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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日志法收集到 10840条真实手机短信 ,并采用编码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分类 ,得到两大类

短信 :工具类和表达类。短信主题对短信长度有显著的影响。表达类中关心问候的短信较长 ,工具类中请求

要求类的短信最长。在沟通中 ,男性发送的工具类短信比表达类短信多 ,而女性发送的工具类短信则比表达

类短信少。偏好短信者发送的表达类短信比偏好手机通话沟通的人发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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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0840 true short messages were collected by respondents’ diary. Two categories and were emerged by

coding methods. Communication themes p lay an significant role in messages’ length. In exp ressive messages emotional

ones are the longest, while in instrumental command and request are the longest. Males are sending much more instru2
mental messages, while females are sending more exp ressive ones. Texters are sending much more exp ressive messages

than tal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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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手机具备短信功能之后 ,短信发送量增

长极快 ,到 2006年已超过 4296亿条 [ 1 ]。短信提

供了灵活的交流方式 ,编辑短信可考虑措辞及接

收者的情境 ,使沟通更便利 [ 2 ]。

研究发现青少年和年轻人 ( young adults)更

热衷短信 [ 3 ] ,女性使用短信比男性更活跃 [ 4 ]。

L ing对词频的研究发现你 ( you)的使用频率最

高 ,介词 (on /at/ in / to)使用频率也很高 ,这表明人

们在通过短信进行协调 ,因为描述事件的时间和

地点必须要使用这些介词 [ 3 ]。随着短信的流行 ,

国内对短信的研究也逐步开始。但研究只涉及哪

些人在使用短信 ,短信调查也只是统计内容的频

次 ,且主题是研究者预先假定的 ,而不是来自于真

实的手机短信内容 ,因而研究中缺乏对短信内容

具体细致的探讨。在年发送量几千亿的短信中 ,

人们交流了什么 ,以短信为媒介人们沟通了什么 ?

本文采用问卷和日志法 ,获得被试记录的短信内

容 ,并对这些真实短信的内容予以分析 ,以期能够

解答以上的问题。研究结果可以为将来手机生产

和设计部门提供信息 ,如根据不同人群的短信主

题偏向设计个性化的手机 ,存储预设的模式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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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

2　方法

2. 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 ,先随机选择

了一些被调查者 ,然后请他们推荐属于研究目标

总体特征的调查对象。本研究以学生和工作人员

两个群体为主 ,抽取了 112名被试 ,其中男性 53

名 ,女性 59名 , 25岁以下的占 36. 6% , 25 - 39岁

的占 48. 2% , 39岁以上人群占 15. 2%。

2. 2　数据收集和处理

通过短信记录表和背景信息问卷来手机被调

查者日常发送的真实短信内容和被调查者的相关

信息 ,收集方式包括了纸笔版和电子版 ,短信记录

表要求被试记录原始的短信内容 ,不做任何修改

和变动 ,包括标点、空格、及错别字。背景问卷收

集了人口学变量及手机型号等。

采用编码分析的方法 [ 5 ]
,根据短信内容对短

信进行分类。首先 2位研究者阅读短信的内容 ,

讨论短信主题分类的框架。L ing等将短信分为工

具型 ( instrumental)和表达型 ( exp ressive)两类 [ 3 ]。

但此分类忽略了很多其它的信息 ,细化主题分类

将有助于对短信内容的了解。经过持续讨论和试

编码 ,最终确定在 2个类别下分为 7个小类别 ,并

给出每个类别的具体定义 ,形成短信内容编码本。

编码本形成后 ,为了让 3名编码者对编码形成统

一的标准 ,随机选择 100条短信进行试编码 ,求得

编码者两两相关的一致性系数 ,通过 Fisher z转

换 ,得到 3位编码者之间的平均一致性系数为

0. 758。然后由 3名编码者独立对每条短信进行

编码。综合 3位编码者的独立判断 ,当有 2名及

以上编码者的判断一致 ,则确定为该短信的类别。

3位编码者均不一致的判断 ,则讨论直至最终达

成一致。统计分析工具采用 SPSS12. 0。

3　结果

3. 1　短信的主题类别

根据编码分析结果 ,收集到的 10 840条有效

短信有 7个子类别 (见表 1) ,其中关心问候的短

信最多 (45. 5% ) ,其次为询问信息 (23. 1% )和协

调 (20. 8% ) ,委婉请求的短信最少。

表 1　不同类别的短信数量及举例

短信类别 子类别 条数 百分比 ( % ) 长度 举例

工具类

1协调 2257 20. 8 13. 39 好的 ,明天在什么地方见面 ?

2询问信息 2503 23. 1 13. 99 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阿 ,坐几路车 ?

3礼貌回应 188 1. 7 7. 31 好吧 ,师姐 ,你忙吧 ,有空联系。

4请求要求 638 5. 9 15. 86 小王 ,赶快回宿舍 ,我没有带钥匙。

5委婉请求 45 0. 4 14. 96 你的自行车最近不用吧 ?

表达类
6闲谈聊天 279 2. 6 14. 68 周不戴眼镜的样子好搞笑。

7关心问候 4930 45. 5 16. 28 弟 ,读书怎么样阿 ,好久不见 ,想哥么 ?

