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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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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伴随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公众健康逐渐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与

健康信息行为相关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 健康信息泛指与身心健康# 疾病# 营养# 养生等相关的

信息! 对于调节公众健康风险认知水平# 指导其健康行为具有良性作用"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内容包括

健康信息发现# 健康信息采纳# 健康信息评价和健康信息共享等"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为挖掘用户健康

信息需求# 揭示用户健康信息行为规律提供了理论参考! 为优化健康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功能# 提升健

康医疗服务水平提供了可行方案" 本期专论着眼于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内容包括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

伪健康信息纠正的行为动因# 独特性忽视对人工智能在线问诊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 患者人工智能问

诊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等! 以期为相关平台健康信息治理和服务优化提供参考"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
伪健康信息纠正的行为动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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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的行为动因! 为推动短视频平台信息治理提

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方法.过程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整合感知风险# 社会交换# 共依附和自我效能等理

论!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结论 心理安全# 互惠# 主观规范# 社群

参与度# 行为态度# 结果期望# 自我效能# 行为意向及感知行为控制均对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

纠正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提出 $ 类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的前因构型路径! 并针对短视频平台提出建议"

"关键词# "计划行为理论$ 短视频平台$ 伪健康信息纠正$ 结构方程模型$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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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短视频平台以其直观可视* 操作简便的特性!

有效突破了传统健康传播壁垒! 极大提高了健康信

息的可及性! 已成为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

道+!,

$ 但平台审核机制不完善* 用户健康信息素养

不高! 也使短视频平台成为伪健康信息滋生与传播

的温床$ 伪健康信息是指缺乏科学证据* 具有误导

性或错误的健康相关信息+#,

$ 部分用户出于流量驱

动等不当动机! 借助健康养生* 疾病防治等话题蓄

意发布伪健康信息! 严重干扰公众健康认知与平台

信息生态$ 在此背景下! 社交纠正成为治理伪健康

信息的重要手段! 即用户借助平台提供的发布* 评

论* 举报等功能! 基于科学证据对伪健康信息进行

纠正+$,

$ 目前! 短视频平台的纠正主体包括平台机

构* 专业组织* 专家群体和普通用户等! 不同类型

用户在知识背景* 行为动机与社会角色方面存在差

异! 其纠正行为的出发点亦不相同$ 普通用户作为

数量最多* 传播链条末端的参与者! 其纠正行为更

具自发性* 互动性和日常性! 在维护平台信息生态

中扮演重要角色$ 普通用户是否具有足够动机主动

纠正伪健康信息! 已成为影响短视频平台信息生态

的关键$ 因此! 本研究聚焦短视频平台的普通用户

群体! 探究其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的动因机

制! 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

康信息纠正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 这些因素发挥怎

样的独立作用" 这些因素形成怎样的级联关系$

为系统回答上述问题!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

为核心框架! 整合感知风险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

共依附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 构建短视频平台用户

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的动因模型$ 在此基础

上!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5>=EF>E=A<9MEA>486 C8H9<I

46G! PQR& 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DENNK)59>

MEA<4>A>4B9F8C;A=A>4B9A6A<K545! D5-S0& 相结合的混

合方法! 从变量与组态双重视角深入理解伪健康信

息纠正行为的动因机制$ 研究结果有助于提升用户

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的效率* 推动短视频平台的信

息治理$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伪健康信息纠正

伪健康信息纠正是指通过提供证据证明信息是

错误的! 并对其进行部分或完全澄清与更正的行

为+',

$ 随着公众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短

视频平台中伪健康信息的广泛传播已对公众认知和

行为产生诸多潜在风险+(,

! 引发学术界对相关纠正

机制的持续关注$ 从纠正类型来看! 伪健康信息纠

正主要包括算法纠正与社会纠正两类路径$ 前者通

过技术手段对健康信息内容进行甄别* 屏蔽和更

正! 后者依靠法律规制* 平台规范* 公众舆论等正

式和非正式社会力量进行纠正$ 纠正行为通常采取

$ 种策略# 直接否定或警示! 重复澄清信息! 提供

详细解释与补充证据$ 在纠正主体方面! 政府作为

公共利益代表! 理应承担对健康信息内容的监管责

任+*,

! 专家和权威机构的参与有助于增强伪健康信

息的纠正效果+7,

! 信息发布者的主动核实行为及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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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基于大数据的推送机制+%,也在提升伪健康信息纠

