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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认知行为分析

摘　要　用户信息认知行为可分为技能型、规则型和知识型三种类型。信息认知行为是以信息认

知能力为依托的 ,其源泉是知识。用户认知行为失误分为偏离与弄错两种 ,其中弄错比偏离对认

知行为效果影响更大。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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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of information cognition , with knowledge as their sources. The mistakes of user cognitive behav2

iors include deviation and error , among which error is more influential. 5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cognition. 　Cognitive behavior. 　Cognitive ability. 　Cognition mistake.

CLASS NUMBER　G252

　　现代技术的发展 ,使用户对信息系统功能要求越

来越高 ,信息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用户信息行为将

成为人类行为中最重要的社会性行为之一。用户信

息行为是在认知思维支配下对外部条件作出的反映 ,

明确信息需求实质 ,选择适当的信息系统 ,制定正确

的检索策略都包含着认知思维过程。人 —机接口、用

户认知和需求应该成为信息学发展领域中的一个重

要部分。

1 　用户信息认知行为的类型

无论什么样的用户 ,他们的信息行为都是在信息

需求的支配下为达到一定检索目的的行为过程。由

于认知心理的作用 ,其信息认知行为可分为三种类

型 ,即技能型、规则型和知识型。当用户的信息需求

被认知确定以后 ,用户就会通过已存储的信息活动技

能 ,自觉地运用以往的经验来完成其检索行为 ,这就

是基于技能的行为。如果用户缺乏这种经验 ,就只有

遵循信息活动过程中的某种程序和规范进行信息检

索 ,即基于规则的行为。信息检索行为受检索目的的

控制 ,需进行有意识的、抽象的判断推理 ,设计出达到

目的的最佳方案 ,就是基于知识的行为。这一行为源

于技能与规则而上升为知识行为。用户的行为始终

在上述三种信息认知行为之间交替变化。

2 　信息认知行为以信息认知能力为依

托

　　信息认知要有认识和处理信息的质和量的关系

的能力。信息的质就是信息的有用无用、有利有害问

题 ,信息的量就是信息的不足与多余、充足与过剩的

问题。具有信息认知能力的人 ,能够认识到什么样的

信息才是最需要且最适合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

不开信息的引导和调控。接受、认知、发布、利用信息

是人类的本能。但人类与其他生命对信息的认知不

同 ,除生物本能外 ,能根据目的有意识地去认知信息 ,

并且能够将在感性认知中获取的信息上升到理性高

度 ,加以总结与概括 ,形成理论和方法 ,并加以存贮。

信息认知能力不同的人往往导致信息认知行为

的不同。即使采取相同的信息认知行为 ,但由于信息

认知能力的差异 ,也将产生信息利用结果的不同 ,甚

至产生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巨大差别。从本质上

说 ,信息革命是指人类从单纯利用信息资源到有意识

地去开发信息资源。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问世 ,结束

了人类获取、识别、存贮和处理信息完全依靠大脑的

时代 ,人们进行脑力劳动有了可靠的辅助工具 ,从而

使人类大大加强了开发信息资源的能力。通讯技术

的发展 ,使网络日臻成熟 ,为人们在更大的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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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认知、获取信息开辟了最佳途径。从本能地感知信

