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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境下手机素养失衡及调节行为研究∗

韩蕾倩　 闫　 慧

摘　 要　 本文以智能手机应用程序(ＡＰＰ)作为研究场景ꎬ探讨中学教师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任务两种不同情境下

的手机素养差异ꎬ以及在新旧两种情境之间转换时对素养失衡状态的调节行为和影响因素ꎮ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

田野研究与日志访谈相结合的研究路径ꎬ数据采集使用了深度访谈、跟踪记录、参与式观察的方法ꎬ数据分析采纳

了非参数检验、扎根理论和个案分析等方法ꎮ 核心研究发现如下:①工作任务情境对中学教师的手机操作素养和

信息素养的要求更高ꎬ对战略素养的要求更复杂ꎻ与日常生活情境相比ꎬ用户的手机操作素养和战略素养表现出

较大的差异ꎬ但信息素养差异不显著ꎮ ②中学教师在面对新的需要和任务情境时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素养失衡

状态ꎬ所采取的调节行为划分为六类:互助探索、独立探索、尝试探索、寻求帮助、被动学习和放弃ꎻ其中独立探索、

互助探索、尝试探索和寻求帮助属于主动调节行为ꎬ被动学习和放弃属于被动调节行为ꎬ满足现状和停滞不前属

于非调节行为ꎮ ③用户对手机素养失衡的调节行为主要受到情感特征、知识水平、社会支持三个因素的影响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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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ｗｓ ａ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ｄｏ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ｊｏｂｓ ｏｆ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 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ｔａｓｋ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ｏ ａｌｌ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ｎｅｗ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ｕｓ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 ｆｉｇｓ. ８ ｔａｂｓ. ２６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０　 引言

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ＩＣＴ)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

大众化普及ꎮ 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的统计数据

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达 ４１ 亿ꎬ占全球

人口总数的 ５３ ６％ [１] 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我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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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规模达 ９ ０４ 亿ꎬ互联网普及率为 ６４ ５％ꎬ使用

技能缺乏和文化程度限制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

要原因ꎬ在非网民中 ５１ ６％ 不懂电脑 / 网络技

能ꎬ１９ ５％受到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的限制[２] ꎮ
相比于电脑的操作技能ꎬ手机大大降低了互联

网接入的难度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我国手机上网

人 数 达 到 ８ ９７ 亿ꎬ 手 机 上 网 比 例 高 达

９９ ３％ [２] ꎮ 手机去专业化的特点破除了互联网

使用的技能门槛ꎬ用户只需要下载相应的 ＡＰＰ、
点击滑动就能满足需求ꎬ因而手机也被认为是

信息时代实现个人赋权的重要工具ꎮ
手机素养的差异在不同年龄和教育水平的

用户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ꎬ如农村居民和老年

人在接受和学习新鲜事物时较慢ꎬ不想用、不会

用、用不好手机ꎬ因而得到了更多公共政策支持

的机会ꎬ如农业农村部连续四年推广的“全国农

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ꎬ吉林省举办的产品购

销、涉农手机应用、防范手机网络诈骗能力的培

训ꎬ宁波市提出“‘科技等等老年人’不如让老年

人跟上时代”理念ꎬ开展“中老年人智能手机操

作技能普及工程”ꎮ 但这并不意味其他群体在

手机使用上没有问题ꎬ其中隐藏的技能不平等

同样值得研究ꎮ 本文聚焦中学教师群体ꎬ测量

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任务两种不同情境下的手

机素养及其差异ꎬ以期促进移动时代的数字

公平ꎮ

１　 文献综述

１ １　 手机素养

手机素养是移动时代对数字素养的拓展ꎬ
是手机使用实践的关键组成部分ꎮ 回顾文献可

以发现很多与之相近的概念ꎬ如信息素养、数字

素养、移动信息素养等ꎬ这些概念不可避免地存

在关联和重叠ꎬ如数字素养正在从计算机读写

能力向移动设备读写能力转变[３] ꎮ 对手机素养

的理解可分为技能、信息与认知三个角度ꎮ
从技能的角度来理解ꎬ手机素养是一系列

的技能ꎬ从基本的使用技能(接打电话、访问电

话簿等)到高级技能(熟练访问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地理定位等) [４] ꎮ 早期的移动素养研究

主要关注功能手机的基本操作能力ꎬ如收发短

信、打字输入等[５] ꎮ 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ꎬ与之

匹配的手机应用程序和服务更加多样化ꎬ基于

功能手机对手机素养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

需要ꎬ关于智能手机的探讨越来越多ꎮ 但技能

和使用两者含义的界限十分模糊ꎮ 一些研究者

不区分技能和使用ꎬ将使用或技能笼统定义为

手机基本技能、 手机拥有、 上网及使用等情

况[６ꎬ７] ꎻ另一些研究拓展了数字素养的内涵ꎬ指
使用手机处理信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ꎬ包括操

作技能和信息素养[８－１０] ꎬＤｉｊｋ 则将数字技能细

化为三个层次: 操作技能、 信息技能和战略

技能[１１] ꎮ
从信 息 的 角 度 来 理 解ꎬ 移 动 信 息 素 养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是信息素养在手机

端的拓展ꎬ指为了特定需求通过手机互联网有

效获取和评价信息的能力ꎬ即明确信息需求、定
位信息、搜寻信息、鉴别信息、表达信息、有效利

用信息等方面的综合能力[１２ꎬ１３] ꎮ 相关研究探讨

了信息素养和信息使用之间的关系ꎬ以及应该

为用户提供怎样的信息素养教育和服务ꎬ如老

年人的日常健康信息素养[１４ꎬ１５] 、移动设备使用

障碍[１６] 、ＡＰＰ 的使用[１７] 等ꎻ研究发现老年人普

遍缺乏手机信息素养ꎬ如难以理解如何使用复

杂的应用程序ꎬ缺乏基本互联网技能ꎬ缺乏获

取、搜索和共享信息的技能[１０] ꎮ
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ꎬ人们的信息活动与

活动发生的工具相关ꎬ应当以活动实践为基础

进行研究[１８] ꎬ将情境的概念引入到手机使用中ꎮ
研究表明ꎬ技能获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ꎬ一
些用户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会自愿“降级”ꎬ即面

对移动设备和应用程序的不断更新ꎬ他们选择

放弃最先进的设备或功能ꎮ 技术的快速发展意

味着用户需要不断学习ꎬ一方面手机的易用性

能促进这一学习过程ꎬ另一方面动机在其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ꎬ如果用户认为有必要、有用或有

兴趣提高这方面的能力ꎬ他们就会学习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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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２０２０

手机新功能ꎮ 在学习过程中ꎬ用户会依据自己

以前的学习经历运用不同的学习策略ꎮ 有些人

采用探索性的经验学习ꎬ将成功或失败的经验

纳入到已有的能力框架中ꎬ因而有时候没有办

法回答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ꎻ另一些人倾向

于通过知识的外部转移来学习ꎬ即以目标为导

向ꎬ查阅使用说明或向他人请教如何使用ꎬ根据

问题不同ꎬ用户会选择不同的社会关系寻求

帮助[６] ꎮ
三个角度的手机素养的侧重点不同:技能

角度的研究关注用户使用手机的方式ꎻ信息角

度的研究关注用户利用信息的能力ꎬ相比于操

作本身ꎬ信息内容是关注重点ꎻ认知角度的研究

从情境层面关注用户观念、动机、学习等ꎮ 三个

角度都是通过用户的使用来考察其素养ꎬ既有

重合也有差别ꎬ从操作到信息再到认知ꎬ手机素

养是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关系ꎬ笔者认为这三

种角度都应纳入到手机素养的涵义中ꎮ

１ ２　 日常生活情境和工作任务情境

已有研究在不同背景中讨论信息行为ꎬ如
教育、社区、工作场所等ꎻ与信息素养相关的研

究大多集中在学术和教育环境中ꎬ工作场所的

信息使用和行为也日益得到关注ꎮ 本文从“日

常生活情境”和“工作任务情境”两个方面回顾

手机素养的研究ꎮ
智能手机的易用性和便捷性使其成为当今

社会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ꎬ包括交流、购

物、交通、学习、查找信息等ꎬ甚至成为了一种生

活方式ꎮ 人们使用手机和接触信息的动机可能

由学习和获取知识的需要触发ꎬ有意识地使用

手机完成任务或解决任务过程中的问题ꎻ也可

能由娱乐或消磨时间的需要触发ꎬ通过手机应

用中各种形式(音频、视频、文字等)、各种内容

(音乐、游戏、电影、新闻、书籍等)的丰富资源来

参加娱乐和休闲活动[１０] ꎮ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ꎬ
“数字移民”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用途是通信、
社交以及其他娱乐活动ꎬ但他们也在逐步探索