正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

$ 综上! 现有关于伪健

康信息纠正的研究多聚焦于政府监管* 专家介入与

平台算法机制! 纠正路径以制度性和技术性手段为

主$ 既有研究可能忽视了普通用户作为健康信息治

理参与者的作用! 对短视频平台普通用户参与伪健

康信息纠正行为的动因研究相对欠缺$

#$#"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行为主要由行为意向决

定! 而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

控制等因素影响+!&,

$ 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健康行为

与信息行为研究中$ 例如! 贺珊等+!!,结合计划行为

理论与健康信念模型! 构建网络健康社区用户健康

信息交流的动因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亦适用于短视

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的研究! 能够

为其行为动因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并非

单一理论路径所能解释! 而是包含认知评估* 情绪

反应* 社会影响和能力判断等多重因素$ 因此! 本

文在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核心框架的基础上! 从更宏

观的全景视角! 引入社会交换理论* 感知风险理

论* 共依附理论* 自我效能理论作为补充$ 一是社

会交换理论! 强调个体在行为决策中会权衡成本与

收益$ 短视频平台用户是否愿意投入时间与精力参

与伪健康信息纠正! 取决于其是否预期获得正向反

馈$ 毕崇武等+!#,指出用户行为受激励收益与成本回

避双重影响! 互惠机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是

感知风险理论! 强调个体对潜在负面结果的主观评

估+!$,

$ 在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中! 短视频平台用户

可能因担心隐私泄漏或网络攻击而影响其行为意

愿$ 赵蕊菡等+!',指出风险感知显著影响用户的健康

信息分享行为$ 付少雄等+!(,也发现用户在面对伪健

康信息短视频时! 其纠正行为会受风险感知制约$

三是共依附理论! 认为用户会在数字社群中形成情

感归属与互动依赖+!*,

$ 短视频平台的纠正行为多发

生于社群互动情境$ 岳宇君等+!7,发现共依附感显著

增强用户的知识分享意愿! 徐孝婷等+!%,指出社群氛

围对健康行为的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四是自我效能

理论! 强调个体对自身完成特定行为能力的主观判

断+!2,

! 与计划行为理论的感知行为控制高度契合$

在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中! 自我效能影响用户是否

相信自己具备纠正伪健康信息的能力$ 王帆等+#&,研

究发现自我效能显著提升医学生对伪健康信息的识

别与纠正行为$

综上! 社会交换* 感知风险* 共依附和自我效

能等理论分别从动机* 风险感知* 社群归属和能力

评估等维度对计划行为理论的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和感知行为控制等构念进行补充! 构建出一个更具

情境适应性与解释力的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康

信息纠正行为的动因框架$

%"研究假设与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是由行为意向和感

知行为控制共同驱动的! 其中行为意向受主观规范

和行为态度影响$ 主观规范指个体对他人期望的感

知! 当用户感受到来自他人的鼓励与支持时! 易产

生社会责任感! 从而增强其行为意向$ 同时! 个体

对纠正行为的主观评价! 即行为态度! 也会影响其

行为意向+#!,

$ 当用户认为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有助

于改善信息环境或实现个人价值! 则更易形成积极

的行为态度! 从而增强其行为意向$ 一旦确立了行

为意向! 用户具备了心理准备与动机基础! 其参与

纠正行为的概率将显著提高+!!,

$ 此外! 感知行为控

制反映用户对自身行为能力的判断! 当用户认为自

己具备伪健康信息识别和纠正的能力且外部环境支

持! 则更易参与纠正行为$ 因此提出假设 T!# 主

观规范对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T## 行为态

度对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T$# 行为意向对

纠正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T'# 感知行为控制对

纠正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社会交换理论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体行为的动机基础在于

对付出与回报之间的理性权衡+##,

$ 在伪健康信息

纠正行为中! 用户常需在行为成本与预期效益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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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进行权衡$ 当用户预期纠正行为能带来正向反