息 ,到有意识地认知、贮存信息 ,再到积极地开发、利

用信息资源 ,这是人类信息认知能力的进化和根本性

转变。

3 　信息认知行为的源泉 ———知识

现代认知心理学把知识定义为 :个体通过与其环

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信息组织。由于每个人的知识、

认知水平不同 ,所以对信息的认知行为就不同。知识

有三种 :公共知识、中介知识和个人知识。公共知识

指文献或者说任何记录形式的知识和信息 ;中介知识

指分类、文献或索引等形式的记录知识的表征 ;个人

知识指用户的知识状态和当前需求。人们的信息认

知行为过程就是这三种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

人们的个人知识是信息认知行为的基础 ,个人知

识水平或能量决定信息活动水平的高低。人们通过

信息认知行为不断获取公共知识 ,并通过人脑的信息

加工转化为个人知识。在这一转化过程中 ,刚刚获取

的知识与人脑原有的知识通过重组产生新知识 ,产生

个人知识能量和智力的越迁 ,从而提高人们认知行为

的层次和能量 ,形成公共知识向个人知识的转化过

程。反过来 ,人们把这些不断产生的新知识通过一定

的载体形式发表出来 ,变为公共知识 ,这就是个人知

识向公共知识转化的过程。而中介知识是上述两种

知识相互转化过程中为了控制和组织公共知识而衍

生出的一种知识。更高水平上的数据存贮、并行处

理、自然语言识别、智能代理、虚拟现实、高质量显示、

新形式输入/ 输出设备等 ,都是人们可以凭借知识自

由发挥想象的领域。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技术进步

将超出我们现在能做的所有想象。但用户面临的信

息需求的性质、满足信息需求需要完成的任务 ———需

求的识别、表述、信息对象的扫描、评价、选择和学习 ,

以及完成这些任务必须依赖的个人资源 (知识结构和

认知能力) ,这些是不会变的。

4 　现代技术环境中的信息认知行为

在今天的网络时代 ,信息的认知问题困扰着信息

用户及信息机构。他们在诸如语言问题、计算机操作

技能和网上技术等问题上是一致的 ,但在其他方面却

存在差异。网络提供的是繁杂而无序的信息 ,而我们

目前使用的操作系统界面各异 ,不同的系统采取不同

的检索语言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的认知行

为。信息机构面临的是网络信息的组织与管理 ,使混

乱的信息有序化 ,复杂的信息简单化 ,臃肿的信息浓

缩化。而信息用户面对的将是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和对网上信息检索工具的熟悉程度。现代技术环境

为用户获取信息创造了无比宽广的空间。然而 ,信息

的查找和利用从根本上就是一项认知行动 ,而不是一

种物理或机械的运动。信息获取过程的主体是人 ,是

人的知识能力及认知结构。人能够进行自适应学习 ,

能够依据环境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 ,适应新的情

况 ,从而产生新的认知行为。技术能改变人们需要思

考的问题 ,改变人们用来辅助思考的工具 ,甚至改变

思考的行为与表现 ,改变人们表征和分享思维的方

式 ,但难以改变语言和交流的基本形式和规则。

5 　用户信息认知行为失误及其形成原

因

　　用户信息认知行为失误分为两类 ,即偏离与弄

错。偏离失误是一种意图正确而执行出错的失误行

为。在这类失误中 ,用户按照原有的信息活动技能和

规则无意识地进行检索活动 ,失误发生时 ,错误信息

会迅速反馈给用户 ,使用户容易察觉并改正。弄错失

误是一种在意图形成阶段产生的失误行为 ,通常指选

择、判断失误。在这类失误中 ,用户决策、判断受主观

意识控制 ,已有的规则、知识影响当前认知行为 ,在运

用规则或知识上出错。显然 ,弄错比偏离更影响行为

效果。

用户信息认知行为失误机制相当复杂 ,人的行为

固然是第一因素 ,又鉴于信息系统构成要素的繁多。

其形成原因大致有 : ①信息系统使用不便。系统与系

统 ,数据库与数据库之间 ,使用方法缺乏统一标准 ,需

经过反复实践才能掌握某个特定系统的使用技巧 ,但

在掌握这个技巧之前 ,就得不到所需要的信息。②检

索词的确定存在差异。用户专业千差万别 ,系统设定

的主题词未必与用户日常工作中积累的知识所涉及

的主题词一致。虽然自然语言在信息系统的应用得

到共识 ,但仍离不开控制原理。③用户与检索人员之

间在专业知识方面有一定的沟通难度。用户拘泥于

传统的方法或经验 ,难于适应新技术环境。一些用户

缺乏获取信息的基本技能 ,对信息源及其需求认识不

够准确。检索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 ,缺乏信息技能的

科学化培训 ,或培训程度没有达到要求 ,即没有进行

新形势下 (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再培训。

用户的认知心理是认知行为特征的表现 ,不懂用

户心理及其认知判断思维过程 ,就 (下转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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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解释和应用信息等方面提供中介服务。这些中

介活动必然要求有计算机工具辅助的新型人力服务

来承担。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促进者自身也将是学

习者 ,他们既是图书馆员 ,又是老师 ,也是辩论的仲裁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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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6 页)无法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在未来的

人 —机系统功能设计过程中 ,应将用户认知行为特征

作为人 —机系统功能设计的指导思想 ,完善系统功能

及相应计算机因素。同时 ,大力普及计算机文化 ,使

用户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 ,使认知行为失误接近于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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