新功能ꎬ以深入理解智能终端和互联网ꎬ进一步

促进自我发展[１９] ꎮ 这一情境下对手机的研究集

中在个人信息行为ꎬ如信息搜寻行为、信息采纳

行为、信息成瘾与信息依赖现象等ꎬ但对信息素

养和信息技能的关注较少ꎮ 移动应用程序是人

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信息来源ꎬ用户在学习使用

这些应用程序的过程中ꎬ手机素养不可避免地

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工作任务情境的信息素养研究主要集中在

四个方面:工作场所对 ＩＴ 技能的需求ꎬ从教育到

工作场所的信息素养和 ＩＴ 技能的转移ꎬ工作情

境中信息素养项目的发展ꎬ以及工作场所信息

的使用行为[２０ꎬ２１] ꎮ 相比于计算机软件ꎬ手机应

用更简洁、便携、容易分享ꎬ能够部分替代办公、
教育等领域的专业软件ꎬ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

直播、短视频等自媒体的创作ꎬ但国内外对手机

端的工作任务情境研究都比较少ꎮ
不同情境中手机使用和信息素养之间存在

相关关系ꎬ例如信息处理能力与移动互联网的商

业使用比娱乐性使用更密切相关ꎬ这里的信息处

理能力涵盖信息素养的各个方面[２２] ꎮ 手机的使

用技能多停留在社交和娱乐类的应用ꎬ如 ＱＱ、微
信、电子书、游戏等ꎬ用户很少使用互联网的商务

和学习功能ꎬ即使是信息素养普遍较高的大学

生ꎬ使用智能手机学习的效果也并不理想[２３－２５] ꎮ
如果用户长时间把媒介作为消遣和娱乐的工具ꎬ
却忽视自己的完善和发展ꎬ可能会导致信息贫富

的两极分化ꎬ对于信息弱势群体来说无法将信息

资源转换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ꎬ甚
至加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２６] ꎮ

目前与智能手机的素养与技能相关的研究

还较少ꎬ且集中在老年人或大学生等群体ꎬ多是

对用户如何使用手机的调查ꎬ重点是调研他们

的需求、使用、障碍及其影响因素ꎮ 尽管很多研

究都提出信息素养在移动世界的重要性ꎬ但鲜

有实证研究予以探究ꎮ 同时笔者也关注到日常

生活和工作任务两种情境下用户的使用行为有

明显的区别ꎬ这种使用上的差异是否与手机素

养有关也值得探讨ꎮ 因此ꎬ本文以智能手机应

用程序( ＡＰＰ) 作为研究场景ꎬ探讨中学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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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和工作任务两种不同情境下是否存在

手机素养上的差异ꎻ在两种情境之间转换时ꎬ如
何调节其素养失衡状态ꎬ调节行为的影响因素

有哪些ꎮ

２　 研究路径

本文在 Ｄｉｊｋ 关于数字技能的分类[１１] 基础

上重新定义手机素养的三个层次:操作素养指

用来操作手机、移动网络、应用程序的能力ꎻ信
息素养指利用手机搜索、选择和处理信息的能

力ꎻ战略素养指合理地使用手机有效获取和利

用各类信息资源实现特定目标ꎬ直至提升社会

地位的能力ꎮ
研究采用民族志结合日志访谈( ｄｉａｒｙ－ｉｎｔｅｒ￣

ｖｉｅｗ)的研究路径ꎬ主要通过深度访谈、跟踪记

录、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去了解用户的手机素养ꎮ
民族志方法从整体论的研究视角出发ꎬ以个案

研究的形式ꎬ收集现实情境中用户的真实资料ꎬ
深描社会群体现象ꎬ为理论研究提供经验和启

示ꎮ 手机使用是一种越来越个性化的个人行

为ꎬ相较于大规模的定量研究以推导具有普遍

意义的理论ꎬ对个案的深入观察和分析亦是不

可或缺的ꎬ可以通过深描揭示手机素养差异的

多重内涵ꎮ 日志访谈是一种系统地汇报一段短

时间内数据的方法ꎬ以促进对偶然事件的记忆ꎮ
研究者并不直接让受访者描述相关事件ꎬ而是

在第一次访谈后一段时间内(如一周)ꎬ按预先

安排的时间给每位受访者打电话ꎬ来询问他们

在上次访谈后发生了哪些事件ꎮ 研究者通过跟

进受访者的生活ꎬ捕捉其中偶然发生的事件ꎬ记
录日志将作为之后定性分析的重要资料ꎮ

本研究选择山西省某县城中学教师群体作

为研究对象ꎮ 首先该地区大多教师以传统课堂

教学方法为主ꎬ很少接触过互联网教育的相关

产品ꎬ但受疫情影响ꎬ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８ 日起该校开

始网上授课教学ꎬ笔者可以观察到他们第一次

学习用手机上课的过程ꎻ其次教师队伍中年龄

和性别分布均衡ꎬ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ꎬ学习

能力和学习意愿较强ꎬ可以完成实验任务并提

供丰富的访谈材料ꎻ最后ꎬ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表

现是其手机素养的真实反映ꎬ能通过定期的日

志访谈完整地记录下来ꎮ
考虑到个人问卷报告在客观真实反映用户

实际水平方面存在不足ꎬ本研究根据手机素养

的定义设置一系列的测量任务ꎬ从用户原有技

能水平出发ꎬ根据用户在面对不熟悉的手机应

用时的表现来检测用户的素养ꎮ 在新冠疫情期

间ꎬ教育类 ＡＰＰ 和娱乐类 ＡＰＰ 利用率走高ꎬ本
文选择“抖音短视频”ＡＰＰ 和“钉钉家校版” ＡＰＰ
作为测量对象ꎬ分别对应日常生活情境和工作

任务情境ꎮ 钉钉在疫情期间及时推出了针对线

上教学的“家校版”来满足学生和教师的需求ꎬ
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的移动增长榜上ꎬ钉钉连续 ２６ 天

稳居应用榜(免费)榜首ꎬ同时钉钉也是本研究

所选学校推荐使用的线上教育平台ꎮ 短视频综

合平台抖音月活跃用户人数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易观

千帆数据娱乐应用月度 ＴＯＰ 榜位居第三ꎬ第一

名和第二名分别是手机淘宝和爱奇艺ꎻ考虑到

抖音在本地的普及程度远不如手机淘宝和爱奇

艺ꎬ这更利于与钉钉进行对比ꎬ因此选择抖音作

为日常生活情境的代表ꎮ
本研究选择的学校是该县区内唯一的高

中ꎬ目前共有在编教师 ３２８ 人ꎬ其中男女教师比

例大致为 ２:３ꎬ班主任 ５８ 人ꎮ 语文、数学、英语

三门科目的教师各有 ４０—５０ 人ꎬ物理、化学、生
物、政治、历史、地理六门各有 １５—２０ 人ꎬ此外还

有信息技术、通用技术、音体美等科目的教师ꎬ
不进行网上授课的老师不列入研究范围ꎮ 笔者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该地

进行调查ꎬ根据教师的年龄、授课科目、是否是

班主任等条件进行抽样ꎬ以滚雪球的方式共招

募参与者 ２０ 名ꎮ 其中男女教师各 １０ 名ꎻ年龄范

围在 ２７—５８ 岁ꎬ３０ 岁以下 ４ 人ꎬ３０—３９ 岁 ６ 人ꎬ
４０—４９ 岁 ５ 人ꎬ５０—５９ 岁 ５ 人ꎻ所授科目涵盖高

中文理全九科ꎬ其中语文教师 ３ 人ꎬ数学教师 ４
人ꎬ英语教师 ３ 人ꎬ物理、化学、生物教师分别为

２ 人、１ 人、２ 人ꎬ政治、历史、地理教师分别为 １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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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１ 人、２ 人ꎬ此外还有 １ 名信息技术教师ꎬ是该

