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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开发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为移动短视频 APP的版本更新迭

代提供可靠建议。[方法/过程]基于感知示能性理论，根据文献调研与小组讨论结果构建定

性量表，通过预调研定量优化量表，开展正式调研获取数据，对有效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修正并形成正式量表。[结果/结论]正式量表包括感知物理示能性、

感知认知示能性、感知情感示能性、感知控制示能性与感知参与示能性 5个主维度、10个

子维度与 30个题项，并利用正式量表测度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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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Introduction
据第 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 2023年 6月，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26亿人，较 2022年 12月增长 1454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95.2%[1]。移动短视频平台的不

断发展及移动短视频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表明移动短视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

位。然而，移动短视频 APP存在同质化问题、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等现象，影响用户对移动

短视频 APP的使用体验，可能会导致用户放弃使用移动短视频 APP或转向使用其他社交

媒体类软件。

目前移动短视频 APP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用户行为[2]、应用研究[3]等方面，具体到移

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相关研究较少，主要聚焦于界面设计[4]、心流体验[5]等方面，且利

用感知示能性理论指导移动短视频用户体验设计的研究相对匮乏。Donald Norman将示能

性（Affordance）的概念引入人机交互领域，提出感知示能性（Perceived affordance）。感知

示能性自出现之时与用户体验关系密切，其关注用户与某产品交互时的主观感受与评价[6]，

可以作为评估用户对产品设计体验的测度依据。

目前关于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的量表处于待开发阶段，本文基于“感知示能性”

理论构建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的调查量表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移动短视频 APP

的更新迭代与功能完善、提高移动短视频用户体验等提供参考与借鉴。

1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1.1移动短视频 APP概念及相关研究

移动短视频 APP是采用移动终端设备，视频长度以秒为单位，内容形式以视频为主的

数字应用软件。关于移动短视频 APP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播、图书情报、出

版、民商法等领域。具体到图书情报领域，学者们对移动短视频 APP的用户行为、隐私安

全、应用研究等方面关注较多。俎金含研究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使用行为[7]、周洁探究社

交类短视频 APP用户间歇性中辍行为[8]，张艳丰等通过实证测度硬规则下移动短视频 APP

隐私政策用户感知情况[9]、陈倩探究移动短视频应用中的公民隐私权保护[10]，张文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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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短视频 APP在图书馆推广中的应用[11]、安娜基于六何分析法探究抖音短视频 APP在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应用[12]。而针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设计的研究较少。本文

将从示能性角度出发，以感知示能性作为理论框架进行量表开发，探索用户在使用移动短

视频 APP过程中的感知与体验，有助于移动短视频 APP改善功能模块、内容质量、服务

效能等。

1.2用户体验概念及相关研究

1994年，Norman提出“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 UE）[13]，认为其是人机交互研

