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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数据新闻是日常生活中受众最广的信息可视化技术应用形式之一，区别于传统任务导
向的信息可视化应用，受众信息接收更易受到主观意愿的影响，进而发生信息回避行为。为探索
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机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质化研究部分对结果进行
编码得到影响因素 ；量化研究部分以质化研究结果为基础制订量表，通过因子分析和阶层回归进
行统计分析。质化研究部分得到 7 个影响因素，最终“信息超载”“图表轻视”“内容陌生感”3

个因素在量化研究部分被证明是显著影响可视化信息回避的因素。说明回避行为主要受到预期认
知资源消耗的影响，且这一过程中内外因素是共同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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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news using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is prevalent in everyday 

lif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raditional task-oriente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s， 

the audience’s information reception tends to be influenced by subjective intention， which 

causes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edictors and 

mechanisms of the avoidance behavior of data news visualization information. In this study， 

mixed research methods were adopted. 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on 15 interviewe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obtained through 

encoding. In the quantitative part， a scal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wo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obtain the data of 184 and 436 respondents 

respectivel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factor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Seve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found 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t， and three of 

them i.e. “information overload”， “diagram contempt” and “content unfamiliar degree”， were 

proved to be the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avoidance of visual information in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par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oidance behavior was mainly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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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化是利用可视化方式表达抽象信

息以便于人们理解与记忆的一种技术手段 [1][2][3]。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网 络 可 视 化 市 场

规 模 分 别 为 240 亿 元、322 亿 元、410 亿 元，

2019—2021 年年复合增长率为 26.99%[4]，市

场发展迅速。随着以手机为代表的个人智能终

端普及，信息可视化技术应用从政府决策、市

场报告等专业化领域向公众服务、大众传播等

日常生活相关领域不断拓展 [5][6]。与专业化领

域中任务导向的情况不同，人们在日常生活相

关领域中对信息可视化技术应用的接受程度

由于受到主观意愿的影响而存在相当强的自

主选择性。任务导向背景下以注意和认知为基

础、效率为目标的理论不能直接用于日常生活

情境。这也导致相关研究和技术应用面临一些

新的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数据新闻可

视化信息的回避行为问题。数据新闻是量化的

内容报道，是用数据作为表述形式的新闻 [7]。

它是信息可视化技术应用中受众最广的形式

之一，与其他媒介形式不同之处在于内容具有

科学性 [8]、数据呈现可视化 [9]、对受众的数

据素养有一定要求 [10]。这些特性也导致受众

对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存在不同程度的回避。

本研究即针对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的回避行

为展开研究，探索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1　文献综述

1.1　数据新闻的信息可视化

现有大部分研究都认同数据新闻是信息可

视化技术应用的重要新领域之一，且在大众媒

介中是受众接触最为广泛的信息可视化应用

形式。但由于数据新闻的概念侧重强调新闻内

容呈现形式的特异性，因而学术研究中对其是

否为一种独立的新闻题材或类型存在争议。相

关研究也根据研究切入点不同而主要分为两

个角度的探讨。

一是新闻生产策略角度，旨在探索数据新

闻中数据可视化对策，主要涉及两类研究。第

一类研究侧重视觉设计方法，基于平面设计原

则，以提出可视化设计的基本方法为主要目

标。如数据新闻的可视化设计应尽量运用扁平

化形式、对比与统一的色彩形式、网格版面空

间形式等 [11]。第二类则关注具体技术实现方

法，如在线式可视化工具开发方法 [12]、树叶

图可视化工具开发方法 [13]、音频采访数据可

视化分析工具开发方法 [14] 等。这些研究有助

于提高新闻信息可视化从业者的工作效率。

二是视觉呈现的认知效果角度，侧重受众

新闻可视化视觉呈现的认知机制，对新闻生产

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信息加工论”是这类研究

的基本理论视角。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过程是

对信息的加工过程，涉及人们如何注意、选择

和接收信息，如何对信息进行编码、内在化和

组织 [15]。受众的注意、理解、记忆、评价行为

是认知效果测量的主要指标。针对静态图表的

研究发现，良好的图表样式设计有利于受众认

知 [16][17]。例如，柱状图更易于吸引受众的视觉

注意，而折线图吸引视觉注意的能力稍弱，饼

图的认知加工过程消耗的认知资源最多 [18]，装

饰性元素设计则不影响人们对可视化信息的理

解和记忆 [19]。对交互图表的研究则发现，探索

型、分析型是交互式可视化图表的两种主要形

式 [20]，受众使用交互式可视化图表的主要目的

是进行数据空间的探索 [21]，但交互可视化图表

的交互功能经常被新闻受众忽视 [22]。视觉呈现

的认知效果研究强调视觉因素对受众认知绩效

的影响作用，暗示理解视觉呈现的受众反应对

by the expected cognitive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orked 

together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Information avoidance　Data news　Visualized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overload 