校信息化的主要负责人ꎬ需要使用钉钉对教师

进行培训ꎬ因而被纳入访谈范围ꎮ ２０ 名教师中

有 ７ 名班主任ꎬ其余为普通教师ꎬ学历均在本科

及以上ꎬ７ 名教师拥有硕士学历ꎮ 这些参与者之

前均采用传统课堂授课模式ꎬ在本次研究中是

第一次接触并持续使用网络授课 ＡＰＰꎮ 表 １ 展

示了每位参与者的基本情况ꎮ

表 １　 参与者基本情况

编号 年龄 性别 所授科目 是否为班主任 学历 抖音经历 钉钉经历

Ａ ５８ 男 数学 否 本科 短暂使用 首次

Ｂ ５６ 男 物理 否 本科 首次 首次

Ｃ ５３ 女 英语 是 本科 首次 首次

Ｄ ５１ 女 数学 否 本科 首次 首次

Ｅ ５０ 男 语文 是 本科 短暂使用 首次

Ｆ ４９ 女 数学 否 本科 首次 首次

Ｇ ４７ 男 物理 否 本科 首次 首次

Ｈ ４３ 女 生物 否 本科 短暂使用 首次

Ｉ ４２ 男 信息技术 否 本科 持续使用 首次

Ｊ ４１ 男 数学 是 本科 首次 首次

Ｋ ３８ 男 化学 是 硕士 首次 首次

Ｌ ３７ 男 生物 是 硕士 首次 首次

Ｍ ３５ 女 政治 否 硕士 持续使用 首次

Ｎ ３２ 男 地理 是 本科 短暂使用 首次

Ｏ ３１ 女 英语 否 本科 首次 首次

Ｐ ３０ 女 语文 否 本科 首次 首次

Ｑ ２９ 女 语文 否 硕士 首次 首次

Ｒ ２８ 女 历史 否 硕士 短暂使用 首次

Ｓ ２８ 男 地理 是 硕士 首次 首次

Ｔ ２７ 女 英语 否 硕士 持续使用 首次

　 　 研究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通过深度访谈了

解受访者现有的手机使用水平ꎬ包括使用计算

机和手机的经历ꎬ平时使用哪些 ＡＰＰꎬ有没有

遇到什么困难ꎬ对自己的手机素养进行估计

等ꎮ 记录用户使用智能手机 ＡＰＰ 的体验ꎬ其中

涵盖多种类型 ＡＰＰꎬ如通信类、游戏类、视频

类、信息流类、工作类等ꎻ一周后再次对受访者

进行访谈ꎬ记录受访者过去一周的手机使用经

历和感受ꎮ
两次访谈中均预设与抖音和钉钉两个 ＡＰＰ

相关的手机素养任务ꎬ观察并记录受访者如何

完成指定任务ꎬ当受访者遇到问题时不予帮助ꎬ
以保证访谈结果真实客观ꎬ并对所有访谈内容

的录音转录为文本后进行分析ꎮ 抖音和钉钉

ＡＰＰ 的测量任务如表 ２ 所示ꎬ测量项为笔者根

据体验设置ꎬ并经小范围的实验后确定ꎮ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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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手机素养测量任务

素养类型 目标 抖音任务 钉钉任务

操作素养

下载

注册登录

具体操作

其他

下载 ＡＰＰ

登录账号

切换账号

收藏并查看收藏视频列表

发给微信好友

观看直播

拍视频

关注别人

给博主发私信

找和做饭相关的视频

屏蔽某抖音博主

拍摄同款音乐视频

新建群

开启直播上课

发布作业并允许提交

利用投票收集信息

和学生连麦

将学生拉入 / 移除群

多群联合直播

将钉盘内容发送到微信

分享群直播回放

视频无法播放的处理 直播突然中断的处理

信息素养

存储信息 首页推荐机制是什么 钉钉有哪些监督学生听课情况的方法

搜索信息
搜索如何让更多的人在首页

看到自己的视频
搜索如何导出学生观看直播名单

分析信息 某热门视频有何吸引人之处 学生到课率低的原因

评价信息 判断搜索结果前 ３ 条信息的价值 判断搜索结果前 ３ 条信息的价值

应用信息
确定让更多的人在首页看到

自己视频的方法
完成导出学生观看直播名单的操作

战略素养

寻求帮助 遇到问题时如何解决

提供帮助 帮助他人完成上述任一任务

主动意愿 是否会主动使用

　 　 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 ３０—７０ 分钟之

间不等ꎬ访谈文本和观察记录作为主要数据来

源ꎮ 一方面将观察和访谈文本进行定量化处

理ꎬ检验不同任务情境下用户的手机素养是否

有差异ꎻ另一方面利用扎根理论对文本进行定

性分析编码ꎬ从文本中发现概念、抽取主范畴

及关系ꎬ并检验理论饱和度ꎬ探究差异存在的

原因ꎮ

３　 研究发现

３ １　 手机应用程序整体使用情况

在本研究的 ２０ 位参与者中ꎬ１３ 人家中有电

脑ꎬ仅有 ６ 人仍在使用ꎬ智能手机的拥有率和使

用率均为 １００％ꎬ很多电脑功能已经被智能手机

所代替ꎮ 受访者认为智能手机及其应用程序的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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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难度一般低于电脑对应功能的操作难度ꎬ
且更加方便ꎮ 智能手机点触式的操作方式简便