究中的关键因素。用户体验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建立起的主观心理感受[14]。

系统梳理用户体验模型，具体包括以下几种：（1）5E模型：有效性、效率、吸引力、容错

性、易学性[15]；（2）APEC框架模型：包含审美、情感、认知和实用四个维度[16]，从这四

个维度与系统交互构建体验的精确意义；（3）蜂巢模型：包含有用性、可用性、满意度、

可查找性、可访问性、可靠性、价值性 7个方面[17]，其中价值性是蜂巢模型的核心；（4）

用户体验四要素：品牌（branding）、可用性（usability）、功能性（functionality）与内容

（content）[18]，四种核心要素相结合为用户体验提供了基础。

用户体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新闻与传播等领

域。聚焦到图书情报领域，依据用户体验模型或要素，诸多学者以虚拟社区、网站平台、

移动图书馆等为对象开展用户体验相关研究。虚拟社区方面，曲霏等提出高校虚拟社区用

户体验主要包括感官、情感、行为和思考体验四个维度[19]；网站平台方面，陈娟等提出社

会化问答平台用户体验模型包括视觉吸引力、交互、需求满足与情感维度[20]，戴艳清等从

感官、内容、功能、服务、价值、情感六个维度评价国家数字文化网用户体验[21]；移动图

书馆方面，沈军威等从感官、认知、技术、服务、情感与价值体验方面量化移动短视频用

户体验[22]，姚媛等认为移动图书馆用户体验包括感官、交互、内容、功能、服务、情感等

维度[23]。

1.3感知示能性理论

Norman将“示能性”引入设计领域，并将其划分为真实示能性与感知示能性[6]。真实

示能性是指设计者赋予产品的实际属性，感知示能性是指用户对产品所能采取行动的理解

与感受[24]、强调用户对交互行为的理解与期望[25]，主要应用于信息行为、信息实践、人机

交互等领域[26-27]。两者的区别在于，真实示能性是从设计者的角度出发侧重于设计者赋予

产品的物理属性以及预期用途，而感知示能性则依赖用户的认知、经验等主观因素在使用

产品时的理解与感受，其与用户对产品的交互体验息息相关。真实示能性与感知示能性可

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用户使用该产品时产生负面评价与体验。为弥合两种不

同视角下的差异性，利用感知示能性理论探究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内心需求与真实体

验，有助于产品新理念、新功能、新设计的创造与开发应用，提高用户对该产品的满意度

与使用黏性。

学者们依据使用场景与使用功能细化与扩展示能性的类型，如 Hartson在交互设计和

评估背景下定义并使用认知、物理、感官和功能四种互补示能性[28]，Marshall等依据使用

功能系统梳理示能性将其归为七个维度即物理、感知、隐藏、级联、社交、设计和智力[29]，

Van Osch等基于视频分析的结果，提出设计示能性、即兴示能性及应急示能性[30]，Ta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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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发了网络广告中的物理、认知、情感和控制四种感知示能性[31]，Zhao等进一步将其应

用到社交媒体交互设计中[32]，赵宇翔等在前四种示能性的基础上延伸出感知参与示能性[33]，

各个类型的感知示能性概念见表 1。

表 1 感知示能性概念说明

Tab.1 The Concept of Perceived Affordance Description

感知示能性类型 概念说明

感知物理示能性 IT构件能够被用户利用感官感知到的属性

感知认知示能性 IT构件能够促进用户认知、理解的属性

感知情感示能性 IT构件促使用户产生多种情感的属性

感知控制示能性 用户能够对 IT构件进行可控操作的属性

感知参与示能性 用户能够通过 IT构件加入平台的属性

移动短视频 APP以提供信息获取（浏览、搜索等）、社交互动（关注、点赞、评论、

私信等）、内容生成（拍摄、制作、发布）等服务为主，为用户带来娱乐与实用价值。移动

短视频 APP的界面设计、功能表达、内容呈现形式等为用户带来多种体验，通过各种操作

行为促使用户融入平台，依据用户体验模型与移动短视频 APP的特性，总结归纳出移动短

视频 APP用户体验的五个维度即：感官体验、内容体验、情感体验、控制体验与行为体验。

感官体验是移动短视频 APP的界面与功能设计为用户带来的好看、好用体验，内容体验是

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内容的理解与评价等认知体验，情感体验是指用户在使用移动短视

频 APP时的整体感受，控制体验是用户在移动短视频 APP能够进行自主操作与设置，行

为体验是指用户在移动短视频 APP中进行社交互动、内容生成等参与行为时的内心感受。

结合感知示能性的概念与移动短视频 APP的特点，解释移动短视频 APP感知示能性概念，

见表 2。

表 2 移动短视频 APP感知示能性概念说明

Tab.2 The Concept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Perceived Affordance Description

感知示能性类型 概念说明

感知物理示能性
移动短视频 APP的界面美观或功能设计能够被用户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以提高其体验

感

感知认知示能性 移动短视频 APP的设计元素或功能能够促进用户的理解与认知

感知情感示能性 用户对使用移动短视频 APP设计元素或功能触发的主观感受

感知控制示能性 用户能够对移动短视频 APP的使用功能进行主观选择的可控行为

感知参与示能性 用户在移动短视频 APP的参与行为

2 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 用户体验量表开发/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user experience scale based on perceived affordance
2.1量表构建

依据感知示能性理论，采用文献调研法与内容分析法初步开发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

验量表。首先，系统梳理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等相关研究，总结归纳出移动短视频

APP的界面、功能、内容、服务等影响着用户体验；其次，基于感知示能性理论确定移动

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的主要维度。移动短视频 APP的界面美观与功能易用性影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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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感官体验，内容质量与内容特征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的内容体验产生影响，用户对