馈或潜在利益时! 更易形成积极的行为态度$ 据

此! 本文认为互惠正向影响用户的行为意向$ 同

时! 在高度去中心化的短视频平台中! 用户对资

源投入和行为成本比较敏感$ 有研究+!!,指出适度

的成本可被视为行为价值的体现! 尤其当纠正行

为被视为公共责任或道德义务时! 纠正行为的成

本反而可能激发用户参与$ 此外! 自我效能理论

强调个体对行为结果的积极预期将增强其感知行

为控制! 即当用户相信自身的纠正行为有效! 其

信心与执行意愿也随之增强$ 因此提出假设 T(#

互惠对行为态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T*# 成本对

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T7# 结果期望对感

知行为控制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感知风险理论假设

在信息互动中! 个体对潜在风险的主观评估是

影响其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 感知风险指用户在面

对健康信息时! 对负面结果的预期$ 当用户认为纠

正伪健康信息可能导致社交冲突或网络攻击时! 常

倾向于采取回避行为+#$,

$ 据此! 本文认为用户的感

知风险越强! 其行为意向越弱$ 同时! 心理安全也

是影响用户行为态度的重要因素$ 如果用户感受到

较强的支持氛围与包容的社交文化! 更易形成积极

的心理预期! 从而改变行为态度$ 已有研究+#',表明

心理安全可缓解风险焦虑! 提高个体的表达意愿$

因此提出假设 T%# 感知风险对行为意向具有反向

影响作用$ T2# 心理安全对行为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

%$&"共依附理论假设

在数字平台环境中! 社群不仅是信息的聚集

地! 也是用户进行价值认同* 情感归属和行为模仿

的重要场域$ 社群参与度指用户在某类社群中的活

跃程度* 互动频率以及情感投入$ 已有研究+#(,表明

用户越深入参与某一社群! 越容易受到群体规范的

影响! 并在互动中逐渐形成对特定行为的共识与认

同$ 在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中! 积极参与健康信息

社群的用户更可能接触到专业知识和他人纠正行为

的示范! 从而强化其自身对纠正行为的价值判断和

认同感+!%,

$ 因此提出假设T!&# 社群参与度对行为

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自我效能理论假设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身完成特定任务能力的

信心! 是感知行为控制的重要心理基础$ 研究表明

自我效能水平越高! 个体越倾向于相信自己能够克

服外部障碍! 顺利完成预期行为任务+#*,

$ 本研究认

为在短视频平台伪健康信息纠正情境中! 用户的自

我效能水平越高! 其感知行为控制越强$ 因此提出

假设T!!# 自我效能对感知行为控制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 综上! 构建的研究模型! 见图 !$

图!"研究模型

&"问卷设计与分析

参考成熟量表+#( )#7,

! 结合短视频平台用户特

征与伪健康信息纠正情境进行适当调整$ 问卷由调

查对象基本情况和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

纠正行为的影响因素两部分构成! 第 ! 部分包含 7

个问题! 第 # 部分包含 !# 个变量* '# 项测量题!

均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评分 %! U非常不同意! 7 U

非常同意&$

正式调查前开展预调查! 共回收有效样本 2*

份$ 预调查问卷的整体S=86@AF?-5

!

系数为 &12!!!

说明内部一致性较高$ 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有 $ 项

测量题的因子载荷低于 &1(! 最终删除感知行为控

制 # 项* 行为态度 ! 项! 保留 $2 项测量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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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调查时通过问卷星平台制作电子问卷! 并在

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放! 共收回 #(' 份问卷$

剔除作答时间低于 $&秒或答案完全一致的无效问卷!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份! 有效率为 2#1(V$ 被调查

人群中男性占比 '#1!$V! 女性占比 (71%7V" 年龄

主要集中在 $! W'( 岁 %$71&#V&! 且受教育程度主

要为本科.专科 %*%1(!V&" 被调查人群中使用短视

频平台超过 $年的用户占 %%1&2V! 每日使用短视频

平台超过 *&分钟的用户占 *&1$*V! 见表 !$

表!"描述性分析结果

类别 特征 数量 %人& 占比 %V&

性别 男 22 '#1!$

女 !$* (71%7

年龄 %岁& X!% * #1((

!% W$& %! $'1'7

$! W'( %7 $71&#

'* W(2 '% #&1'$

%

*& !$ (1($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 !&1*'

高中.高职 #$ 2172

本科.专科 !*! *%1(!

研究生及以上 #* !!1&*

使用短视频平台 X! $ !1#%

时长 %年& ! W# #( !&1*'

$ W' !&$ '$1%$

( W* (* #$1%$

%

7 '% #&1'$

每日使用短视频 X!( 7 #12%

平台时长 %分钟& !( W#2 !2 %1&2

$& W(2 '* !21(7

*& W%2 %7 $71&#

%

2& 7* $#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测量模型分析

各测量项的 S=86@AF?-5

!

系数均大于 &1%! 组

合信度 %F8C;854>9=9<4A@4<4>K! S/& 值均大于 &1%!