104

信息可视化的实践意义。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信

息选择”是认知过程的关键部分 [23] ；读者心理

学研究也将“文本选择”视为最基本的阅读行为，

“读者只选择对自己有价值意义的文献资料作为

知觉的客体”[24]。现有大部分研究仍是以假设

受众会努力理解数据新闻的可视化信息为前提

的，即受众是任务导向的，但现实情境中应首

先考虑客观存在的信息回避行为如何影响受众

选择信息。如果受众出于特定原因在阅读前就

已产生信息回避行为，则认知效果研究结果在

现实层面的指导意义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1.2　信息回避

心 理 学 家（Festinger）在 认 知 失 调 理 论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中提出，人们总

是希望自己对不同事物的态度保持一致，或者

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保持一致 [25]。当人们觉察到

不一致时，会感觉到认知失调造成的心理不适，

从而引起回避 [26]。基于这一理论，信息回避作

为一种认知失调的行为结果被提出。信息回避

被定义为人们停止或延迟获取那些不愿了解的

信息的行为 [27]。信息回避的研究侧重描述信息

回避行为模式以及解释其行为机制。

行为模式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信息回避

包括空间上远离信息、故意曲解信息、主动忘

却信息等 [28] ；也有学者发现信息回避存在于信

息搜寻、信息吸收、信息使用过程中 [29] ；还有

学者提出信息回避的发生机制受主观意愿的影

响，即信息回避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

的。主动信息回避是指人们通过语言或行动回

避不愿获知的信息，例如人们关掉电视机或收

音机、制止他人透露某些信息等。而被动信息

回避是指人们未发挥必要的能力来获得信息，

即通过不作为避免了信息。例如，病患拒绝知晓

他们的医学测试结果或完全拒绝接受测试 [30]。

行为机制研究方面，过往研究主要从外在

因素、内在因素、人口统计学因素三个角度解

释信息回避的影响因素。外在因素侧重考察不

同信息主题的影响，其实质是影响信息回避发

生的外在情境因素。不同情境下发挥作用的因

素存在差异。如伊曼纽尔（Emanuel）等探索了

健康信息传播情境中人们对癌症主题信息的回

避，发现认知方式对信息回避具有影响 [31] ；布

拉耶尔 - 戈文别夫斯卡（Blajer-Gołębiewska）

等探索了金融决策信息情境中财务风险主题

的回避机制，发现行为习惯对信息回避具有明

显预测力 [32] ； 杨（Yang）和卡洛尔（Kahlor）、      

加斯帕尔（Gaspar）等分别对气候主题、食品

安全主题信息回避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 [33][34]。

尽管不同主题的信息造成回避的机制各不相

同，但主题中的风险信息是产生回避行为倾向

的共同原因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这些研究将“主

题”作为信息的全部属性考察信息的作用，而

“形式”作为另一层面的信息属性如何引起回

避机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内 在 因 素 方 面 郭 （Guo）等 发 现 社 交 倦