3. 2　短信主题与长度

将短信分为随意的 ,标准的和礼貌的三种礼

貌程度。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短信类别的主效应

显著 ( F = 16. 956, P < 0. 01 ) ,礼貌程度的主效应

边缘显著 ( F = 2. 597, 0. 05 < P < 0. 10) ,交互作用

不显著 F = 1. 439, P > 0. 05。

表 2　不同类别和礼貌程度的短信长度 x
-

短信 随意的 标准的 礼貌的

工具类 13. 59 (10. 86) 13. 69 (10. 97) 16. 13 (12. 11)

表达类 16. 14 (12. 55) 16. 29 (10. 96) 16. 52 (10. 30)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达类短信显著比工具类的长。对礼貌程度

的 LSD 检验发现礼貌的短信显著长于另两类 ,而

随意的和标准的两种短信在长度上没有显著差

异。而对短信的子类别的检验显示 ,在工具类短

信中 ,请求要求类的短信 ( x
-

= 15. 86, s = 11. 46 )

显著长于其他类别 , 而礼貌回应类的短信最短

( x
-

= 7. 31, s = 5. 39)。在表达类的短信中 , 关心

问候类的短信 ( x
-

= 16. 28, s = 12. 17 )比闲谈聊天

类 ( x
-

= 14. 68, s = 9. 64)的长。

3. 3　性别、使用偏好与短信主题

卡方独立性检验发现性别与短信主题有关

联 ,即男女发送的短信数量在主题类别上有显著

差异 ,χ2 = 63. 14, df = 1, P < 0. 01。男性发送的工

具类短信 ( n = 2846)比表达类短信多 ( n = 2241) ,

而女性发送的工具类短信 ( n = 2772 )则比表达类

短信 ( n = 2967)少。在问卷中被试记录是偏好短

信沟通还是直接使用手机通话进行沟通 ,将被试

分为偏好短信者 ( texter)和偏好手机通话者 ( talk2
er) ,卡方独立性检验发现手机使用方式与短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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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关联 ,两种类型的使用者发送的短信数量在

主题上有显著差异 ,χ2
= 62. 94, df = 1, P < 0. 01。

偏好短信者发送的表达类短信数量 ( n = 3034 )比

偏好手机通话沟通的人发送 ( n = 2175)的多。

4　讨论

4. 1　短信主题

工具类是指通过短信进行有明确目的的沟

通 ,如为获得帮助或调整见面时间地点。其中协

调类中包含 L ing等提出的微观协调 (m icro - coor2
dination)短信 ,即临时通知对方时间和地点的改

变等 [ 7 ]。互通信息如询问对方信息 ,以及提供对

方需要信息的短信。礼貌回应短信则是试图结束

谈话 ,或给予简单回应 ,没有实质内容 ,只是出于

礼貌或感谢等。当短信是请求或命令别人帮忙做

事时 ,就归为请求要求。该类别与协调的区别是

请求要求类是计划对方的行为 ;而协调则与两个

人的行为都有关。委婉请求的短信是为了提出要

求或请对方帮忙之前的一些委婉言语的铺垫 ,如

“你的自行车最近不用吧 ?”。表达类短信没有明

确目的和事务导向 ,如闲聊倾诉。如闲谈聊天短

信是了解彼此近况 ,或与两者相关的第三方信息 ,

但无太多情感表露。当短信是表达关心支持时 ,

就归入关心问候类。本研究中工具类和表达类的

数量相当 ,短信的沟通涉及了日常活动很多方面 ,

从事务规划到协调 ,从拉家常到关心问候 ,这反映

了短信第五媒体的作用 ,短信已经被频繁作为沟

通媒介。另外 ,中国手机短信中显现出了一个特

殊主题 ———寻求帮助 ,是一种并不在字面明显表

露要求帮助的短信 ,国外短信中没有发现这个类

别 ,这可能是中国人在沟通中较为含蓄的一个缩

影。

4. 2　短信长度、性别、使用偏好与短信主题

表达类短信的长度显著长于工具类短信。工

具类短信中 ,最短的是礼貌回应短信。这类短信

通常在沟通的末尾出现 ,用于向对方确认已经明

确了信息。本研究发现女性对表达类的短信更为

青睐 ,男性更多发送了工具类的短信。此结果一

定程度上符合将女性与感性联系 ,男性与理性联

系的状况。Reid (2004)等研究了手机使用偏好对

短信的影响 ,发现偏好短信者似乎与定期收发短

信的人形成了一个短信圈 ( text circles) ,并通过短

信与他们保持紧密的关系 ,而偏好手机通话者则

没有这种现象 [ 6 ]。本研究发现不同手机使用偏

好者在发送的短信主题上有差异 ,证实了手机使

用偏好对短信主题的影响。

5　结论

手机短信的沟通主题涉及了人们活动的多方

面。短信主题对短信长度有显著的影响。男性发

送的工具类短信比表达类短信多 ,而女性发送的

工具类短信则比表达类短信少。偏好短信者发送

的表达类短信比偏好手机通话沟通的人发送的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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