说明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模型效度方面! 取样适当

性 %YA459=)R9K9=)Z<L46! YRZ& 值为 &12*(! 各

测量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1%! 说明具有良好的内

容效度" 各测量项的均方差 %AB9=AG9BA=4A6F99:I

>=AF>9H! 0[Q& 值均大于 &17! 说明具有良好的收敛

效度" 0[Q值的平方根大于任意两维度的相关系

数! 说明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见表 #.表 '$

表#"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名称 %代码& S=86@AF?-5

!

S/ 0[Q

心理安全 %\<& &12!7 &1%22 &17'%

互惠 %]G& &1%2' &1%%7 &17#$

成本 % 4̂& &12(% &12(% &1%%$

行为态度 %+@& &12#2 &12$& &17*2

社群参与度 %RC& &12*! &12*! &1%2#

主观规范 %SF& &1%2! &1%%2 &17#7

结果期望 %Z8& &1%%$ &1%%! &17!$

风险感知 %YL& &12$2 &12$% &1%$*

自我效能 %_6& &12$7 &12$% &1%$*

感知行为控制 %0A& &12!7 &12!* &17%$

行为意向 % H̀& &12#( &12#7 &17(#

纠正行为 %ab& &12!2 &12!% &17$7

表%"内容和收敛效度检验

变量名称 %代码& YRZ

+A=><9>>-5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心理安全 %\<& &17(! '$#1$2' $ &1&&&

互惠 %]G& &17$2 '#71'2( $ &1&&&

成本 % 4̂& &17(% 72$1*$! $ &1&&&

行为态度 %+@& &1%'$ 7(212&! * &1&&&

社群参与度 %RC& &177& %&$127( $ &1&&&

主观规范 %SF& &17'* '&(1'7* $ &1&&&

结果期望 %Z8& &17'* $%&177( $ &1&&&

风险感知 %YL& &17*2 *!*1*7$ $ &1&&&

自我效能 %_6& &17(% *$%1&$' $ &1&&&

感知行为控制 %0A& &17(% (&#1*7% $ &1&&&

行为意向 % H̀& &1%'2 7$!1&!! * &1&&&

纠正行为 %ab& &1%'* *%*1%%' * &1&&&

整体量表 &12*( !& #$!1!($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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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区分效度检验

变量代码 0A YL ab ]G H̀ SF +@ 4̂ RC _6 \< Z8

0A IJKKL

YL &1*$& IJMNO

ab &1*7( &1(*7 IJKLM

]G &1(%% &1((! &1*'7 IJKLI

H̀ &1*'' &1(&' &172$ &17#* IJKPQ

SF &1*(! &1(*% &17!2 &17#( &1727 IJKLR

+@ &1*&$ &1'#2 &1*7& &1**( &1%$% &17'( IJKQQ

4̂ &1((' &1'$& &1(*# &1(!! &1(** &1((% &1(&# IJKLI

RC &1*$* &1*!( &17*' &1('( &1**7 &1(%' &1('7 &1((% IJMOL

_6 &17$7 &1*(# &17(! &1*&! &1*7' &17&' &1($% )&1((7 &17%& IJMNO

\< &17#& &1(%$ &177& &1(7! &1*!' &1(%7 &1($$ )&1('7 &1%(7 &172# IJKPL

Z8 &1*$' &1((* &1*27 &1727 &17%& &17'$ &1*2( )&1($7 &1(7' &1*($ &1(%( IJKOO

""注# 对角线粗体字为因子的0[Q平方根! 下三角为因子间的相关系数$

'$#"结构模型分析

采用0RZP #*1& 检验研究模型! 结果表明研究

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见表 ($

表'"模型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拟合标准 当前模型 拟合情况

SR̂_.̀c X$ !1**( 理想

/RPQ0 X&1&% &1&($ 理想

]ĉ d&12 %理想&" d&1% %合理& &1%&2 合理

Sĉ d&12 %理想&" d&1% %合理& &12(* 理想

ĉ̂ d&12 %理想&" d&1% %合理& &12(7 理想

,\̂ d&12 %理想&" d&1% %合理& &12(! 理想

O_ĉ d&1( &1%&' 理想

OSĉ d&1( &1%(* 理想

'$%"路径分析

除假设T* 未获支持外! 其余假设均成立$ 行

为意向 %

"

U&1**#! PX&1&&!& 显著正向影响纠正

行为! 假设 T$ 成立! 说明用户主观意愿在伪健康

信息纠正行为中具有较强作用$ 这与赵熠如+#!,的研

究结果相符$ 在影响行为意向的路径中! 主观规范

%

"

U&1$%%&* 行为态度 %

"

U&1(&7&* 社群参与度

%

"

U&1#*# & 均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意向 %PX

&1&&!&! 风险感知 %

"

U)&1&2'! PX&1&(& 显著

负向影响行为意向! 假设T!* T#* T!&* T% 成立!