移动短视频 APP的情感体验主要包括愉悦感、满意度[34]，用户在移动短视频 APP中的个

性化设置与隐私设置等影响着用户的控制体验，由于用户在移动短视频 APP中的参与行为

主要包括浏览行为、社交行为与内容生成行为，考虑将社交性与内容创作纳入行为体验的

测量指标。

为进一步完善初步量表，邀请 8名移动短视频 APP资深用户围绕该量表题项的清晰度、

维度与题项间的代表性进行小组讨论，确保不同知识水平的用户能够理解该量表的题项表

述，确保该量表的维度与测量题项之间是合适的。结合讨论结果，修改后的初步量表指标

内涵、参考来源见表 3。

基于感知示能性理论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初步量表主要包括三个部分：①问卷

说明。简单介绍问卷调查目的，移动短视频 APP概念，移动短视频 APP类型如抖音、快

手、火山、西瓜视频等；②个人基本信息调查。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移动短视频

APP使用情况等；③核心量表调查。包括 5个主维度、10个子维度、30个测量题项。问卷

打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5分别对应“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

常满意”。

表 3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初步量表指标内涵与参考来源

Tab.3 The Connotation and Reference Source of The Preliminary Scale Index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User Experience Based on Perceived Affordanc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涵解释 参考来源

感知物理

示能性

界面美观性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的色彩搭配、页面布局、设计风格等简约美观 李宇佳等 [35]、沈军威等

[22]、杜海[36]、陈娟等[37]功能易用性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的浏览、社交互动、内容生成等功能简单易用

感知认知

示能性

内容质量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提供的内容可信度、可靠性、价值性等 耿瑞[38]、范雅娴[39]、戴艳

清等[21]内容特征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提供的内容呈现形式、内容类型等

感知情感

示能性

愉悦性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可以让用户心情愉悦 杨雪梅等[34]、耿瑞[38]、苏

婷婷[40]、张霞[41]满意度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可以让用户感到满意

感知控制

示能性

个性化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的个性化设置 邹桢博等 [42]、朱佳妮等

[43]、徐晨飞等[44]隐私安全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隐私安全的可靠性

感知参与

示能性

社交性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可以满足用户的社交需求 许洁等[45]、徐晨飞等[44]、

范雅娴[39]、苏婷婷[40]内容创作 主要指移动短视频 APP可以满足用户的创作需求

2.2量表优化

2.2.1预调研

预调研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6日至 11月 23日，共收集到 255份调查问卷，

根据题项数量与有效问卷数量 1:4的关系[46]，经筛选剔除全部选项一致的无效问卷 37份，

有效问卷率为 85.49%，利用 SPSS软件对预调研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

2.2.2信度检验

信度代表量表的一致性、稳定性，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至少要在 0.8以上[47]，表

明问卷信度良好。本量表的信度为 0.952，各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为 0.886、0.775、0.885、

0.839、0.905，说明问卷可信度较高。通过计算每个题项修正后的项与总计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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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ICT）、删除项后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Cronbach’s

alpha if item deleted, CAID）筛选测量题项，对于 CICT系数小于 0.4且 CAID系数大于量表

整体α系数的题项应予以删除[48]。30个测量题项的 CICT、CAID和克隆巴赫α系数均通过检

验，暂无要删除的题项，进入效度检验阶段。

2.2.3效度检验

效度是指量表测验结果的正确性、可靠性，构建效度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探索性因子

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49]。首先，通过 KMO检验与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判断能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计算得到 KMO值为 0.921，Bartlee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

方值为 4398.158，显著性为 0.000<0.01说明该问卷的效度良好，表明该量表数据存在公共

因子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正式对该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

法、旋转方法为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 9次迭代后已收敛，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见

表 4。

由表 4可知，感知认知示能性维度与感知控制示能性维度的旋转后因子载荷值结果不

理想，根据一个因子至少有 3个题项的原则，暂不采取删除题项的做法。对于不合适的题

项结合专家意见与小组讨论结果做进一步修改，修改完成后进行正式问卷的发放。

表 4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Tab.4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变量
成分

