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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偏好和性格对汉字网页关键词搜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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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研究 WWW上中文文本的显示效果 ,考察了显示格式对汉字网页关键词搜索时间的影响。实验

采用 3 (字体 :宋体、仿宋体、楷体) ×3 (行间距 :无行距、单倍行距、两倍行距) 组内设计 ,因变量为搜索时间。

被试为 22 名大学生。同时还考察了被试对网页显示格式的偏好及其被试的性格特征。对被试搜索绩效、偏

好、性格特征的分析揭示了对汉字网页进行关键词搜索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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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ormats , Preferences and Personalities on Searching Keywords on Chinese Web Pages

XUAN Yu2ming ,FU Xiao2lan

(Division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splay forma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keyword searching task was studied to investigate the dis2
play effects of Chinese texts on Web pages. 3 ( Font types : Song ,Fangsong ,and Kai) ×3 (Line spacing : no spacing , single

spacing ,and double spacing) within2group design was used with searching time as dependent variable. Subjects were 22 un2
dergraduates. The subjects’preferences to the display formats and their personality types were also examined.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arching performances ,preferences , and personality reveals some rules in searching Chinese Web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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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尤其是万维网

(WWW)的迅速发展 ,浏览互联网站已成为人们获

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内外有关互联网用户

的调查发现 ,搜索获取信息一直是人们上网最主

要的动机。因此 ,网页的阅读工效 ,尤其是网页搜

索的工效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文是一种有别于拼音文字的象形文字 ,电

子媒介上的中文材料的阅读工效一直是国内学者

重视的研究课题 ,但近来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动

态文本的阅读工效 ,而忽视了静态文本阅读的基

本工效问题[1 ,2 ] 。有研究者针对网页的超文本特

点展开了一些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3～5 ] 。

但是 ,显示格式对中文网页的阅读工效是否有影

响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此

外 ,很少有研究考虑个体差异 ,如偏好和性格特征

对阅读或搜索工效的影响[5 ] 。

本研究以搜索汉字网页上的关键字为实验任

务 ,研究汉字文本的不同显示格式 (字体和行间

距)对搜索时间的影响 ,并通过对被试性格特征、

偏好和搜索时间的分析揭示在汉字文本网页的搜

索速度和格式偏好上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22 名大学本科生 ,其中男 10 名 ,女 12 名 ,年

龄在 16～24 之间 ,视力或者纠正视力正常。不熟

悉实验材料。

2. 2 　设备

实验在 40 W 普通日光灯照明的房间内进行。

全部实验在 2 台奔腾兼容机上完成 ,每台机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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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7 英寸的 SamSung SynMaster 750s 型显示器、机

械式鼠标器和鼠标垫 ,设置为 800 ×600 分辨率和

85Hz 的刷新频率。

实验材料的显示模拟微软的 IE 的全屏显示

时的缺省模式 :黑字白底 ,字体大小为 12point ,左

对齐。全屏显示是为了能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更

多的汉字 ,而左对齐的显示格式能保证文本有相

同的字间距。

2. 3 　设计

本实验采用 3 ×3 组内设计 ,通过不同字体和

行间距的组合控制实验材料的显示格式。3 种字

体分别是宋体、仿宋体和楷体 ,它们依次为印刷品

及其网页文本上最常用的前 3 种字体。3 种行间

距分别是无行距、单倍、双倍行距 ,单倍行距是最

常见的行间距 ,无行距是编辑网页时直接按软回

车 (Shift + Enter) 得到的结果 ,而双倍行距则是编

辑网页时直接按回车键得到的结果。9 种实验条

件顺序拉丁方平衡。

2. 4 　材料

参照朱海、许百华等的经验[1 ] ,我们选取了

1980～1985 年间的托福全真考题中的阅读短文的

中文译文作为实验材料。对原译文进行了仔细的

校订审查 ,并使所有译文的字数大体相当。最后

选出 10 篇短文 ,其中 1 篇为练习材料 ,9 篇为正式

实验材料。控制每篇短文需要搜索的关键字的位

置 ,大体上遍布了屏幕上中下和左中右 9 个不同

位置。

采用《性格解析》[6 ]中的问卷测查被试的性

格。该问卷把人的性格分成 4 种类型 :活泼型、完

美型、和平型和力量型。

2. 5 　程序

被试按顺序完成关键词搜索 ,偏好测试及其

性格测试 3 个任务 ,在任务间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整个实验均在计算机上完成。在关键词搜索任务