直观ꎬ对于年龄较大、接触手机电脑等 ＩＣＴ 设备

较晚的用户来说ꎬ不必专门学习ꎬ使用智能手机

所受的限制更小ꎮ
从应用(ＡＰＰ)类型来看ꎬ“平时使用最多的

ＡＰＰ”中提及最多的不是教育类相关应用ꎬ而是

如微信等社交类 ＡＰＰꎬ平均占总使用时长的一

半ꎻ购物类应用也被频繁提及ꎮ 此外部分女性

教师使用最多的是爱奇艺视频、腾讯视频等视

频 ＡＰＰꎻ年轻教师多会花固定的时间在和平精

英、王者荣耀、斗地主等游戏类 ＡＰＰ 和微博、豆
瓣、今日头条等资讯类 ＡＰＰ 上ꎬＱＱ 音乐、全民 Ｋ
歌等音乐类 ＡＰＰ 也颇受欢迎ꎮ 在受访者的手机

上也不乏工作类专业软件ꎬ如知心慧学、小猿搜

题、作业帮、有道翻译、丽升阅卷、七天阅卷、安
全教育平台、学习强国等ꎮ

从使用时长来看ꎬ很多参与者表示自疫情

开始无法出门ꎬ除了吃饭睡觉外的时间几乎都

花在手机上ꎮ 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９ 人)每天

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 １０ 小时ꎬ是非特殊时期的

两倍ꎮ 在生活情境中ꎬ手机娱乐的时间大幅增

加ꎬ有些受访者是在这个特殊时期才开始使用

一些新的手机功能ꎬ如斗地主、小说软件、菜谱

ＡＰＰ 等ꎬ摸索出了手机的其他用途ꎻ在工作情境

中ꎬ工作任务完全转移到线上进行ꎬ包括上课、
批改作业、考试、班会、谈心、家访等都需要手机

完成ꎮ 所有受访者都是第一次使用校方推荐的

钉钉 ＡＰＰ 进行授课ꎬ部分老师还同时使用知心

慧学、１０１ 网校等平台作为补充ꎮ
从使用难度来看ꎬ无论是哪种应用ꎬ受访者

都表示基本没有难度ꎮ 尽管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操作问题ꎬ如找不到按

钮、不清楚操作步骤等ꎬ但 ７５％的受访者认为

“只要有人告诉怎么做ꎬ这些问题很容易解

决” ꎮ 另外智能手机本身也有局限ꎬ受限于屏

幕大小ꎬ可能出现误操作的情况ꎬ比如不小心

退出或打开另一个页面ꎮ 用户在出现这样的

情况时容易产生烦躁情绪ꎬ阻碍后续操作ꎮ 利

用智能手机开展学习的时间成本比电脑端更

低ꎬ但出错率反而更高ꎮ

３ ２　 抖音与钉钉所需手机素养对比

３ ２ １　 手机操作素养

手机操作素养直接体现在会不会使用

ＡＰＰꎮ 虽然手机装有各种不同功能的 ＡＰＰꎬ但其

基本操作是相近的ꎬ例如下载、登录、切换账号、
退出等ꎬ用户在使用中基本能达到“一通百通”
的效果ꎮ 但仍有一些与任务情境无关的 ＡＰＰ 和

一般 ＡＰＰ 操作路径不太一致ꎬ反而让用户感到

迷惑ꎮ 本文受访者均认为微信和钉钉基本操作

相似ꎮ 在抖音和钉钉的测试中ꎬ除了 Ｂ、Ｅ 未能

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切换账号外ꎬ其余受访者均

独立完成了三项任务ꎬ同为首次接触各种应用ꎬ
年轻教师的完成速度更快ꎮ

就 ＡＰＰ 具体功能来讲ꎬ不同情境的手机操

作素养有较大的差别ꎮ 两次访谈均对抖音和钉

钉两个 ＡＰＰ 的操作技能进行测试ꎬ每个 ＡＰＰ 设

置了 １０ 个技能任务ꎬ每完成一项任务记 １ 分ꎬ共
１０ 分ꎮ ２０ 位受访者的手机操作素养得分情况如

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手机操作素养得分

ＡＰＰ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Ｍ Ｎ Ｏ Ｐ Ｑ Ｒ Ｓ Ｔ

一
抖音 ８ ６ ７ ８ ７ ６ ９ １０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７ ９ １０ ８ １０ １０ ９

钉钉 ６ １ ４ ３ １ ３ ７ ９ １０ ８ ９ １０ ７ １０ ７ ９ ８ ９ １０ ９

二
抖音 ９ ６ ８ ８ ９ 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８ ９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钉钉 ９ ５ ９ ７ ８ ８ ９ ９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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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一次和第二次访谈中抖音和钉钉的操

作素养得分进行相关样本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检

验ꎬ得到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手机操作素养得分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检验

原假设 Ｓｉｇ 结论

第一次抖音操作素养得分与第一次钉钉操作素养得分之间差异的中位数等于 ０ ０ ００６ 拒绝原假设

第二次抖音操作素养得分与第二次钉钉操作素养得分之间差异的中位数等于 ０ ０ ７８２ 保留原假设

第一次抖音操作素养得分与第二次抖音操作素养得分之间差异的中位数等于 ０ ０ ００９ 拒绝原假设

第一次钉钉操作素养得分与第二次钉钉操作素养得分之间差异的中位数等于 ０ ０ ００１ 拒绝原假设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检验结果表明ꎬ无论是抖音

还是钉钉ꎬ在两次测量之间操作素养得分均有

差异ꎮ 因为两次测量的项目是不变的ꎬ在第一

次测量后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自己解决了测试

中不懂的问题ꎬ因而在第二次测试中会表现更

好ꎮ 对钉钉来说ꎬ差异原因是第一次访谈时受

访者大多接触钉钉时间不长ꎬ还处于摸索中ꎬ而
一周后第二次访谈时受访者均已使用钉钉开始

授课ꎬ即使还没有使用过所有功能ꎬ对钉钉的熟

悉度和操作熟练度相较第一次都有了很大的提

高ꎮ 由此表明手机操作素养的习得是一个过

程ꎬ它不会凭空产生ꎬ而需要在使用中逐步学

习ꎬ每个人对不同 ＡＰＰ 的习得速度也不尽相同ꎮ
另外ꎬ在两次测量中ꎬ仅第一次抖音和钉钉

的操作素养得分之间有显著的差异ꎬ第二次则

没有显著差异ꎮ 第一次测试时抖音操作素养得

分平均分(８ ６０)高于第一次钉钉操作素养得分

平均分(７ ００)ꎬ而第二次抖音操作素养得分平

均分(９ １５)与第二次钉钉操作素养得分平均分

(９ １０)接近ꎮ 经过一周的探索ꎬ钉钉和抖音操

作素养的平均得分已经很接近ꎬ表明尽管受访

者一开始对钉钉远不如抖音熟悉ꎬ但操作技能

的难度不是很大ꎬ用户可以通过摸索和学习掌

握两种 ＡＰＰ 的大部分操作ꎮ
由抖音和钉钉的操作素养对比可以发现ꎬ

无论是日常生活情境还是工作任务情境ꎬ对用

户的基本操作素养要求都不高ꎬ用户基本能在

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常用功能ꎬ不同之处在于两

种情境下的任务要求不同ꎮ 日常生活情境的

ＡＰＰ 会将最核心、最有吸引力的功能作为主要

内容ꎬ用户会使用常用功能就能满足娱乐需求ꎻ
而工作任务情境则对用户提出了多种任务要

求ꎬ例如班主任除了要使用钉钉群直播、家校本

外ꎬ还要使用投票、问卷、视频会议等功能ꎬ这些

任务的数量和难度远高于日常生活情境ꎮ 同

时ꎬ由于功能众多ꎬ通常工作类 ＡＰＰ 的点击路径

更长ꎬ操作更为繁琐ꎮ 因此ꎬ工作任务情境比日

常生活情境所需的操作素养更高ꎮ
３ ２ ２　 手机信息素养

手机信息素养体现在是否能正确使用 ＡＰＰ
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ꎮ ＡＰＰ 中的海量信息需

要用户拥有明辨真伪、适度接受和利用的能力ꎮ
面对使用 ＡＰＰ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ꎬ用户需要具

备搜索、筛选、评价和整合信息以解决问题的能

力ꎮ 本研究对两个 ＡＰＰ 所需的手机信息素养进

行测量ꎬ分别设置了 ５ 个开放式测量任务(见表

２)ꎬ根据其回答的完整性、丰富性、逻辑性和可

行性进行打分ꎬ最低 １ 分ꎬ最高 ５ 分ꎮ ２０ 位受访

者的手机信息素养得分情况如表 ５ 所示ꎮ
对第一次和第二次访谈中抖音和钉钉的信

息素养得分进行相关样本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检

验ꎬ得到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从受访者抖音和钉钉的信息素养得分来

看ꎬ两次访谈中受访者的手机信息素养在两种

ＡＰＰ 中并无显著差异ꎬ尽管第二次访谈的信息

素养平均得分略高于第一次 ( 第一次抖音

２０ ３０ꎬ第二次抖音 ２０ ４０ꎻ第一次钉钉 ２０ １５ꎬ第
二次钉钉 ２０ ２０)ꎬ但差异并不显著ꎬ推测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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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手机信息素养得分

ＡＰＰ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Ｍ Ｎ Ｏ Ｐ Ｑ Ｒ Ｓ Ｔ

一
抖音 １９ １０ １８ ９ ２０ １７ ２０ ２０ ２４ ２２ ２５ ２２ ２３ ２５ １８ ２１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２

钉钉 １９ １０ １８ ９ １９ １７ ２０ １９ ２４ ２１ ２５ ２２ ２３ ２５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２ ２５ ２２

二
抖音 １９ １０ １８ １０ ２０ １７ ２０ ２０ ２４ ２２ ２５ ２２ ２３ ２５ １９ ２１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２

钉钉 １９ １０ １８ １０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９ ２４ ２２ ２５ ２２ ２２ ２５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１