1 2 3 4 5

A1 0.821 0.038 0.223 0.092 0.060

A2 0.741 0.072 0.295 0.070 0.168

A3 0.773 0.184 0.219 0.061 0.222

A4 0.669 0.294 0.072 0.127 0.274

A5 0.610 0.334 0.176 0.111 0.121

A6 0.651 0.285 0.010 0.180 0.166

B1 0.246 0.038 0.163 -0.071 0.716

B2 0.168 0.248 0.118 0.143 0.745

B3 0.209 0.081 0.079 0.153 0.713

B4 0.629 0.227 0.033 0.484 -0.098

B5 0.496 0.308 0.144 0.546 -0.005

B6 0.473 0.389 0.023 0.354 0.272

C1 0.247 0.703 0.352 0.093 0.153

C2 0.307 0.659 0.313 0.172 0.284

C3 0.156 0.708 0.289 0.157 0.102

C4 0.236 0.683 0.278 0.200 0.038

C5 0.251 0.623 0.291 0.150 -0.004

C6 0.150 0.541 0.295 0.168 0.405

D1 0.308 0.187 0.211 0.726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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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0.347 0.412 0.267 0.533 -0.025

D3 0.347 0.198 0.358 0.608 0.096

D4 -0.062 0.084 0.281 0.631 0.466

D5 0.155 0.418 0.265 0.440 0.163

D6 -0.126 0.024 0.231 0.555 0.513

E1 0.310 0.289 0.571 0.301 -0.024

E2 0.081 0.425 0.687 0.112 0.154

E3 0.157 0.218 0.701 0.162 0.297

E4 0.131 0.232 0.749 0.202 0.206

E5 0.215 0.309 0.737 0.235 0.141

E6 0.224 0.355 0.699 0.204 0.059

3 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 用户体验量表形成/The formation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user experience scale based on perceived affordance
3.1正式调研

正式调研时间为 2023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31日，共收集到问卷 1054份，设置筛选

题筛除不认真作答的问卷，剔除题项作答全部重复一致、答题时间太短的调查问卷 140份，

正式问卷有效率为 86.72%。依据随机抽样样本量公式：
� 2� 2

∆� 2 ，计算所需样本量的大小

[50]。其中各变量的含义为：n为所需样本量大小，z为置信水平下的 z统计量（一般情况下

95%置信水平的 z统计量为 1.96），v为变异系数（实际计算中一般取 0.5），∆p为置信区间

的半宽即相对误差。由公式计算可得，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数量满足置信水平为 95%、相对

误差为 0.04下的样本总数 600份。

对正式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进一步检验调查问卷的结构一致性与合理性。考虑到 EFA与 CFA所使用的

数据样本不同，将正式问卷随机划分为两组，即 A组（457份数据样本）和 B组（457份

数据样本），分别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3.2信度分析

正式调查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Cronbach’s alpha, CA）为 0.958、KMO值为 0.963，

说明该调查量表的信度、效度较好，各维度下的 CA值为 0.922、0.926、0.936、0.921、

0.924，均高于标准值 0.8，说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3.3探索性因子分析

利用 SPSS对 A组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 KMO值为 0.978，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

卡方值为 12071.836，自由度为 435，显著性为 0.000，总方差解释为 73.74%，具有良好的

解释度。同样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选择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 8次迭代后已收

敛，得到正式问卷 A组的旋转成分矩阵，见表 5。由表 5可知，量表经过旋转后析出 5个

维度，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数值均高于 0.5、跨载荷数值均低于 0.4，与预调研问卷的探索

性因子分析结果相比，各指标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

表 5正式问卷 A组的旋转成分矩阵

Tab.5 Rotation Component Matrix of Formal Questionnaire Grou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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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成分