怠、信息超载正向影响社交媒体信息回避 [35] ；       

琼（Jean）等发现低水平的信息效能感会引起

健康信息回避 [36] ； 迈尔斯（Miles）等发现身

患疾病的经历会导致癌症信息回避 [37] ； 伊曼纽

尔等证实从未参与癌症筛查的经历者回避癌症

信息的几率更高 [38] ；郑（Jung）等发现较低的

自我健康评价会导致癌症信息回避 [39]。总体上，

内在因素有两类 ：一类强调人们因经验积累而

形成的内在差异，如信息效能的高低、某种特

定经历等 ；另一类则指向人们对特定信息环境

的心理反应，如信息倦怠、信息超载。尽管研

究者验证了大量心理变量与信息回避的关系，

发现一些因素在相似情境下具有一定共性 ；但

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仍明确受到外在因素的影

响而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对内在因素的探讨

很难脱离特定的外在情境。

人口统计学因素是行为机制研究中较为常

见的控制变量。如麦克劳德（McCloud）等、 

伊 曼 纽 尔（Emanuel） 等、 利 普 西（Lipsey）

和谢珀德（Shepperd）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

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者在健康风险信

多媒体

数字出版

栏目主持　

睦盫



105

出版科学

（双月刊）
2021 3

29
期年第

第 卷

PUBLISHING
JOURNAL

息回避的可能性上存在差异 [40][41][42][43]。不过，

对人口统计学因素在不同外在情境下的作用尚

未发现普遍适用的规律。数据新闻图表阅读情

境中，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3 个因素对信息

回避的影响更应受到关注并进行控制，因为这

些因素引起的新闻阅读行为差异最为普遍。

整体而言，内在因素是影响信息回避行为

的主要因素，但由于难以脱离外在情境的差异

来探讨普遍适用的内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因

而只能针对不同情境进行内在因素的分析。此

外，现有涉及外在情境的研究多关注特定的信

息主题，针对不同呈现形式的信息如数据新闻

可视化信息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也导致本研究

可借鉴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相对有限。

1.3　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的影响因素

参考信息回避的相关研究结果 [44]，本文

将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的回避行为界定为人

们在浏览数据新闻时，对其中数据可视化内容

停止或延迟获取的行为。而数据新闻可视化信

息回避的影响因素方面，由于现有研究较少涉

及，因而对具体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结合既

有文献中对相关外在环境下各类影响因素的

分析，本研究认为现阶段可参照的因素主要有

信息效能、信息超载、系统特性超载（System 

features overload）三个方面。

1.3.1　信息效能

琼（Jean）等基于自我效能理论提出，在癌

症信息回避情境中，信息效能是在有信息需要的

情况下，一个人对于获得有关癌症建议或信息的

自信程度 [45]。以此为基础，本研究将数据新闻

可视化信息的信息效能定义为当人们对数据新闻

内容有信息需要的情况下，对于获取可视化信息

的自信程度。癌症信息情境中癌症信息作为有难

度的认知任务 [46]，有可能造成信息接收者较低

的信息效能，进而使其产生回避行为，此机制

也在其他健康信息情境中得到验证 [47][48][49]。数

据新闻可视化信息以数据图表为主，对信息接

收者的数学能力有一定要求，也是有一定难度

的认知任务 [50]，因而也可能引起相对较低的信

息效能，进而影响回避行为。

1.3.2　信息超载

研究者通过信息接受情境研究人们的问题

解决机制。这些研究强调人们信息处理能力的

有限性。基于这一视角，学者们提出信息超载

概念。信息超载是指人们获取信息所需的条

件超出了他们承受限度的情形 [51]。蔡 (Chae)

（2016）在癌症信息情境中，将信息超载定义

为“当人们由于缺乏有效学习资源而无法对癌

症相关信息进行有效分类时，感到困惑和不知

所措，从而产生的一种厌恶倾向”[52]。而数

据图表往往包含大量数据，比起文字内容，人

们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凭借较多的数学知识

来理解可视化内容。可视化信息获取具有一定

的时间压力、信息获取难度压力。因此，人们

可能出于减少认知负担的动机而回避可视化信

息。基于此，数据新闻可视化情境中的信息超

载可以定义为：因为缺乏有效的信息处理能力，

在对数据可视化信息进行加工时，感到困惑和

不知所措，从而产生的一种厌恶倾向。

1.3.3　系统特性超载

关于学习行为的认知负荷理论提出，当一

个人的工作记忆最小化时，就会出现最佳学习效

果，而这种学习最终可以促进长期记忆 [53]。这

一理论被广泛运用在教学设计和软件设计中 [54]。

软件产品常常因功能过多造成用户认知负担。卡

尔 - 维希涅夫斯基（Karr-Wisniewski ）和   陆

（Lu）（2010）基于认知负荷理论提出系统特性

超载的概念，即技术资源过多、使用复杂的额

外功能对用户形成认知负担的情况 [55]。在数据

新闻阅读情境中，图表常带有可交互的用户界

面元素，例如 ：数据筛选器、数据输入框等。

交互属性是一种与新闻内容无关的功能属性，

用户需要在理解内容的同时完成额外的操作行

为。因此，系统特性超载 [56] 在本研究中被定

义为因交互功能过多而导致人们对数据新闻图

表产生抵触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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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认为上述三种因素都可能对数据新

