标准化系数（β） 检验结果 

沉浸体验 <--- 阅读效能 0.177 0.051 3.509 *** 0.241 支持 

沉浸体验 <--- 情感抒发 0.246 0.049 5.024 *** 0.353 支持 

沉浸体验 <--- 追求卓越 0.126 0.056 2.271 0.023 0.152 支持 

感知有用性 <--- 获取认同 0.322 0.063 5.102 *** 0.35 支持 

感知有用性 <--- 社会交往 0.213 0.053 4.013 *** 0.275 支持 

阅读行为 <--- 沉浸体验 0.335 0.064 5.248 *** 0.322 支持 

互动行为 <--- 感知有用性 0.391 0.078 5.001 *** 0.324 支持 

互动行为 <--- 沉浸体验 0.188 0.084 2.231 0.026 0.139 支持 

阅读行为 <--- 感知有用性 0.302 0.056 5.386 *** 0.326 支持 

 

表 5 假设模型的路径系数

Table 5 Path coefficients for the hypothetical model

* 注院 *** 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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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潜在示能性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可知袁 潜在示能性在沉浸体验和互动行

为之间调节效果显著袁 如图所示潜在示能性高于 2.872

之后斜率线和置信带都在 0 轴以上且不包含 0袁 因而为

显著 渊显著区域为图中阴影部分冤遥 具体而言袁 由于斜

率线大于 0 且整体向右上方倾斜袁 意味着随着潜在示

能性增加袁 沉浸体验对互动行为的正向作用越强遥 但

是在结果中袁 潜在示能性在感知有用性和互动行为之

间调节效果不显著袁 这也许与农村居民在互动行为中

的状态有关袁 在已有目的的状态下进行互动可能不会

产生潜在行为袁 而在沉浸体验这种无目的无意识的互

动行为下或许会产生潜在状态或潜在行为遥

5 启示与建议

遵循社会化阅读 野动机 - 行为冶 路径对农村居民

社会化阅读行为展开研究袁 加入沉浸体验和感知有用

性两个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并得到验证袁 检验潜在示能

性对沉浸体验到互动行为上有调节效果袁 通过结果分

析对社会化阅读平台和公共服务部门提出以下建议遥
5.1 情感抒发赋能院 激发内驱性动力袁 增强

用户体验

内驱性动机中情感抒发占据重要地位袁 情感抒发

又是增强沉浸体验的重要因素袁 在社会化阅读行为中袁
阅读和互动两者不可分割袁 情感抒发或可成为两者之

间的纽带袁 以 野情感沟通 - 情感宣泄 - 情感共鸣冶 的链

路激发内驱动力遥
社会化阅读平台可增添情感板块袁 如类似于 野树

洞冶 和 野解忧杂货店邮箱冶袁 在匿名的情况下抒发真实

情感袁 表达内心真实意图袁 在私密的情况下进行互动

和交流袁 亦或根据农村居民喜好的阅读类型进行增添

情感抒发的单元遥 公共服务部门可纳入心理咨询专业

人才袁 在成为互动传播参与者时进行心理辅导遥
此外袁 也要关注农村居民的个人发展袁 加强个人

信息素养袁 在社会化阅读中要警惕虚假信息传播和产

生信息过载引起压力连锁反应遥
5.2 互动仪式效用院 提升社交性动力袁 契合

用户习惯

社交性动机中农村居民相比较社会交往而言袁 获

取认同更受关注袁 获取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是口头

表扬或者是通过物品尧 行为等加以肯定袁 换句话说在

社会化阅读中农民通过点赞尧 分享尧 评论的行为就是

互动仪式的具体表象之一遥 互动仪式实则是互动行为

的综合表现袁 也是群体认同在 野公共空间冶 内的策略

表演袁 是 UGC 双向互动的经验表述遥
社会化阅读平台可增添多元互动仪式袁 如在点赞

时可区分为匿名和署名袁 可保护一些想参与又不想

野暴露冶 自己的围观者加入互动圈曰 分享后的链接可呈

现 野分享网络图冶袁 使源头信息的发布者了解分布内容

的动态袁 打造阅读互动网络图促进参与者和围观者产

生情感共鸣遥 公共服务部分可转化自己的身份袁 以

野围观者 - 参与者 - 引导者冶 的身份层层深入袁 最终以

引导者的身份浸染农村居民袁 用仪式感感召更多人参

与互动遥
除此之外袁 农村居民的使用习惯频次较高的时间

段分别是上午 渊35.12%冤尧 中午 渊28.64%冤 和晚饭后

渊20.58%冤袁 因此社会化阅读平台在订阅号等发布新内

容或者是公共服务部门融入后均需契合农村居民习惯袁
以多元互动仪式提升社交性动力遥
5.3 用户画像订制院 挖掘潜在示能性袁 精准

用户需求

用户画像是一个 野数据化冶 的用户对象袁 通过对

用户消费尧 浏览尧 查询等行为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

表征用户特性的实体袁 开启了一个以用户为核心牵引

的数据呈现模式[46]遥 在农村居民产生潜在示能性的其

他行为时袁 利用用户画像精准挖掘这些行为袁 从而提

高沉浸体验遥
沉浸体验越高袁 潜在示能性调节越显著袁 进而刺

激互动行为和发现其他衍生行为袁 与用户画像成为良

性循环袁 不断互为构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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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体验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伴随目的和即时反

馈不断重复的过程袁 社会化阅读平台的质量和服务的

提高可提升沉浸体验袁 这也对社会化阅读平台产生更

高的要求遥 农村居民的阅读类型主要集中在娱乐咨询

类 渊26.85%冤 和农村信息类 渊23.94%冤遥 社会化阅读平

台可依据用户画像的数据报告袁 在平台的推送尧 设计尧
内容方面做出调整遥 公共服务部门可根据群体需求和

阅读类型合理安排阅读模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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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Rui
(Harbin University, Harbin 150086)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owards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and networking,

a new reading mode - social reading- is widely accepted by peopl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reading

motiv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on their behavior, and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social reading behavior, and then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we have constructed a dual-link model of social reading motivation

with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ocial motivation. [Methods/Processes] Research shows that farmers' social motivation for reading can be

divided into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ocial motivation. Intrinsic motivation includes reading efficacy, pursuit of excellenc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while social motivation includ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gaining recogni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tivation-behavior", we constructed a dual-link model of social reading motivation with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ocial motivation,

and introduced potential expressivenes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in the pathway of interactive behavior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rural

residents in some area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447 questionnaire samples were empirically

tested by AMO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represented by reading efficacy,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ursuit of

excellenc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immersion experience, and the social motivation represented b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gaining

recognition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while immersion experienc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positively influenced

socialized reading behavior; potential schematic competence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immersion

experience and socialized reading behavior, while perceived usefulness did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mmersion experience and social reading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social

reading in term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otential schematic energy mining. To stimulate intrinsic motivation

through the chain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entity represents user

characteristics obtai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user behavior such as consumption, browsing, and querying based on user profiles, and

opens up a data presentation model centered on the user, thereby enhancing the user's immersive reading experience. Social motivation

can be enhanced by catering to users' habits. For example, farmers can drive social reading through interactive behaviors such as liking,

sharing, and commenting.

social reading; rural residents; immersion experience; perceived usefulness; potent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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