1 2 3 4 5

A1 0.266 0.308 0.185 0.323 0.647

A2 0.189 0.257 0.322 0.225 0.670

A3 0.246 0.374 0.251 0.282 0.588

A4 0.244 0.325 0.244 0.277 0.634

A5 0.196 0.367 0.425 0.241 0.548

A6 0.243 0.338 0.327 0.287 0.545

B1 0.774 0.176 0.133 0.328 0.150

B2 0.778 0.210 0.220 0.265 0.117

B3 0.801 0.199 0.197 0.229 0.160

B4 0.743 0.208 0.385 0.107 0.204

B5 0.732 0.214 0.333 0.090 0.240

B6 0.761 0.183 0.320 0.063 0.223

C1 0.322 0.273 0.699 0.179 0.236

C2 0.341 0.270 0.607 0.248 0.265

C3 0.336 0.323 0.643 0.226 0.219

C4 0.356 0.246 0.685 0.141 0.300

C5 0.305 0.259 0.671 0.235 0.230

C6 0.305 0.252 0.624 0.271 0.218

D1 0.269 0.339 0.353 0.515 0.347

D2 0.251 0.386 0.301 0.506 0.351

D3 0.250 0.363 0.347 0.555 0.314

D4 0.212 0.298 0.195 0.740 0.273

D5 0.191 0.314 0.319 0.666 0.302

D6 0.225 0.247 0.123 0.812 0.185

E1 0.269 0.685 0.196 0.189 0.365

E2 0.242 0.693 0.257 0.255 0.242

E3 0.205 0.715 0.270 0.299 0.198

E4 0.186 0.700 0.293 0.245 0.231

E5 0.190 0.704 0.248 0.295 0.233

E6 0.252 0.691 0.227 0.227 0.320

3.4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 B组问卷数据进行效度检验、参数检验和模型适配度检验综合评估该量表的科学性

与合理性。

3.4.1效度检验

量表效度可以通过内容效度、聚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三方面表征[51]。内容效度方面，首

先，本量表是在文献调研结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取主要维度，经过小组讨论后构建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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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其次，本量表在正式调研之前进行了预调研，根据反馈结果结合专家意见与小组讨

论结果进行修正，量表内容适配性与合理性较高。聚敛效度方面，主要是观察测量题项间

的相关性反映构面的一致性，采用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检验量表的

聚敛效度，即 CR>0.7且 AVE>0.5同时达到标准时，说明量表的聚敛效度良好。区别效度

方面，主要指构面与构面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通过 AVE的平方根判断潜变量与潜变量

之间的相关系数，如果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低于 AVE的平方根，则说明该量表的区分效度

良好，具体数值见表 6。

表 6 聚敛及区分效度结果

Tab.6 Convergence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Results

维度 CR AVE
感知物理

示能性

感知认知

示能性

感知情感

示能性

感知控制

示能性

感知参与

示能性

感知物理示能性 0.898 0.595 （0.771）

感知认知示能性 0.902 0.605 0.098 （0.778）

感知情感示能性 0.923 0.668 0.056 0.299 （0.817）

感知控制示能性 0.916 0.647 0.019 0.121 0.153 （0.805）

感知参与示能性 0.919 0.653 0.029 0.207 0.294 0.138 （0.808）

注：对角线括号内的数值为 AVE的平方根。

由表 6可以看出，该量表各维度的 CR与 AVE数值符合上述标准，说明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聚敛效度；而且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各维度 AVE的平方根，说明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区别效度。

3.4.2参数检验

使用 AMOS软件对 B组绘制 5个潜变量、30个观测变量和 30个残差变量的一阶结构

方程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运算，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 1

所示。由图 1可知，各指标的因子载荷数值大于 0.5，说明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解释度较好；

由表 7可知，非标准化因素负荷（Unstd）、标准误（S.E）均为正值，说明该模型没有违犯

估计[50][52]；C.R.的作用相当于 t检验，若 C.R.>2.58说明参数估计值达到 0.01显著水平[49]，

本量表的 C.R.值均大于 2.58即路径系数得到支持；由 p值可以得出本量表所有题项的显著

性达到 0.001水平，表明量表题项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各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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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表 7 观测变量及其对应潜变量之间的因子载荷系数估计

Tab.7 Estimation of Factor Loading Coefficients Between Observed Variabl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Latent Variables

非标准化

因素负荷
S.E. C.R. P

标准化因

素负荷

A1<---A 1.000 0.719

A2<---A 0.932 0.059 15.801 *** 0.778

A3<---A 0.962 0.061 15.883 *** 0.783

A4<---A 0.904 0.06 15.095 *** 0.743

A5<---A 0.964 0.06 15.934 *** 0.785

A6<---A 1.033 0.063 16.531 *** 0.816

B1<---B 1.000 0.703

B2<---B 1.027 0.069 14.886 *** 0.744

B3<---B 0.983 0.066 14.973 *** 0.748

B4<---B 1.139 0.069 16.457 *** 0.828

B5<---B 1.107 0.066 16.726 *** 0.843

B6<---B 1.067 0.067 15.824 *** 0.793

C1<---C 1.000 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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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 0.916 0.039 23.407 *** 0.846