表 ６　 手机信息素养得分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检验

原假设 Ｓｉｇ 结论

第一次抖音信息素养得分与第一次钉钉信息素养得分之间差异的中位数等于 ０ ０ １８０ 保留原假设

第二次抖音信息素养得分与第二次钉钉信息素养得分之间差异的中位数等于 ０ ０ １０２ 保留原假设

第一次抖音信息素养得分与第二次抖音信息素养得分之间差异的中位数等于 ０ ０ １５７ 保留原假设

第一次钉钉信息素养得分与第二次钉钉信息素养得分之间差异的中位数等于 ０ ０ ６５５ 保留原假设

能是有了第一次访谈的基础ꎬ但影响可以忽略

不计ꎮ 这表明手机信息素养是一种“通用”的素

养ꎬ与手机信息相关的使用既是信息素养的来

源ꎬ也是信息素养的表现ꎬ习得需要漫长的过

程ꎮ 手机信息素养得分高的受访者多是平时经

常搜索信息的资深网络用户ꎬ对网络信息非常

熟悉且有自己的判断ꎬ在接触钉钉时也比其他

受访者更易上手ꎬ手机操作素养也相应较高ꎮ
相反手机信息素养低的用户在面对大量信息时

表现出无所适从、茫然、困惑ꎬ也影响了他们的

使用水平ꎮ
由抖音和钉钉的信息素养对比可以发现ꎬ

用户在工作任务情境和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信息

素养表现相近ꎬ但工作任务情境对用户的信息

储备量和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更高ꎬ用户需要

高效地搜索、整合和处理工作流程中的信息ꎬ而
日常生活情境对用户的信息辨别能力要求更

高ꎬ如资讯类 ＡＰＰ 有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需要

有效辨识ꎮ 用户在工作任务情境中也需提高信

息辨别能力和防诈骗意识ꎬ因此工作任务情境

比日常生活情境所需的信息素养要求更高ꎮ
３ ２ ３　 手机战略素养

手机战略素养直接决定能否用好一个

ＡＰＰꎬ其本质是手机在个人发展中的角色定位ꎬ
具体表现在明确的目标维度和合理有效的手段

维度ꎮ 两次访谈均询问受访者对于日常生活情

境(抖音)和工作任务情境(钉钉) 下的使用目

的、使用意愿和困难解决方式ꎮ １９ 位受访者认

为智能手机是通信工具ꎬ１６ 位受访者将手机作

为娱乐工具ꎬ仅有 ５ 位受访者会将手机用于教学

工作中(非工作联络)ꎮ
战略素养中的目标维度可通过受访者使用

抖音和钉钉的目的来测量ꎮ 受访者提到使用抖

音的目的包括“打发时间” “好玩” “有意思的视

频”“学做菜”等ꎻ除了 ４ 位对抖音表示非常不感

兴趣的受访者外ꎬ大多数受访者对抖音持积极

正面的态度ꎮ 受访者对使用钉钉的目的基本一

致ꎬ类似“为了工作” “必须使用”的表述出现在

每个访谈中ꎻ第一次访谈中ꎬ７ 位受访者对钉钉

的态度比较负面ꎬ“麻烦” “不想弄” “心烦” “折

腾”等ꎻ在一周的使用结束后ꎬ６ 位受访者的态度

有所转变ꎬ肯定钉钉作为疫情期间特殊教学工

具的作用ꎬ评价其“有用” “好用” “方便” “疫情

结束也可以接着用”等ꎮ
战略素养中的手段维度可通过使用意愿和

困难解决方式两个方面来测量ꎮ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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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受访者对抖音和钉钉的主动使用意

愿在两种情境下有着显著的差异ꎮ 抖音的主动

使用意愿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一周之后ꎬ积极

情绪的受访者更加主动地继续使用ꎬ而不感兴

趣的受访者直接放弃ꎮ 受访者对钉钉的使用意

愿受到校方强制使用的影响ꎬ从被动转为主动ꎬ
且没有出现停止使用的现象ꎻ使用强度存在差

异ꎬ好感度高的用户主动使用且强度更高ꎬ学会

的操作技能也更多ꎮ
第二ꎬ受访者在使用抖音和钉钉过程中遇

到困难时的解决(应对)方式分为三种:探索型、
求助型和放弃型ꎮ ①日常生活情境下的解决方

式以探索为主ꎮ 大多数受访者在使用抖音中很

少遇到问题ꎬ即使遇到也是探索ꎬ特别必要时采

用求助方式ꎬ或在无意识中放弃ꎮ ②工作任务

情境下解决方式包含所有三种类型ꎮ 受访者在

探索钉钉过程中遇到困难会采用求助方式ꎬ求
助对象多为同事、家人和网络ꎬ求助和互助的次

数比日常生活情境更多ꎻ放弃解决问题的比例

同样很高ꎮ 在首次手机操作素养测试中ꎬ受访

者有很多不知道的技能ꎻ但在一周后第二次测

试中ꎬ仍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没有掌握这些技

能ꎬ放弃的原因有“觉得用不到就不会去学” “即

使现在学会ꎬ长时间不用也会忘记”ꎮ
由两种情境下的战略素养对比可以发现ꎬ

受访者对手机娱乐功能的初始积极态度更容易

持续ꎬ初始消极态度没有变化ꎬ因为日常生活情

境缺乏战略素养中明确的使用目的ꎬ尤其是提

升社会地位的目的ꎮ 受访者对手机工作功能的

初始消极态度因特定工作情境下明确的使用目

的而变得积极ꎬ对工作功能的初始积极态度则

在战略素养作用下得到延续ꎬ只有受访者 Ｂ 因

接近退休对手机工作功能的初始消极态度没有

变化ꎮ 在解决问题时ꎬ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受访

者以探索为主ꎻ而工作任务情境以求助为主ꎮ
这种差异源于两种情境对操作素养和信息素养

的要求不同ꎮ 工作任务情境更需要用户有实现

明确目标的决心和采纳合适且有效手段的能

力ꎬ因此工作任务情境比日常生活情境所需的

战略素养更复杂ꎮ

３ ３　 不同情境下手机素养差异原因探究

尽管受访者大都认为手机应用程序不需要

操作技能ꎬ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任务两种不同

情境下ꎬ手机素养存在上述差异ꎬ本文通过扎根

理论来探究该现象的影响因素ꎮ
３ ３ １　 编码结果

基于 ２０ 名受访者的访谈文本ꎬ随机选择其

中 ２ / ３ 的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分析ꎬ另外 １ / ３ 用作

理论饱和度检验ꎮ 编码过程共提取了 ２８ 个关于

应用程序使用水平描述和原因的初始概念ꎬ并
进一步抽象为 １６ 个范畴ꎬ６ 个主范畴ꎮ 分析结

果没有脱离已有的重要范畴和关系ꎬ可认为该

理论饱和度较好ꎮ 编码过程涉及大量语句ꎬ限
于篇幅不再赘述ꎬ主范畴及其对应的附属范畴、
内涵及部分初始概念如表 ７ 所示ꎮ

在编码基础上挖掘故事线为:在需要的刺

激下ꎬ用户面临手机素养失衡的状态ꎬ情感特征

和知识水平是影响用户调节行为的内在动因ꎻ
社会支持是外部影响因素ꎮ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

如表 ８ 所示ꎮ
３ ３ ２　 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模型

本文构建的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模型如

图 １ 所示ꎮ 前文观察到的手机素养失衡源于在

日常生活和工作任务两种情境之间转换过程

中ꎬ原有的素养不适应新情境的要求ꎬ从而产生

的不匹配状态ꎬ这一过程也可被理解为情境转

换背后用户需求的变化而引发的手机素养失衡

状态ꎮ 不匹配的结果表现在:用户在习惯情境

下操作素养、信息素养和战略素养的存量与比

例关系相对固定ꎬ但在新情境中ꎬ过去的素养无

法有效支撑新的特定任务ꎮ 日常生活情境需要

用户具备操作手机特定应用程序核心功能的能

力、信息评价(含辨识)能力和探索行为能力ꎬ对
三类典型的素养有更高的要求ꎻ生活情境中手

机使用行为的发生常常是因用户的日常习惯而

非特定目标ꎬ因此战略素养在其中的价值明显

小于出于特定目标的工作任务情境ꎮ 在用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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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扎根理论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 范畴内涵 初始概念

