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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了解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现状与特点，为优化网络健康信息传播体系提供参考。
方法／过程 对北京市１０１６名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从频率、动机、内容、渠道等方面调研大学生网络健康
信息行为现状及行为间相关性。结果／结论 大学生健康信息获取动机与渠道选择、内容与渠道选择之间存在
相关性 （Ｐ＜００５），即大学生根据自身内容需求和所面临的健康风险情境选择不同渠道，其专业、信息获
取动机及健康意识影响信息获取频率，建议各类网络媒体根据自身媒介特性为大学生提供契合需求的健康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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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公众开始通过网

络获取健康信息以辅助健康决策［１］。网络健康信息

行为是指通过互联网查询、获取、评价和利用健康

信息的一系列行为［２］。国内外学者从频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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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等方面对网络健康信息行为开展研究，

Ａｇｙｅｍａｎｇ－ＤｕａｈＷ等［３］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少

数族裔群体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对网络健康信息

接触较少；ＨａｓｓａｎＳ等［４］对非医学类学生的调查显

示，网络渠道中最常用的是综合类搜索引擎，其次

是社交媒体、健康网站、问答社区等；罗晓兰［５］通

过问卷调查发现，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提高诊疗

体验，９２８％的患者会在就诊前自行搜寻网络健康

信息；周培宇［６］研究认为，近年来中老年人健康信

息需求及网络健康信息搜寻频率显著增加。现有研

究更关注中老年人和慢性病人群，且多局限于对行

为的一般性描述，而缺少对行为特征间相关性及其

成因的深入探讨。大学阶段是个人健康观念和健康

习惯的重要形成期，网络是大学生获取健康信息的

首选途径［７］，网络健康信息的合理获取和有效运用

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本研究

以北京市高校在读学生为调查对象，多维度探究大

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特征，并分析其背后的

成因。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以北京市高校全日制在读学生为调查对象。于

２０２１年３—４月进行方便抽样调查，在海淀区、朝

阳区实地走访调研５所高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发放问卷。累计发放问卷 １１２０份，回收

１０４１份，问卷回收率９２９％。对回收问卷进行审
核，剔除不合格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１０１６

份，有效率９７６％。

２２　研究方法

在借鉴 《学生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正式调查

问卷》［８］等既有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需要

自行编制 《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现状问卷》，

经过专家咨询和预调查校正，确定最终问卷。问卷

内容包括以下 ３个部分。一是基本情况：包括性

别、年龄、学历、专业、生源地、健康意识 ６题，

其中健康意识由低到高为１～５分。二是网络健康

信息获取频率与动机：频率由低到高分为几乎不

看、偶尔获取、平时留意、经常获取４个等级，动

机包括自己身体不适、家人／朋友身体不适、兴趣

或好奇心、日常习惯，逐一询问被调查者通常是否

会出于以上动机获取健康信息，该部分共５题。三

是网络健康信息获取内容与渠道：信息内容包括疾

病相关信息、饮食营养和养生保健、运动健身、心

理健康、美容、性与生殖健康共６题，信息渠道包

括微信公众号、短视频与直播、微博／知乎、网站、

Ａｐｐ共５题。

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利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统计分析，对基本情况、健康信息

获取行为进行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

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分析信息获取动机与渠道、

信息内容与渠道间的相关性，通过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对获取频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检验水准

α＝００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基本情况

被调查学生的平均年龄为 （２１７０±２３６１）

岁，健康意识自评分平均值为 （３７２±０８８３）分，

其他人口学特征，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项目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
生源地 城镇　　　 ５０９ ５０１

农村　　　 ５０７ ４９９
性别　 男　　　　 ４４２ ４３５

女　　　　 ５７４ ５６５
学历　 专科　　　 ３７ ３６

本科　　　 ７４０ ７２８
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 １９６
博士研究生 ４０ ３９

专业　 人文社科类 ３０９ ３０４
理学类　　 １９０ １８７
工学类　　 ２８６ ２８２
农学类　　 ６６ ６５
医学类　　 ８２ ８１
其他　　　 ８３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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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现状

对被调查学生的健康信息获取动机、频率、内

容和渠道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自己或他人

身体不适是大学生健康信息获取的主要动机，其获

取频率多为 “偶尔获取”或 “平时留意”，饮食营

养和养生保健、运动健身是最常获取的内容，微信

公众号和网站是最常用的渠道，见表２。

表２　网络健康信息行为现状描述性统计

项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
动机 自己身体不适 ８０８ ７９５

家人／朋友身体不适 ４８８ ４８０
兴趣和好奇心 ２６７ ２６３
日常习惯 ２７５ ２７１

频率 几乎不看 ４４７ ４４
偶尔获取 ４５６ ４４９
平时留意 ３９９ ３９３
经常获取 １１６ １１４

内容 饮食营养和养生保健 ７３１ ７１９
运动健身 ７１２ ７０１
疾病相关信息 ６６１ ６５１
心理健康 ５６２ ５５３
美容 ３６１ ３５５
性与生殖健康 ３３５ ３３０