C3<---C 0.950 0.041 23.004 *** 0.838

C4<---C 0.892 0.041 21.715 *** 0.810

C5<---C 0.882 0.045 19.666 *** 0.762

C6<---C 0.844 0.041 20.347 *** 0.779

D1<---D 1.000 0.743

D2<---D 1.116 0.06 18.459 *** 0.846

D3<---D 1.105 0.061 18.016 *** 0.828

D4<---D 0.974 0.059 16.526 *** 0.765

D5<---D 1.180 0.06 19.622 *** 0.896

D6<---D 1.005 0.063 15.864 *** 0.737

E1<---E 1.000 0.812

E2<---E 1.056 0.055 19.333 *** 0.798

E3<---E 1.063 0.056 18.995 *** 0.788

E4<---E 1.092 0.059 18.387 *** 0.769

E5<---E 1.082 0.053 20.231 *** 0.825

E6<---E 1.171 0.055 21.216 *** 0.853

3.4.3模型适配度检验

通过拟合优度指数（X2、df、X2/df<3）、相对拟合指数（TLI、CFI）>0.9、绝对拟合指

数（RMSEA<0.08）综合评估量表模型的拟合度[53]。具体的拟合指数见表 8，可以看出该

量表的各项适配指标均在理想范围之内，表明该量表结构良好。

表 8模型适配度指标值

Tab.8 Model Fitness Index Value

X2/df

(1-3)

RMSEA

(<0.08)

GFI

(>0.80)

TLI

（>0.9）

CFI

(>0.90)

NFI

(>0.90)

IFI

(>0.90)

原始数据 2.064 0.048 0.895 0.949 0.953 0.914 0.954

是否符合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5量表形成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形成正式量表，见表 9。

表 9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正式量表

Tab.9 The Formal Scale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User Experience Based on Perceived

Affordanc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题号 题项

感知物理

示能性

（A）

界面美观性

A1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的色彩搭配适宜

A2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的页面布局清晰合理

A3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的图标形象生动

功能易用性
A4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的基本功能全面

A5 我认为在移动短视频 APP上浏览视频信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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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我认为在移动短视频 APP制作、发布内容很容易

感知认知

示能性(B)

内容质量

B1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上的内容值得信任

B2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上的内容比较准确

B3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上的内容是正能量的

内容特征

B4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有多种内容呈现形式，如图片、文字、视频等

B5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的内容类型丰富，如生活类、美食类等

B6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的内容表达容易理解

感知情感

示能性

（C）

愉悦性

C1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很有意思

C2 我认为在使用移动短视频 APP过程中很享受

C3 我认为使用移动短视频 APP可以放松心情

满意度

C4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能表达我的喜好，如点赞、收藏等

C5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能满足我内容创作、观点发表等需求

C6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对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帮助

感知控制

示能性

（D）

个性化

D1 我能够在移动短视频 APP对个人主页等进行设置

D2 我能够在移动短视频 APP建立文件夹分类管理自己的喜好内容

D3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可以提供个性化设置服务

隐私安全

D4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能隐藏个人关键信息

D5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能提供权限设置

D6 我认为移动短视频 APP不会侵犯我的隐私信息

感知参与

示能性

（E）

社交性

E1 我能够在移动短视频 APP上评论、回复他人

E2 我认为使用移动短视频 APP能够加强我与他人的沟通交流

E3 我能够在移动短视频 APP中认识兴趣相同的新朋友

内容创作

E4 我能够在移动短视频 APP上与他人一起合拍视频

E5 我能够在移动短视频 APP上创建话题内容

E6 我能够在移动短视频 APP上发布原创内容

4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实证研究/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ser experience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based on perceived affordance
4.1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对正式调研获取到的有效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10。

表 10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Tab.10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

调查内容 属性 人数 百分比% 调查内容 属性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84 52.95