情感特征

喜好
在手机上进行娱乐活动和工作所带来的愉悦

感、便利感的偏好
娱乐性、易用性、有用性

障碍 在采纳、使用应用程序时客观上的困难和限制 身体限制、网络障碍

信心 在采纳、使用应用程序时主观上对成功的信念 学习信心

知识水平

流程逻辑 应用程序各功能的操作流程的设计逻辑 发布作业流程

ＩＣＴ 基础
计算机、智能手机等 ＩＣＴ 设备的基础功能的操

作与知识
文件存储位置

其他知识 使用过程中的其他相关知识 互动技巧

社会支持

社会关系 家人、朋友、同事等社会网络提供的支持 家庭成员帮助、同事帮助

网络求助 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或发布求助信息以获得帮助 网络搜索、网络社群

专业指导 来自有关专业人员或官方使用指南的专业指导 系统使用帮助、专业人员帮助

手机素养

失衡

操作素养失衡
用户的手机操作素养随情境的变化而出现的不

足状态

应用程序改变、任务改变、操
作难度改变

信息素养失衡
用户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随情境变化出现的信息

能力不足状态

信息来源改变、信息量改变、
信息传播路径改变

战略素养失衡
用户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随情境变化出现的目标

与手段的不协调状态

工作方式改变、手机习惯改

变、学习方式改变

需要
外部刺激 影响用户需要的外部环境强加的或温和的刺激 强制使用、周围普及

内部动机 用户自发产生的对应用程序及其功能的需要 自愿使用

素养失衡

调节行为

主动调节行为 用户主动地调节素养失衡状态的行为 探索、求助

被动调节行为 用户被动地适应素养失衡状态的行为 被动学习、放弃

表 ８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

典型关系 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社会支持→素养失衡调节行为 因果关系
来自社会、人际、系统等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等外部因素

影响用户素养失衡调节行为

情感特征→素养失衡调节行为 因果关系 用户在素养失衡状态时受到情感层面内部因素的影响

知识水平→素养失衡调节行为 因果关系 用户在素养失衡状态时受到认知层面内部因素的影响

需要→素养失衡→素养失衡调节

行为
前因关系

需要会直接导致用户的素养失衡ꎬ进而催生了用户的素

养失衡调节行为

对不习惯的新情境如工作情境中ꎬ工作任务需

要其具备操作手机各种应用程序的能力ꎬ具备

能够高效地搜索、整合和处理工作流程中的信

息并分析信息的能力ꎬ需要用户利用积极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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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理论模型

态度进行求助和探索ꎬ从而完成特定工作目标ꎬ
工作情境对战略素养的要求更加复杂ꎮ

当原有情境下形成的手机素养不能满足新

情境中工作或生活的需要ꎬ这种失衡状态必然

需要调节行为ꎮ 调研发现ꎬ手机素养失衡调节

行为明显受到情感特征、社会支持和知识水平

三个因素的影响ꎮ 源于积极情感的求助和探索

行为ꎬ源于消极情感的被动学习、满足现状、停
滞不前甚至放弃行为ꎬ都影响着用户手机素养

的习得状况和组配方式在新旧情境转换前后的

不平衡状态ꎬ直至达到相对稳定的平衡点ꎮ 无

论是新的日常生活情境还是新的工作任务情

境ꎬ更新情境的出现都会再次打破用户的手机

素养平衡ꎬ发生新一轮的失衡调节行为ꎬ并依次

循环ꎮ
(１)需求变化刺激下的手机素养失衡及调

节行为

在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ꎬ受到来自内部或

外部的需求刺激ꎬ用户产生了新的使用需求ꎬ原
有的手机素养与新手机素养需求之间存在一定

差距ꎬ最直观可以测量到的是用户的手机操作

素养ꎮ 面对新需求ꎬ用户产生了素养不匹配甚

至在某种情境下素养失衡的状态ꎮ 这种不平衡

的状态不会存在很久ꎬ用户会采取一定的调节

行为来保持素养与需求的平衡ꎬ在使用和学习

的过程中获得新的手机素养ꎮ 正是在这种“失

衡—调节—平衡”的循环过程中ꎬ用户更加融入

手机数字世界ꎮ
不同用户的失衡状态表现不尽相同ꎮ 一些

用户出现了时间或长或短的不适应状态ꎬ如在

操作中不顺畅、无从下手ꎬ以至于出现茫然、焦
虑、担忧、烦躁、闷气等情绪ꎮ 特别是在工作任

务和日常生活两种情境转换时ꎬ习惯于用手机

娱乐而不是工作的用户ꎬ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和

准备ꎬ在外界突然要求使用手机工作时表现出

的素养失衡最为明显ꎮ 用户必须采取调节行为

以提升自己的手机素养或降低工作任务难度ꎬ
来达到新的平衡ꎮ

“让我们用钉钉我真是头疼ꎬ把我难住了ꎬ
下载钉钉就费半天劲ꎮ 网上直播讲课ꎬ看不见

学生我就不会讲了ꎬ担心学生看不到板书、听不

见讲课ꎮ 经过三五天摸索才稍微熟练一点儿ꎬ
但也没办法和学生互动ꎮ 平时自己对手机上其

他功能使用也不多ꎬ主要是不感兴趣ꎬ导致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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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ꎮ 最后还是给班主任打了个电话ꎬ他才

告诉我怎么弄ꎮ 这下赶鸭子上架ꎬ不得不开始

用ꎬ但其实我压根儿不想用ꎬ就勉强完成任务

吧ꎮ”(Ｂ)
有些用户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负面反应ꎬ但

也能看到他们采取了积极的调节策略ꎬ帮助自

己尽快度过失衡期ꎬ如主动学习、搜寻信息、讨
论交流ꎬ在调节过程中还能有余力帮助其他

用户ꎮ
“没开始上网课的时候学校有老师就问我

哪个平台能上网课ꎬ我特意查了查ꎬ最早是

太原有个学校开始用钉钉ꎬ后来我也都上手试

了试ꎮ 用之前我以为会很麻烦ꎬ还专门去看了

使用帮助ꎬ每个功能怎么用我都学了ꎮ 不过后

来正式用起来也就只用群直播、家校本那几个

功能ꎬ几乎没有遇到困难ꎮ 一开始还有年龄大

一点儿的老师来问怎么用ꎬ后来慢慢地大家都

熟练了ꎮ”(Ｒ)
(２)社会支持对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的

影响

第一ꎬ强关系对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的

影响

强关系是在同质性较强、经常联络的社群

中可以相互获得支持和帮助的节点间的连接ꎬ
常用来相互提供精神层面的社会支持ꎬ如家庭

成员、亲戚、好友、同事ꎮ 社会支持来源最多的

是人际社会关系ꎬ特别是家庭亲子关系ꎬ成年孩

子能在智能手机使用上给予父母很多帮助ꎬ父
母也愿意向子女求助ꎮ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际关

系是关系亲近的同事ꎬ比如同一个班的授课老

师ꎬ或同一个学科教研组的同事ꎬ班主任和手机

素养高的同事起到了主要的支持作用ꎮ 强关系

提供的社会支持具有应答速度快、情感联结强

的特点ꎬ用户更愿意采取主动调节的策略ꎬ直接

向他人求助或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后再向他人寻

求帮助ꎮ
“这次多亏我儿子在家ꎬ和我一起鼓捣这

些ꎮ 我是我们班第一个开直播的ꎬ我们班老师

们还都进来听ꎮ 其实就是打开群直播ꎬ我儿子

帮我架了个支架ꎮ 老师们来直播间一看ꎬ原来

是这么回事ꎬ回去立马就能开直播课了ꎮ 我儿

子也给我出主意ꎮ 后来我嫌在纸上不方便了ꎬ
我儿子还给我在电脑上下了个几何画板ꎬ我就

能在电脑上画图了ꎮ 我瞧里面还有投票、问卷

啥的ꎬ但是我也用不着ꎬ班主任弄好了给我们截

图ꎮ 要是有问题了就问我儿子ꎮ”(Ｇ)
“有一次课件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上传不

了ꎬ我有点儿着急ꎬ就在群里问了我们教信息技

术的老师ꎬ他就说是钉钉整个都崩了ꎬ让我等会

儿再试ꎬ过了一会儿果然就好了ꎮ 他要不说我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ꎮ”(Ａ)
第二ꎬ弱关系对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的