中 ,被试首先通过鼠标操作测试以熟悉鼠标操作 ,

然后进行关键词搜索练习 ,最后完成关键词搜索

的正式测试。

关键词搜索任务的指导语是 :“本测试的主要

任务是搜索关键词。您将要完成 9 篇不同的短

文。需要搜索的关键词和短文同时呈现 ,且关键

词出现在短文之前。请您尽快搜索出短文中的关

键词并用鼠标左键点击该词。关键词在短文中只

出现一次。每篇短文要搜索的关键词都不一样。

每篇短文内容都能全部显示在单个屏幕 ,不需要

翻页。希望您做得又快又好。”每篇短文中只有 1

个关键词 ,当被试正确点击关键词所在位置时 ,计

算机记录被试的搜索时间。每名被试在每种条件

下搜索 1 篇短文中的 1 个关键词。9 篇短文与 9

种实验条件的关系在被试间平衡。

采用对偶比较法测查被试对显示格式的偏

好。屏幕被分成上下两栏分别用两种显示格式同

时显示同一篇短文 ,要求被试从中选择出他们更

喜欢的格式。为消除空间误差 ,采用随机方式确

定上下两栏的显示格式。9 种格式的两两比较一

共有 36 次 ,被试每比较 12 次可以稍做休息。

3 　结果

表 1 所示为 9 种格式下被试搜索关键字的平

均时间和标准差。对字体 ×行间距的重复测量的

方差分析 (ANOVA) 的结果表明 ,字体、行间距的

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Fs < 1 , Ps > 0. 1) 。

项目分析结果表明实验材料之间的差异也不显

著。
表 1 　不同显示格式下被试搜索关键字的时间 ( s)

宋体

无行距 　单倍行距 　双倍行距

仿宋体

无行距 　单倍行距 　双倍行距

楷体

无行距 　单倍行距 　双倍行距

x
— 16. 03 13. 96 12. 36 14. 96 12. 64 17. 09 14. 46 14. 68 15. 65

s 11. 23 6. 96 6. 82 9. 43 8. 80 9. 35 6. 76 11. 81 11. 27

　　偏好测试的结果如表 2 所示。选择某种格式

的总次数越多 ,表示被试越喜欢这种显示格式。3

×3 列联表分析表明 ,字体和行间距两个变量彼

此独立 ,χ2 (4) = 0. 56 , P > 0. 05。对 3 种字体的被

选次数的拟合度分析表明 ,对不同字体的偏好没

有差异 ,χ2 (2) = 1. 85 , P > 0. 05。对 3 种行间距的

被选次数的拟合度分析表明 ,被试对不同行间距

的偏好有显著差异 ,χ2 (2) = 54. 82 , P < 0. 001 ,最

喜欢单倍行间距的格式 ,最不喜欢无行间距的格

式。
表 2 　偏好测试中选择不同格式的总次数

行间距
字体

宋体 仿宋体 楷体

无行距 56 56 56

单倍行距 118 106 106

双倍行距 108 9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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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性格测试中被试的得分进行聚类分析 ,结

果发现 ,被试可分成超活泼型、活泼型、和平型和

力量型 4 类。我们把活泼型和超活泼型组合成活

泼型 ,和平型和力量型组合成非活泼型。22 名被

试中活泼型有 10 人 ,其中男 3 人 ,女 7 人 ;非活泼

型 12 人 ,其中男 7 人 ,女 5 人。双侧 t 检验结果

表明活泼型的搜索时间 ( x
—

= 13. 75 s) 显著短于非

活泼型的搜索时间 ( x
—

= 18. 10 s) , t (20) = 2. 629 ,

P < 0. 05。进一步的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性格特

征与显示格式对搜索时间的影响没有显著的交互

作用。

表 3 给出了两种性格特征的被试在偏好测试

中对不同显示格式的选择次数。卡方检验的结果

表明 ,在对行间距的偏好上 ,活泼型和非活泼型被

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χ2 (2) = 0. 27 , P > 0. 05 ,两