平 均每 天

使 用移 动

短 视 频

APP时长

2个小时以内 169 18.49
女 430 47.05

年龄

18岁以下 101 11.05 2-4个小时 274 29.98

18-25岁 520 56.89 4-6个小时 257 28.12

26-35岁 222 24.29 6-8个小时 174 19.04

36-45岁 54 5.91 8个小时以上 40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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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以上 17 1.86

移动短视频

APP使用年

限

小于 1年 81 8.86 移 动短 视

频 APP 的

使用数量

1个 206 22.54

1-3年 260 28.45 2-3个 519 56.78

大于 3年 573 62.69 3个以上 189 20.68

由表 10可知，从性别来看，调查对象的男、女占比分别为 52.95%与 47.05%，男女比

例基本持平；从年龄范围来看，18岁至 25岁、26岁至 35岁的用户数量占比较大，说明该

年龄段的用户是移动短视频 APP的主要受众人群；从移动短视频 APP的使用年限来看，

使用时间大于三年的用户占比较大，说明 62.69%的用户具有丰富的移动短视频 APP使用

经验；从移动短视频 APP的天均使用时长来看，每天使用 2至 4个小时、4至 6个小时的

用户占比为 29.98%、28.12%；从移动短视频 APP的使用数量来看，使用个数在 2-3个移动

短视频 APP的占比较大。综合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大部分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的使

用年限较长、天均使用时间较长、使用数量较多，说明调研对象具有丰富的移动短视频

APP使用经验，该测评量表结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2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常模

常模是指一定人群在测验所测特性上的普遍水平或水平分布状况[54]，常模作为一个参

照系，可以较好地反映用户个体在所测量用户群体中的相对位置。本研究通过建立百分位

常模和划界常模，探究在各个维度下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得分的分布情况。

4.2.1百分位常模

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共 30个测量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

量表，每个题目计分在 1-5之间，总共 150分。根据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的得分

情况，界定 5个百分位常模，得到量表得分在 5%~95%的分布情况，见表 11。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得分越高，其在百分位常模中的位置也越高，说明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的体验越满意。

表 11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的百分位常模

Tab.11 Percentile Norm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User Experience Scale

维度 5% 25% 50% 75% 95%

感知物理示能性 12.00 19.00 24.00 26.00 30.00

感知认知示能性 8.00 17.00 21.00 24.00 28.00

感知情感示能性 12.00 18.00 23.00 26.00 30.00

感知控制示能性 11.00 17.00 19.00 24.00 30.00

感知参与示能性 11.75 18.00 22.00 25.00 29.00

总分 68.75 95.00 107.00 120.00 133.00

4.2.2划界常模

以上文构建的百分位分布水平为基础，建立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的划界常模。

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得分位置小于 P20为非常不满意，P20-P40为不满意，P40-P70为一

般，P70-P90为满意，大于 P90为非常满意，划界常模见表 11。根据划界常模结果，可以获

得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的使用体验，并依据该得分不断改善移动短视频 APP的功能等。

如某用户的量表总分为 90分，依据常模的划分标准，判断该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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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为不满意，表明移动短视频 APP的运营方应着重改善某一功能，提高用户的体验感。

表 12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的划界常模

Tab.12 The Demarcation Norm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User Experience Scale

维度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感知物理示能性 <18 18~21 21~25 25~28 ≥28

感知认知示能性 <16 16~19 19~24 24~26 ≥26

感知情感示能性 <17 17~21 21~26 26~29 ≥29

感知控制示能性 <16 16~18 18~23 23~27 ≥27

感知参与示能性 <17 17~20 20~24 24~27 ≥27

总分 <89 89~103 103~117 117~129 ≥129

4.3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水平分析

根据前文建立的划界常模，将正式调研收集到的 914份有效问卷划分为五个等级，分

析用户在各个等级的占比情况，如图 2所示。从图 2可以看出，18.82%、11.49%的用户对

移动短视频 APP体验感到满意、非常满意，18.16%、19.58%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体

验感到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移动短视频 APP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各维度得分有针对性

地进行改进与优化，进一步提高用户在移动短视频 APP上的满意度与体验感。

图 2基于感知示能性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水平

Fig.2 User Experience Level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Based on Perceived Affordance

4.3.1感知物理示能性

感知物理示能性维度，33.59%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在满意水平以上，

14.66%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为不满意状态，这表明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