影响

弱关系是指连接若干个异质性较强的社群

之间的节点关系ꎬ可以相互提供新信息、工具等

的支持ꎬ如一个位于社群之外但与本社群某个

节点有连接的节点ꎮ 本研究中被提及的第一类

弱关系是专业服务人员ꎮ 本应得到信赖的手机

ＡＰＰ 系统服务和专业人员反而常被样本群体忽

略ꎬ用户很少会特意去看使用帮助ꎬ对学校的培

训也不在意ꎬ很多用户看到新应用一开始出现

的使用引导甚至会直接跳过ꎬ这也从侧面反映

了用户认为智能手机的操作是不需要专门学

习的ꎮ
“学校的(钉钉)培训不知道一共有几次ꎬ我

只去过第一次ꎬ因为是学校要求所有班主任都

必须参加的ꎬ是钉钉那边派的人讲的ꎬ好几个学

校的老师一起听ꎮ 但是我也没仔细听ꎬ左耳朵

进右耳朵出的ꎬ退出来就全忘了ꎮ 我是特别想

学会ꎬ特别想用好ꎬ但就是学不会ꎬ听培训也没

用ꎬ两个小时太长了ꎬ也不知道是记性不好还是

脑子就是不够用了ꎮ 我一般不看帮助ꎬ一个是

找不到帮助在哪儿ꎬ再一个是字太多ꎬ看得费

劲ꎮ”(Ｃ)
第二类弱关系是网络上提供回答和帮助的

社群ꎮ 年轻用户更喜欢通过网络社群和搜索引

擎寻求社会支持ꎬ“有问题就上网搜ꎬ网上什么

都有”是其惯性思维ꎮ 除了传统的百度等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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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ꎬ微博、豆瓣、知乎等网络兴趣社群也是获

得帮助的重要途径ꎮ 用户可以根据关键词进行

站内搜索ꎬ或直接发布提问等待其他人解答ꎮ
“平时除了工作生活就是追星嘛打榜

什么的特别复杂ꎬ之前有打过一个 ＱＱ 音乐榜

单ꎬ我经常找不到那个榜单怎么才能进去ꎬ积分

直接花钱买很简单ꎬ其他任务都巨复杂ꎮ 比如

听歌送票ꎬ不知道为啥总是拿不到票ꎻ还有人充

绿钻充错页面的ꎬ也没有积分ꎮ 所以我觉得追

星真的不比工作简单ꎮ 还好后援会、站子一般

会出教程ꎬ说是保姆级别的、一看就懂的那种ꎬ
我才能勉强跟上ꎮ 也有很多粉丝会科普ꎬ还会

做很详细的步骤图ꎮ 有时候还不懂的就去微博

超话里问ꎬ很多一样追星的小姐妹很快就会来

回答的ꎮ”(Ｔ)
弱关系提供的社会支持具有覆盖范围广、

异质性强的特点ꎬ能够解答在强关系网络中无

法回答的问题ꎬ但需要用户具备一定的信息素

养ꎬ能够完成信息搜索、信息处理等操作ꎬ否则

弱关系下的社会支持对用户失衡状态的调节影

响微乎其微ꎮ
(３)情感特征对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的

影响

情感特征是用户在面对智能手机使用时的

内心状态ꎬ可粗略地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ꎬ积极

可以细分为愉悦、期待、自信等ꎬ消极可以细分

为无聊、挫败、烦躁、生气等ꎮ 年龄较大的用户

通常有畏难的情绪ꎬ特别是在多次尝试失败后

容易对使用智能手机感到不自信ꎬ认为自己“学

不会”、也“记不住”ꎮ 但情感特征不是固定不变

的ꎬ在帮助和鼓励下ꎬ情绪消极的用户也能逐步

克服困难、树立信心ꎮ
“还是有挺多功能不会的ꎬ瞧着班主任给发

的那些投票、填表ꎬ我也想知道怎么弄ꎬ但是不

会ꎬ就是懒ꎬ年龄大了ꎬ其实年龄也不是根本问

题ꎬ主要就是思想懒惰ꎬ嫌麻烦ꎮ 我工作效率确

实不高ꎬ接受能力比较差ꎮ 我女儿天天跟我说

很简单的ꎬ我让她给我做个表吧ꎬ她就不给做ꎬ
说让我学ꎮ 我当然想她直接帮我做好ꎬ但是她

不做ꎬ确实现在会的稍微多一点了ꎮ”(Ｆ)
年轻用户也无法做到一直保持着积极心

态ꎬ也会有心烦意乱想放弃的时候ꎮ 个人情绪

变动极大ꎬ且会直接影响用户的素养失衡调节

行为ꎮ 当用户拥有积极的情感时ꎬ更容易出现

学习、探索等主动调节行为ꎻ而处于消极情感

下ꎬ用户更容易放弃手机相应功能的使用ꎮ 工

作任务的强制性和功利性迫使用户在消极情感

下必须掌握一定的基础操作ꎬ但除此之外的其

他功能ꎬ用户可以选择放弃ꎬ例如相比于班主

任ꎬ普通老师不必承担班级管理工作ꎬ因此也不

会主动学习和使用相关功能ꎮ
“我懒得去看ꎬ没意思ꎬ基本上用不到的功

能我也不去看ꎮ 有人会就行了ꎬ我们普通老师

不用ꎮ”(Ｄ)
“我喜欢看小说ꎬ之前用过一个小说软件ꎬ

因为它是免费的ꎬ朋友给我推荐我才下的ꎬ结果

广告贼多ꎬ看着看着一不小心就点开了ꎬ半天都

关不掉ꎬ一直跳转ꎬ关了淘宝ꎬ支付宝又打开了ꎬ
关了支付宝ꎬ京东又跳出来了ꎮ 我要气死了ꎬ直
接就卸载了ꎮ 过了好久我朋友说可以设置的ꎬ
那样就不会影响阅读ꎮ 但是我真的很气ꎬ再也

不想用了ꎬ直接放弃ꎮ”(Ｋ)
(４)知识水平对素养失衡调节行为的影响

知识水平不仅包括手机的操作和原理即手

机操作素养ꎬ也包括与任务内容相关的知识ꎮ 对

用户来说ꎬ手机的操作本身并不困难ꎬ按照指导

一步步完成基本都能做到ꎬ真正困难的是理解

“为什么这么操作”ꎮ 当用户不明白如何高效操

作及其背后的原理时ꎬ其工作效率和热情将大打

折扣ꎬ任务严重拖延且质量不高ꎮ 知识水平的高

低直接决定用户能否独立完成探索ꎬ知识水平高

的用户会更多地采取探索式的主动调节行为ꎮ
以受访者 Ｅ 为例ꎬ他在手机使用场景转换

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素养失衡状态ꎮ 在娱乐方

面 Ｅ 最常用的是某短视频 ＡＰＰ 和新闻资讯

ＡＰＰꎬ已经使用了近两年的时间ꎬ目前还没有遇

到过问题ꎬ或者说遇到的小问题都可以自己摸

索解决ꎮ 他表示 “(这种 ＡＰＰ ) 只要有手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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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ꎬ该方面的知识水平足以支撑他的探索行

为ꎮ 另外 Ｅ 除了直播上课ꎬ身为班主任的他需

要使用智能手机完成统计学生信息、发布考试

试题、开班会等工作任务ꎮ 在计算机方面ꎬＥ 能

够使用最基本的 ｏｆｆｉｃｅ 功能ꎬ但像 ＰＰＴ 动画等更

复杂的任务对他来说很难完成ꎬ计算机工作水

平一般ꎬ而在手机工作方面甚至存在更多困难ꎮ
“怎么能让每个人每天都上传体温ꎬ不要都

在群里发单独的 Ｅｘｃｅｌ? 怎么能编辑微信里的文

件? 怎么能把 ＰＤＦ 格式的试题和答案分开? 怎

么能把微信文件发到钉钉群里?”(Ｅ)
在笔者告诉他具体的操作步骤后ꎬＥ 很快就

能掌握ꎮ 这些问题看起来是操作问题ꎬ但背后

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ꎮ 笔者需要向 Ｅ 解释ꎬ共
享文档如果不拷贝副本直接修改会覆盖掉以前