渠道 微信公众号 ６７４ ６６３
网站 ６７４ ６６３
微博／知乎 ４６５ ４５８
短视频或直播平台 ３７４ ３６８
Ａｐｐ １７２ １６９

３３　网络健康信息获取动机与渠道选择的相关性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在面
临不同健康风险情境时，出于不同动机会选择不同渠

道获取网络健康信息。其中，自己或家人／朋友身体
不适，与微博／知乎以及网站的使用显著相关 （Ｐ＜
００５），而与微信公众号、短视频与直播、Ａｐｐ的使
用无显著相关性 （Ｐ＞００５）。兴趣和好奇心、日常
习惯与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Ａｐｐ的使用显著相
关 （Ｐ＜００５），而与短视频与直播、网站的使用无
显著相关性 （Ｐ＞００５），相关系数 （ｒ值），见表３。

３４　网络健康信息获取内容与渠道选择的相关性

分析网络健康信息获取内容与渠道选择的相关

性，见表４。大学生会选择不同渠道获取所需健康
信息内容。疾病相关信息的获取与微信公众号、微

博／知乎、网站的使用显著相关，营养保健信息的
获取与微信公众号、短视频与直播、微博／知乎、
网站的使用显著相关，运动健身类信息获取与微信

公众号、短视频与直播、网站、Ａｐｐ的使用显著相
关，美容类信息获取与微信公众号、短视频与直

播、微博／知乎、Ａｐｐ的使用显著相关，心理健康类
信息获取和所有渠道的使用均显著相关，性与生殖

健康信息获取与微信公众号、短视频与直播、微博

／知乎渠道的使用显著相关 （Ｐ＜００５）。

表３　健康信息获取动机与渠道选择的相关性 （ｒ值）

项目 微信公众号 短视频与直播 微博／知乎 网站 Ａｐｐ
自己身体不适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３４
家人／朋友身体不适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９
兴趣和好奇心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７６

日常习惯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２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表４　健康信息获取内容与渠道选择的相关性 （ｒ值）

项目 微信公众号 短视频与直播 微博／知乎 网站 Ａｐｐ
疾病相关信息 ０１０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９ ０１９４ ００２３
营养保健 ０１８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５４
运动健身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２ ０１３４

美容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２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３

心理健康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９９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１

性与生殖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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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进行归纳得到大学生通
过不同网络渠道获取健康信息内容类型。其中微信

公众号、微博／知乎一类的社交媒体覆盖信息内容
类型最广泛，见表５。

表５　不同网络渠道对应信息内容类型

网络渠道 信息内容

微信公众号 疾病相关信息、营养保健、运动健身、美容、

心理健康、性与生殖

短视频与直播 营养保健、运动健身、美容、心理健康、性与

生殖

微博／知乎 疾病相关信息、营养保健、美容、心理健康、

性与生殖

网站 疾病相关信息、营养保健、运动健身、心理健

康

Ａｐｐ 运动健身、心理健康、美容

３５　影响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获取频率的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获取频率反映其是否积

极、主动接触健康信息。以网络健康信息获取频

率为因变量，将 “几乎不看” “偶尔获取”定义

为低频获取，赋值为０；将 “平时留意”“经常获

取”定义为高频获取，赋值为１。以调查对象的生
源地、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动机和健康意

识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采用
直接进入法筛选自变量，检验水准为００５，其中
生源地、性别、学历、专业、动机变量设置哑变

量，分别以城镇、男性、专科、非医学类、不存在

该动机为参照。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动机、健康意识３
个变量对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获取频率的影响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专业方面，医学类专业
学生高频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可能性约为非医学

类专业的 ２４１７倍；动机方面，出于日常习惯获
取健康信息的学生高频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可能

性约为不选择该项动机学生的 １７８６倍；健康意
识方面，个人健康意识自评分越高其高频获取网

络健康信息的概率越高 （优势比为 １６４３），见
表６。

表６　影响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获取频率的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分组 β 标准误 Ｗａｌｄχ２ Ｐ 优势比
优势比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生源地 （参照城镇） 农村 ０１２０ ０１３８ ０７５９ ０３８４ １１２７ ０８６１ １４７６

性别 （参照男） 女 －０２４３ ０１４２ ２９５２ ００８６ ０７８４ ０５９４ １０３５

年龄　　 无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１ １６７２ ０１９６ １０５４ ０９７３ １１４２