闻可视化信息的回避行为产生影响，但应注意

的是，还可能存在其他潜在影响因素，需结合

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的特定情境进一步发掘。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为 ：数据新闻可

视化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如

何对回避行为产生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如上部分所述，现阶段涉及数据新闻可视

化信息回避的研究仍相对较少，无法排除许

多潜在影响因素的作用，因此采用混合研究

（Mixed method research）方法中的探索型序

列设计（Exploratory sequential design）[57] 开

展研究。研究设计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质

化研究以既有文献中涉及的影响因素为基础

构建访谈大纲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得到更全

面的影响因素 ；第二部分量化研究以访谈结果

为基础编制问卷，通过两次问卷调查确定量表

内容并施测，以明确更广泛群体下不同影响因

素对信息回避行为的作用。

2.2　质化研究部分

质性材料的收集采用半结构访谈方法，访

谈大纲编制以过往文献中总结的与可视化信息

回避高度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基础并包含一些引

伸问题。经过前文梳理与筛选，发现与本研究

主题高度相关的影响因素为信息效能、信息超

载、系统特性超载。下面以这些因素为基础，

结合开放式提问设置访谈问题。在访谈对象的

选择上，由于过往研究已在其他相关议题中证

实信息回避具有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

上的差异，因而本着“最大差异化”的原则，

本研究中受访者尽量考虑到这些差异。最终招

募受访者男性 10 人、女性 5 人 ；年龄 22—65

岁，职业包括学生、教师、编剧、翻译、辅警、

退休人员，教育程度包括高职、大专、本科、

硕士生、博士生。访谈过程时间约为每人 30—

60 分钟，全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后誊录为文字

稿。访谈数据处理参照赫斯 - 比伯（Hesse-Biber）

的方法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编

码 [58]。编码共进行 3 轮：第一轮编码采用“自

上而下”的方式，通过与预设主题比对，增加

未涉及的新主题 ；第二轮、第三轮编码均通过

归纳提炼上一级主题完成。

2.3　量化研究部分

量化研究部分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量

表编制和检验，即根据文献与访谈结果开发数

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影响因素的量表。由 4

名相关领域专家对其内容效度进行评判，最终

保留 33 道题项。对量表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

明确因素的划分并剔除有问题的题项 6 题。第

二步是利用调整后的具有检测效力的量表进行

问卷实测，考察各因素对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

回避行为的影响。问卷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

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 ；第二部分为数据新闻可

视化信息的回避行为及影响因素的测量题项。

最后，使用 IBM 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20）对正

式问卷数据进行阶层回归分析以检验各因素对

回避行为的影响。

3　研究结果

3.1　第一阶段研究结果

对半结构访谈获得的数据进行主题分析，

得到 7 个项目的二级编码，分别是 ：“图表编

制不良”“信息超载”“内容陌生感”“系统特

性超载”“低信息效能”“图表轻视”“图表排

斥”。这 7 个项目一部分与图表属性相关，另

一部分与读者认知相关 ；按照其差异进一步归

纳出两个项目的三级编码，“外在因素”和“内

在因素”（见表 1）。这 7 个因素即为影响数据

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的因素。

“图表编制不良”是指图表的编辑、制作

的专业水平低下，不能很好地传达数据信息及

含义，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较差。图表编制

不良是读者终止阅读过程的原因之一。从受访

者的反馈来看，图表编制不良的具体表现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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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第一是“数据信息不良”，例如“图