表明外部社会认同* 内部情感态度以及用户所处社

交环境对其纠正行为意图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7,

!

且高风险预期会抑制用户行为表达倾向$ 心理安全

%

"

U&1!'#! PX&1&(&* 互惠 %

"

U&1*2(! PX

&1&&!& 均正向影响行为态度! 假设 T2* T( 成立!

说明当用户不必担心误解或攻击时! 更易形成积极

的行为态度$ 而互惠作为影响行为态度的重要动

因! 也印证了社会交换理论中回报预期对行为态度

的促进作用$ 感知行为控制 %

"

U&1#2&! PX

&1&&!& 显著正向影响纠正行为! 假设 T' 成立! 表

明用户越感知自身具备纠正行为能力! 越可能将行

为意向转化为行动$ 这与王帆等+#&,的研究结论相

符$ 结果期望 %

"

U&1#%7! PX&1&&!&* 自我效能

%

"

U&1*!$! PX&1&&!& 均正向影响感知行为控制!

假设T7* T!! 成立" 成本 %

"

U)&1&&(! Pd&1&(&

对纠正意向无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T* 不成立$ 该结

果与毕崇武等+!#,的研究相反! 后者强调纠正行为的

成本敏感性! 其研究对象以医疗专业群体为主! 而本

文研究对象为短视频平台普通用户! 说明纠正成本的

效应可能因用户类型和平台情境不同而异$ 进一步推

测其可能原因是在短视频场景下用户对纠正成本的敏

感度较低! 纠正行为多表现为评论* 转发或举报! 行

为门槛相对较低! 用户主观上可能不认为时间或精力

等投入构成真正的行为障碍! 从而淡化了成本在行为

决策中的权重! 见表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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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 标准化载荷量 未标准化载荷量 PQ S/ P 检验结果

&''

+@ \< &1!'# &1&%& &1&$7 #1!'7 &1&$# 支持

&''

+@ ]G &1*2( &17'$ &1&%! 21!'&

$$$

支持

&''

0A _6 &1*!$ &1'77 &1&(' %1%$%

$$$

支持

&''

H̀ +@ &1(&7 &1((2 &1&(7 21%*'

$$$

支持

&''

H̀ YL )&1&2' )&1&72 &1&$% )#1&72 &1&$% 支持

&''

H̀ 4̂ )&1&&( )&1&&$ &1&#* )&1!!# &12!! 不支持

&''

H̀ RC &1#*# &1!(2 &1&#2 (1(!#

$$$

支持

&''

0A Z8 &1#%7 &1$7# &1&%7 '1#(%

$$$

支持

&''

H̀ SF &1$%% &1$%& &1&(% *1'2%

$$$

支持

&''

ab H̀ &1**# &1%*% &1&%' !&1#%2

$$$

支持

&''

ab 0A &1#2& &1$$7 &1&*2 '1%2#

$$$

支持

""注# S/为临界比! 表示参数估计值与估计值标准误差的比值"

$$$

表示PX&1&!$

图#"路径分析结果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据校准与必要性分析

首先! 基于前文分析结果! 选择 !& 个具有显

著性的影响因素作为组态分析的条件变量! 具体为

感知行为控制 %0A&* 风险感知 %YL &* 互惠

%]G&* 自我效能 %_6&* 结果期望 %Z8&* 心理安

全 %\<&* 社群参与度 %RC&* 行为态度 %+@&*

主观规范 %SF& 和行为意向 % H̀&! 结果变量为伪

健康信息纠正行为$ 其次! 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处

理! 依据为/AD46 SS

+#%,提出的 (V* (&V* 2(V标

准$ 最后! 分析单项前因变量的必要性! 结果显示

单项前因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 &12! 表明各单一变

量未能构成必要条件$ 因此! 有必要对多种条件进

行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分析

设置频数阈值为 !! 原始一致性阈值为 &1%! 一

致性 % ;=8;8=>486A<=9HEF>486 46 46F86545>96FK! O/̂&

阈值为&17(! 得到$类具有代表性的组态路径! 其总

体一致性和总体覆盖度分别为 &122#* &1((&! 同时!