的界面美观性与功能易用性比较满意。移动短视频 APP低门槛、操作简单等特点满足用户

的基本使用需求，降低了用户使用移动短视频 APP的成本，用户在该维度的满意程度较高。

4.3.2感知认知示能性

感知认知示能性维度，约 12.25%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为非常满意，约

21.55%、18.38%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水平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相较于其

他维度，感知认知示能性维度的测评得分普遍较低，结合该维度的测量题项得分，可以得

出内容质量子维度对用户体验的影响较大。移动短视频 APP的开发商、运营商等可以在内

容质量方面做好“把关人”、“守门人”，减少低俗、恶趣味等低质量视频的生产、传播等，

鼓励与扶持高质量、高水平内容的生产与制作，坚持主流价值观内容建设，打造移动短视

频 APP优质的内容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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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感知情感示能性

感知情感示能性维度，约 30.42%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在满意水平以上，

占比为 18.93%、18.38%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水平。

用户在感知情感示能性维度的测评得分较高，说明移动短视频 APP能够满足用户的基本情

感需求，为用户带来愉悦轻松的使用体验。

4.3.4感知控制示能性

感知控制示能性维度，约 10.72%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为非常满意，占

比为 18.82%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为非常不满意。结合测评题项得分，可以

发现隐私安全方面的测评得分较低，说明用户担心移动短视频 APP泄露自己的隐私数据，

从而影响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的体验感。移动短视频 APP的开发商需要加强对用户隐

私数据方面的保护，在使用各项授权时给予用户充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做好保护用户隐

私方面的工作，提高用户对自身产品的信任感以改善用户体验。

4.3.5感知参与示能性

感知参与示能性维度，23.96%、14.77%占比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为满意、

非常满意，18.16%、19.58%的用户对移动短视频 APP体验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感知参

与示能性维度是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五个维度中得分最高的维度，说明用户对移动短

视频 APP提供的社交功能与创作功能满意度较高，用户愿意在移动短视频 APP上进行社

交、进行内容创作记录与分享自己的生活。移动短视频 APP的开发商可以将其发展为核心

竞争力，作为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竞争优势，突出自身核心与特色，探索更多参与方式、

解锁更多新玩法，给予用户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减少用户流失现象与用户转移行为。

5结语/Conclusions
本研究引入感知示能性作为构建量表的理论依据，结合文献调研与小组讨论结果确定

量表维度与题项，根据预调研结果进行量表题项优化，通过开展正式调研进行检验与修正，

最终形成包含 5个主维度的正式量表。各项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可以作为测量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水平的测量工具。基于正式调研的有效数据，建立

百分位常模和划界常模，分析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水平，为将来完善移动短视频 APP

功能、指明移动短视频 APP发展方向等方面提供参考。

本研究开发的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可应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理论方面，引

入感知示能性理论开发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量表，有助于弥合设计者与使用者两个视

角之间的横沟；针对普通大众开展移动短视频 APP用户体验调研，有助于了解用户对移动

短视频 APP的真实体验，促进对用户行为的新研究。实践方面，该量表为移动短视频 APP

的产品设计和优化提供指导，使得移动短视频 APP开发商与运营商可以根据该量表获取用

户对自己产品的使用情况与真实评价，进一步解析数据结果开发产品新功能、完善基本功

能的方案，有针对性地回应用户反馈。

本研究虽然按照量表开发的基本流程，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调查样本方面，本量

表调查的是移动短视频 APP这一类产品的用户体验情况，并未针对某一具体的移动短视频

软件，移动短视频 APP运营商在使用该量表时应考虑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测量题项的修正与

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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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User
Experience Scale Based on Perceived Affordance

Dong Panpan1, Li Yongming1*, Li Shuangshu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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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Developing a user experience scale for mobile short video APP,

and provide reli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version update iteration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erceived affordance, a qualitative scale wa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group discussion. The scale was

quantitatively optimized through pre-investigation, and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formal

investigatio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effective data, and the formal scale was revised and formed.[Result/Conclusion] The formal scale

includes five main dimensions, 10 sub-dimensions and 30 items of perceived physical affordance,

perceived cognitive affordance, perceived emotional affordance, perceived control affordance and

perceived participation affordance, and uses the formal scale to measure the user experience level

of mobile short video APP.

Keywords: perceived affordance; mobile short video app; user experience; sca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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