表内容如果数据价值不高，图表信息含金量不

大，不会有阅读欲望”；第二是“文学水平不

良”，如“数据新闻图表文字的质量，对于我

是否能够产生好感具有明显关系”；第三是“视

觉设计不良”，如“不喜欢太过花哨的图表，

或者阅读困难的图表、主题不清晰的图表”。

“信息超载”主要表现为图表辨识时的费

力感，或者阅读图表所需时间的预判，使读者

不愿意继续阅读图表内容。如“折线图、饼图

还可以，但是有些图不够直观，比如圆形的极

坐标”“对于特别长的图表，感觉时间太长的

话我就快速浏览完”。此外，有些读者阅读数

据新闻带有较强的娱乐动机，因此对于理解数

据图表所需的努力具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如

“看数据新闻我一般是以放松为目的，不是以

信息获取为目的，所以不想费脑子”。

“内容陌生感”是指图表主题超越了人们的

知识储备，使人们对图表主题产生一种陌生感。

知识储备来自人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长期积累，

是帮助人们理解数据新闻图表的工具。受访者

数据表明，超越人们知识储备的内容使人产生

陌生感，增加了理解图表的难度，使人们倾向

于回避图表。例如“有陌生的概念，难于理解，

我可能会放弃整篇新闻，而不是去看图表”“对

于不熟悉的内容，我觉得看了对自己没有价值”。

“系统特性超载”在数据新闻图表阅读情

境中主要是交互性带来的功能过载。如果图

表数据本身就很复杂，再加上具有交互属性，

会使人们在获取数据图表信息的交互过程中

形成不良体验。例如“我不太喜欢交互式图

表，有阅读被打断的感觉”“如果在数据新闻

界面中遇到了交互问题，我会直接跳出新闻页

面”“如果图表让我操作更加复杂，我不会去

体验，会直接看文字”。

“低信息效能”体现为面对数据新闻图表

时，人们凭借直观感受评估数据图表超出自己

的数据阅读能力。受访者数据表明，缺乏数据

阅读信心，对于理解图表和持续阅读具有负面

影响。如“不太直观的、专业性太强的图表信

息，令我难以理解，不想太过于深究”“我不

喜欢数学方面内容，它们逻辑性太强”。这说

明读者对自身的理解能力不够自信，在还没有

进一步阅读的情况下就对图表抱有抵触情绪，

是回避图表的一个原因。

“图表轻视”是指读者主观上对数据新闻图

表的重视程度较低。当读者决定只是泛泛了解

新闻内容时，选择的往往是更具有价值的信息；

被认为价值不足的信息则被选择性忽略。图表

虽然是数据新闻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但一些

读者却不认为它是数据新闻最有价值的部分。

例如“数据新闻最重要的是新闻的数据来源、

以及文字部分的论据论证”“在时间比较紧张

的情况下，我会只看标题，不看图表内容”。

表 1　半结构访谈主题编码结果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外在因素

图表编制不良 新闻可信度不高、新闻质量不高、版面不好看、图表不美观
信息超载 感觉费脑子、阅读很困难、特别长的图表、感到图表会很占用时间

内容陌生感 题材很陌生、内容不熟悉、图表中出现了陌生概念

系统特性超载
图表有太复杂的多媒体内容、图表是变化的动图、图表有很复杂的交
互操作

内在因素

低信息效能
太专业的图表我看不懂、有些图表对我来说逻辑性太强、数据专业性
太强

图表轻视
有些数据新闻没必要看图表、有些数据新闻图表中的信息对我没有什
么用、图表影响我阅读内容的效率、标题和摘要比图表更重要

图表排斥 直觉上不看图表、习惯上不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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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排斥”是指读者习惯于在任何情况

之下都回避图表信息。习惯是人们常见的行为

现象，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一些受访者表示

对图表信息的回避行为具有习惯性。当回避图

表信息成为一种习惯性行为时，内在因素或环

境因素都很难再对这种习惯产生影响。如“我

完全不看数据新闻的图表，没有什么具体的原

因，是一种习惯而已，相当于一种直觉”。

3.2　第二阶段研究结果

3.2.1　量表编制

本研究结合半结构访谈结果和既有文献形

成49个题项，经专家修订后保留33题（见表2）。 

表 2　问卷编制的量表问项

主  题 问项设置 来  源

图表
编制
不良

B1 我不会阅读有错别字或语病的数据新闻图表

本研究的
质化部分

B2 我不会阅读排版不良的数据新闻图表
B3 视觉上不好辨认的图表，我不会继续阅读它
B4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与新闻标题关系不大，我不会继续阅读此图表
B5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的数据来源不可信，我不会阅读它
B6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看上去没有用心设计，我不会阅读它

信息
超载

C1 阅读数据新闻图表时我注意力高度集中

埃普莱（Eppler）和
蒙吉斯（Mengis）[59]、
本研究的质化部分

C2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信息过多，我不会继续阅读
C3 图表过多地占用了我阅读数据新闻的时间
C4 阅读数据新闻时，在图表上停留时间过长会降低阅读效率
C5 阅读数据新闻图表是一件令我疲惫的事情
C6 如果我花了太久时间阅读数据图表，我会放弃继续阅读