单个条件组态的一致性与解的一致性均大于 &1%! 说

明解释效果良好$ 将 $类路径分别命名为社群驱动)

低风险敏感型 %P!&* 心理安全)规范强化型 %P#&*

效能支撑)规范导向型 %P$&! 其前因变量构型! 见

表 7$ 一是社群驱动)低风险敏感型路径$ 其核心条

件为社群参与度和风险感知! 边缘条件包括感知行为

控制* 自我效能* 行为态度* 结果期望* 主观规范和

行为意向$ 该路径表明用户在参与社群互动中形成较

强的归属感与行为动机+#2,

! 更愿意参与伪健康信息

纠正行为以维护社群规范与信息质量$ 二是心理安

全)规范强化型路径$ 该路径包含两个子路径

%P#A* P#@&! 均体现出在高风险感知情境下! 心理

安全与社会规范对用户纠正行为的激励作用+$&,

$

P#A的核心条件为风险感知* 心理安全* 社群参与

度和主观规范! 表明用户在感知信息风险的同时!

如果能获得社群支持与规范引导! 依然会积极参与

纠正行为$ 而在 P#@ 中! 即便用户社群参与度较

低! 心理安全与主观规范也会激发用户行动意愿$

两条子路径的边缘条件为互惠* 自我效能和结果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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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进一步增强用户对纠正行为结果的认知$ 因

此! P#A与 P#@分别反映社群嵌入程度不同用户的

行为路径! 均强调心理安全与社会规范在高风险感

知情境中的联合保护效应$ 三是效能支撑 )规范导

向型路径$ 其核心条件为主观规范和心理安全! 边

缘条件为感知行为控制* 自我效能* 结果期望* 互

惠* 行为态度和行为意向$ 该路径表明当用户受到

主观规范引导! 并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时! 较高的

自我效能感与明确的正向期望将进一步推动其参与

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

表)"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的前因变量构型

变量 P!

P#

P#A P#@

P$

0A

! ! ( !

YL

) ) ) (

]G

! ! !

_6

! ! ! !

Z8

! ! ! !

\<

) ) )

RC

) ) ) (

+@

! ( ( !

SF

! ) ) )

H̀

! ( ( !

一致性 &122( &122% &122' &12%$

原始覆盖度 &1(!2 &1##' &1#!$ &1!7!

唯一覆盖度 &1#(% &1&&( &1&&% &1&!*

总体一致性 &122#

总体覆盖度 &1((&

""注#

)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

!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

表示边缘

核心条件缺失! 空白表示条件存在与否均可$

)"结论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核心! 整合社会交换*

感知风险* 共依附和自我效能理论! 构建短视频平台

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的动因模型! 采用

PQR与D5-S0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实证研究! 得到以

下结论$ 一是行为意向与感知行为控制对短视频平台

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

明用户的主观意愿和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共同驱动其伪

健康信息纠正行为$ 二是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和社群

参与度均显著正向影响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康信

息纠正的行为意向! 说明个体在形成是否参与纠正行

为的意图时! 不仅受其对行为结果的认知判断影响!

还受到来自社群他人期望和互动氛围的显著影响$

同时! 社群参与度的作用进一步强调了社交归属与

互动场景在用户信息行为动机形成中的重要性$ 三

是互惠和心理安全显著增强用户的行为意愿! 说明

在预期能获得正向反馈且感知风险较低时! 用户更

易形成积极的纠正行为$ 自我效能与结果期望通过

提升感知行为控制间接促进纠正行为$ 此外! 风险

感知对行为意向呈负向影响! 表明用户在纠正行为

决策中仍受潜在社交风险的制约$ 四是 D5-S0识别

出 $ 类促进短视频平台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

为的组态路径! 分别为社群驱动 )低风险敏感型

%P!&* 心理安全)规范强化型 %P#& 和效能支撑)

规范导向型 %P$&! 揭示了各因素组合及其级联关

系对用户参与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动因的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建议平台从以下方面优化

改进$ 一是优化平台社群结构! 强化正向规范引

导$ 短视频平台应在健康信息类社区中构建高质

量* 低门槛的互动机制! 增强用户的归属感与互动

黏性$ 通过推荐机制引导用户参与权威信息评论

区! 激励伪健康信息纠正行为! 营造支持性社交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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