学历 （参照专科） 本科 －０２３６ ０３７４ ０３９８ ０５２８ ０７９０ ０３８０ １６４３

硕士 －０１２１ ０４２９ ００８０ ０７７８ ０８８６ ０３８２ ２０５５

博士 －０３９６ ０５７１ ０４８２ ０４８８ ０６７３ ０２２０ ２０６０

专业 （参照非医学类） 医学类 ０８８２ ０２６６ １０９６７ ０００１ ２４１７ １４３４ ４０７４

动机 （参照不选择该动机） 自己身体不适 ０２４８ ０１７５ １９９９ ０１５７ １２８２ ０９０９ １８０７

他人身体不适 －００１８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８ ０８９４ ０９８２ ０７５２ １２８２

兴趣或好奇心 ０２７０ ０１５７ ２９７１ ００８５ １３１０ ０９６４ １７８２

日常习惯 ０８９６ ０１６１ ３０８７４ ＜０００１ ２４４９ １７８６ ３３６０

健康意识 ０４９７ ００８４ ３４９４９ ＜０００１ １６４３ １３９４ １９３７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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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１　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不高

通过对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获取频率和动机的

调查发现，大学生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不高，仅有

１１４％的被调查学生经常获取健康信息，而大部分

学生仅偶尔获取健康信息，其获取信息的主要动机

为自己或他人身体不适，即出于被动应对健康问题

的需要，而选择出于兴趣的比例只有２６３％。究其

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大学生对自身健康关注不足，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前网络媒体提供的健康信息不

能契合大学生的健康信息需求，导致其接触意愿

较低。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类专业学生、出于

日常习惯获取健康信息和健康意识较强的学生，其

网络健康信息获取频率较高。提升大学生健康意识

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应通过设置

课程、讲座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关注健康，理解健康

对个人全面、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形成 “自己是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意识，鼓励大学生主动寻求有益

的健康信息。

４２　根据健康风险情境选择获取渠道

健康信息行为产生于健康信息需求，而信息

需求又与其所在的情境密不可分［９］。ＢａｔｅｓｏｎＧ［１０］

在其元传播理论中提出，情境是所有信息交流行

为的必需要素；ＰｅｔｔｙＲＥ等［１１］提出的精细加工可

能性理论指出，个人对健康风险感知将影响其健

康信息行为。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网络

健康信息渠道选择与其信息获取动机相关，其动

机可分为两类，一是风险情境下的信息获取行为，

即大学生或其家人、朋友正面临一定健康风险，

为了应对风险而获取健康信息；二是日常情境下

的信息获取行为，即缘于兴趣或习惯的日常随意

浏览。

在风险情境下，大学生会选择网站等便于信息

检索的渠道，或者微博／知乎等便于进行提问、交
流的渠道。网站因其可检索的特性和聚合式的信息

内容，使大学生在面对健康问题时可以更方便、及

时、精准地获取所需信息以辅助健康决策。通过微

博／知乎等问答平台大学生可以与网友进行病情交

流和经验分享，获得心理支持，缓解风险情境下焦

虑不安的心理。在日常情境下，大学生会选择浏览

微信公众号推送、微博／知乎，或下载相关Ａｐｐ。微

信、微博等社交媒介不仅是信息获取渠道，还与个

人的日常社交、娱乐行为紧密结合，因此在日常情

境下的信息行为往往与此类媒介相关；而 Ａｐｐ一般

用于长期性的信息获取行为，因此也适用于日常

情境。

４３　根据内容需求选择获取渠道

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获取内容与渠道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对不同信息内容会选取

不同渠道。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获取的健

康信息内容广而杂，此类平台传播主体既有专业

媒体也有普通公众，其承载的内容类型呈现多样

化特征，既有严肃科普也有日常经验分享。大学

生倾向于通过短视频与直播获取轻快、娱乐的健

康信息。短视频通常将健康知识与幽默的剧情或

表现手法相结合，注重趣味性和娱乐性，时长通

常在十几秒到几十秒，视频形式内容更易于理解，

十分适合大学生。对疾病相关信息，大学生选择

通过网站获取。而专门的健康类 Ａｐｐ适用于长期

获取相对专业的健康信息，例如健身类 Ａｐｐ可进

行运动指导和跟练、美容养肤类 Ａｐｐ可进行肤质

测试和个性化护肤指导。

５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

现大学生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主动性不足，对日

常生活类健康信息关注度最高，微信公众号和网

站是其最常用的网络信息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

大学生健康信息获取动机与渠道选择、内容类型

与渠道选择间存在相关关系，专业、信息获取动

机和健康意识是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获取频率的

影响因素。建议高校和有关部门加强大学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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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健康意识培育，学生个人要提高健康信息

获取主动性，各类网络媒介要根据自身媒介特性，

扬长避短，深耕优势内容模块，为大学生提供契

合需求的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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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础模型 （原型）。在后续研究中，将在此基础

上引入强化学习，扩大采集数据的医生数量，同

时引入必要的检查结果数据，从而丰富模型，拓

展模型应用的普遍性；使模型在就诊前为患者和

医生提供辅助性建议，从而应用到相应智能问答

系统中，为诊断结果提出初步建议，进而实现辅

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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