的内容ꎬＰＤＦ 和 Ｗｏｒｄ 是两种不同的格式ꎬＰＤＦ
无法直接编辑ꎬ等等ꎬ否则用户在不理解的情况

下很容易忘记正确的操作步骤ꎬ甚至放弃使用ꎮ
３ ３ ３　 不同情境下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的

动态变化

根据扎根理论归纳出的三个影响因素:情
感特征、知识水平、社会支持ꎬ笔者将用户手机

素养失衡调节行为划分在三个维度的八个象限

里(见图 ２)ꎮ 这八种素养失衡调节行为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ꎬ而是随着用户的使用和学习需要

处在动态的变化中ꎮ

图 ２　 手机素养失衡调节行为的分类

　 　 当用户拥有积极的情感特征时ꎬ他有强烈

的满足需求的欲望ꎬ知识水平较高的用户会优

先采取探索的策略ꎬ相比之下知识水平低的用

户探索少一些ꎬ他们会很快遇到各类问题ꎬ就终

止探索ꎮ 另一个维度社会支持代表用户能从外

界获得帮助的程度ꎬ社会支持高的用户倾向于

向他人、网络、手册等寻找帮助ꎬ互助意愿高ꎬ但

社会支持低的用户很少和他人共同完成任务ꎬ
不愿意承认自己遇到了麻烦ꎬ这时用户的情感

特征很容易转向消极ꎮ
当用户陷入消极情感特征时ꎬ使用的策略

也偏向保守ꎬ他们不再渴望解决问题ꎬ而是希望

迅速结束操作ꎬ放弃解决问题ꎬ原有素养与需求

之间仍旧保持平衡ꎮ 如果用户的知识水平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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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少会在完成基本需求时遇到无法解决的

困难ꎬ既然完成基础任务就足够了ꎬ使用策略会

偏向满足现状ꎬ社会支持低时还会出现短暂放

弃或停止使用的情况ꎮ 当消极情感用户的知识

水平低但社会支持高时ꎬ也就是外界提供了大

量用户不想接受的帮助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被

动学习他们的问题可以得以解决ꎬ但完成效果

比不上积极策略的结果ꎮ 最糟糕的情况是用户

的知识水平、社会支持都很低ꎬ用户无法通过探

索或求助任何一种方法满足需求ꎬ而不得不放

弃ꎬ这种情况常发生在年龄较大、脾气急躁、手
机素养低的用户身上ꎮ

在不同情境下ꎬ用户的情感特征、知识水平

和社会支持都有所差异ꎮ
第一ꎬ情感特征与知识水平的差异ꎮ 相比

于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具体活动ꎬ智能手机上的

工作任务是具体的、必须完成的、可替代性低

的ꎬ用户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倦怠、烦闷等消

极的情感特征ꎻ同时由于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软

件功能比较复杂ꎬ对用户的知识水平提出了较

高要求ꎬ用户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ꎬ当自

身的知识水平达不到时ꎬ往往陷入被动甚至放

弃ꎮ 在与之相反的生活情境中ꎬ用户大多拥有

积极的情感特征ꎬ表现为“开心” “有意思” “愿

意花时间探索”ꎬ娱乐功能对用户也十分友好ꎬ
不仅对用户的知识水平要求不高ꎬ而且有很多

符合用户心理的使用引导和提示ꎬ无论用户的

知识水平高低ꎬ几乎都能通过探索或求助满足

自己的需求ꎬ如果实在无法解决ꎬ放弃或转向替

代品的代价也很小ꎮ
第二ꎬ社会支持的差异ꎮ 无论是日常生活

还是工作任务情境ꎬ社会支持都至关重要ꎮ 人

们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和技能ꎬ因此ꎬ在外界

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ꎮ 在日

常生活情境中用户的情感特征以及处理方式都

比较积极ꎬ但在工作任务情境中如果获得的社

会支持不够ꎬ用户很容易陷入“停滞”当中甚至

被迫“放弃”ꎬ这给工作带来巨大的不便ꎮ 受访

者 Ｉ 为该校信息技术教师ꎬ他表示ꎬ尽管钉钉和

学校都安排了对教师使用钉钉的培训ꎬ但参与

者仍然不多ꎬ其中很大部分参加培训的老师也

只是“挂”在手机上ꎬ并没有认真去聆听和学习ꎬ
而在之后的实际使用中又遇到了困难ꎮ 集中培

训的内容多是常用工具和基础功能ꎬ但教师用

户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ꎬ手
机型号、系统类型也有差异ꎬ因此有针对性的社

会支持显得更为重要ꎮ

４　 结语

面对数字时代的转型ꎬ教师等职业群体的

传统工作方式和信息素养已经不能满足需求ꎬ
积极探索新技术应用的用户往往在工作中更得

心应手、事半功倍ꎮ 本文通过访谈和扎根理论

分析ꎬ以不同情境下智能手机应用为切入点ꎬ探
究中学教师手机素养的失衡状态及其调节行为

和影响因素ꎮ 核心研究发现如下ꎮ
(１)工作任务情境对中学教师的手机操作

素养和信息素养的要求更高ꎬ对战略素养的要

求更复杂ꎻ在实际使用中ꎬ与日常生活情境相

比ꎬ用户的手机操作素养和战略素养表现出较

大的差异ꎬ但信息素养差异不显著ꎮ
(２)中学教师在面对新的需要和任务情境

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素养失衡状态ꎬ所采取

的调节行为划分为六类:互助探索、独立探索、
尝试探索、寻求帮助、被动学习和放弃ꎮ 其中独

立探索、互助探索、尝试探索和寻求帮助属于主

动调节行为ꎬ通过提高自身手机素养和优化素

养结构达到新的平衡ꎻ被动学习和放弃属于被

动调节行为ꎬ通过降低任务难度勉强维持平衡ꎻ
另外ꎬ满足现状和停滞不前属于非调节行为ꎮ

(３)用户的素养失衡调节行为主要受到情

感特征、知识水平、社会支持三个因素的影响ꎮ
本研究重点观察教师群体第一次从日常生活情

境转换到工作任务情境时的行为表现ꎬ发现手

机素养失衡状态是普遍存在的ꎬ但在不同情境

的转换中这种差异尤为显著ꎬ能够被观察和测

量得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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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摸索或帮助提升

手机操作素养ꎬ但手机信息素养和战略素养的

形成与提高非一日之功ꎮ 使用实践与手机素养

之间是相辅相成的ꎬ手机素养是高效使用的保

证ꎬ使用是手机素养积累的主要途径ꎮ 尽管智

能手机的操作素养门槛一般很低ꎬ但在特定情

境如工作任务中ꎬ某些职业仍缺乏有效的、比例

合理的手机素养ꎮ 同时在调节失衡状态时ꎬ处
于消极情感中、社会支持不足、知识水平低的用

户更容易放弃ꎬ从而错失提高工作效率和改善

数字化福祉的机会ꎮ
笔者探究不同情境下用户手机素养的差异

及其调节行为ꎬ并不是要将生活和工作两者对

立起来ꎬ而是为了揭示手机素养在工作情境下

的重要性ꎮ 随着智能手机功能不断增强ꎬ从单

一的通信工具到信息交流工具ꎬ从娱乐休闲工

具到个人智能助理ꎬ智能手机用户需要不断提

升操作素养、信息素养和战略素养ꎬ面对手机素

养失衡时ꎬ应主动采取调节行为ꎬ以满足工作和

生活等各种需要ꎮ
对于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信息职业来说ꎬ应

该像重视传统信息素养、计算机和互联网带来

的数字素养一样ꎬ重视对手机素养结构及其变

化规律的探究ꎬ将具体情境和手机素养纳入素

养课程中ꎬ做好各类重点人群智能手机使用的

“引路人”ꎬ为公平的信息社会提供强大的社会

支持和多样化的数字素养教育服务ꎮ
未来研究需要拓展研究对象范围ꎬ进一步考

量手机素养分类的可操作性和完整性ꎬ尤其是战

略素养对操作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催化效应ꎬ还需

深入探究手机素养失衡调节中不同类型行为的

转化关系及其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解释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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