者都是最喜欢单倍行间距的格式 ,最不喜欢无行

间距的格式。但在字体的偏好上两类被试有显著

差异 ,χ2 (2) = 27. 74 , P < 0. 001 ,活泼型被试最喜

欢宋体 ,最不喜欢楷体 ,而非活泼型被试则相反 ,

最喜欢楷体 ,最不喜欢宋体。

表 3 　两种性格类型的被试对显示格式的偏好

性格类型
字体

宋体 仿宋体 楷体

行间距

无行距 单倍行距 双倍行距

活泼型 188 130 114 92 183 157

非活泼型 94 126 140 76 147 137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 ,字体和行间距对汉字网页中关

键字的搜索时间没有显著影响。该结果和一些以

其他文字为实验材料的关于阅读速度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比如 ,Muter 等发现行间距对电视屏幕

上文字的阅读速度和理解没有影响[7 ] 。

本研究发现 ,被试的性格特征对搜索时间有

显著影响 ,活泼型被试的搜索时间显著短于非活

泼型被试的搜索时间。Lieberman 采用记忆扫描

范式研究工作记忆的中央执行机构 ,结果发现把

工作记忆中的内容和外在目标相比较时 ,内向的

被试比外向的被试慢[8 ] 。这个结果和本实验的结

果可以说是一致的 ,因为关键词的搜寻和确认也

是一个比较的过程。

本研究发现 ,总体上被试对显示格式的偏好

不受字体影响 ,但活泼型和非活泼型被试对字体

的偏好差异显著 ,活泼型被试最喜欢宋体 ,最不喜

欢楷体 ,而非活泼型被试则相反 ,最喜欢楷体 ,最

不喜欢宋体 ;对行间距的偏好有显著差异 ,无论是

活泼型被试还是非活泼型被试 ,都是最喜欢单倍

行间距的格式 ,最不喜欢无行间距的格式。

本研究发现 ,虽然被试对不同的字体和行间

距有偏好 ,但字体和行间距在关键字搜索时间上

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与前人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Bernard 等以小学生为被试也发现 ,

尽管在可读性评估中某些字体优于其他字体 ,被

试对其中的一些字体有明显的偏好 ,但总体上字

体和字体大小对阅读速度没有影响[9 ] 。

人们直觉上会认为 ,对偏好的东西的工作绩

效可能会提高。但本研究和其他研究结果表明 ,

偏好某样东西并不保证在其上有更高的绩效。那

么能否表明我们在编辑网页、建设网站中可以忽

略用户群体的偏好呢 ? 恰恰相反 ,要在吸引眼球

和提高用户忠诚度的竞争中获胜 ,提供符合个体

偏好和需求的个性化服务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5 　结论

综上所述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为 : ⑴字体和行

间距对关键词的搜索时间没有显著影响。⑵被试

性格特征对关键词搜索时间有影响 ,活泼型的搜

索速度快于非活泼型。⑶活泼型被试最喜欢宋

体 ,最不喜欢楷体 ,而非活泼型被试最喜欢楷体 ,

最不喜欢宋体 ;所有被试都最喜欢单倍行距的格

式 ,最不喜欢无行距的格式。⑷对显示格式的偏

好对关键字的搜索时间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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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馈信息 ,它需要弹出对话框让用户回答 ,当网

络连接速度较慢时弹出调查窗口可能让用户有点

恼火 ,从而导致用户不反馈或者反馈的信息不真

实。它还应该包含一个选项来避免定期调查的出

现 ,假使用户每次返回到某网站时都出现同样的

对话框 ,这最终将变得令人厌烦。

3 　总结

类似的工具还有 UsableNet . com (www. us2
ablenet. com) 的 Lift Online Pro 和 WebCriteria 公司

(www. webcriteria. com) 的 Max 智能浏览代理工

具[6 ]等。这些工具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可用

性测试的缺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这些工具

本身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它们不应该也

不可能代替传统的测试方法。因此 ,在进行网页

可用性测试时 ,测试者应尽可能地选择多种测试

方法 ,做到扬长避短 ,这样才能对网页可用性方面

存在的问题得到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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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网络一方面可以对油库的安全状况做出评

价 ,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影响油库安全的各因素的

权重。

(3)油库安全评价属于模式识别问题 ,而当前

迅速发展的人工神经网络已在模式识别方面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因此 ,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油库

安全评价是完全可行的 ,但关键在于学习样本的

规模和代表性[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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