内容
陌生感

D1 除非数据图表反映的主题我很熟悉，否则我不会阅读它
本研究的
质化部分

D2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介绍了太多新知识，我不会继续阅读
D3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领域，我不会继续阅读
D4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中出现了陌生的概念，我不会继续阅读

系统
特性
超载

E1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中含有互动游戏，我不会继续阅读 席（Hsi）和波茨
（Potts）[60]、麦克格

雷纳（Mcgreenre）
和穆尔（Moore）[61]、
本研究的质化部分

E2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让我完成一些操作指令，我不会继续阅读

E3 如果数据新闻图表中含有无关的干扰信息，我不会继续阅读

低信息
效能

（反向
题）

F1 我有自信读懂绝大部分数据新闻图表
谢勒（Sherer）

等 [62]
F2 阅读数据新闻图表对我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F3 以我的才智，再困难的数据新闻图表我都能读懂
F4 我认为阅读数据新闻图表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图表
轻视

（反向
题）

G1 图表是数据新闻的关键部分

本研究的质化部分

G2 阅读数据新闻时，错过图表会让我失去重要信息
G3 我认为数据新闻图表比文字章节重要
G4 数据新闻图表能让我更全面了解文章内容
G5 缺少图表的数据新闻是没有意义的
G6 用图表来表达数据新闻中的数据是最好的做法

图表
排斥

（反向
题）

H1 阅读数据新闻时，我通常忽略掉文字只看图表内容

本研究的质化部分
H2 我倾向于通过图表来了解数据新闻讲了些什么
H3 阅读数据新闻时，我只关注图表说了些什么
H4 阅读数据新闻时，我会首先关注到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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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通过便利抽样方法发放问卷 218 份，剔
除作答不完整及所有题项答案高度一致的问卷
后，保 留 有 效 问 卷 184 份。其 中 男 性 52 人、

女性 132 人；25 岁以下 85 人、26—40 岁 64 人、

41—55 岁 18 人、55 岁以上 17 人 ；高中及以
下 19 人、大专与本科 68 人、硕博研究生 97 人。

对回收的 184 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以确定量表因子结构，并剔除有
问题的题项形成正式问卷。对数据进行 KMO

检验，值为 0.742，巴特利特（Bartlett）球型
检 验 的 X2 值 为 2305.945，p=0.000，说 明 数

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因素方法使用主成
分法、旋转法选择相等最大值法进行探索性因
子 分 析， 删 除 C1、C2、C6、G3、H2、H4 题
项后形成 7 个因素（见表 3），与初始问卷划分
的因素一致。这也说明量表效度良好。7 个因
素对应的 27 个题项形成正式量表的主要内容。

对 7 个因素分别进行信度检验，克隆巴赫 α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图表编制不良 0.796、
低信息效能 0.833、图表轻视 0.815、图表排
斥 0.773、内容陌生感 0.843、系统特性超载
0.791、信息超载 0.773，所有题项整体克隆巴
赫α系数为 0.788，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 3　因子旋转调整后的因子成分矩阵

自变量题号
因子载荷系数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因子 6 因子 7
B3 .750 .033 .142 .125 .185 .019 -.174
B2 .749 -.104 .081 -.148 .257 .103 .143
B1 .708 .072 -.004 .014 -.037 .035 .160
B6 .646 .004 .082 .185 .183 .176 .068
B5 .637 .007 .110 -.034 .223 -.161 -.079
B4 .559 .074 .021 .162 .082 .253 -.015
F2 .075 .854 .090 -.043 -.034 -.097 .153
F1 .091 .819 .131 -.118 -.057 -.006 .011
F4 .063 .790 .055 -.130 .010 -.243 .103
F3 -.123 .731 -.107 -.070 .121 -.013 .077
G1 -.005 -.043 .824 -.162 .002 -.163 .090
G4 .205 .022 .758 -.022 .021 -.016 .004
G6 -.030 .235 .742 .137 .065 -.006 -.006
G2 .064 -.023 .700 -.151 -.089 .017 .345
G5 .092 .003 .633 .064 -.068 -.127 .396
D3 -.063 -.147 -.049 .831 .204 .152 .219
D2 .079 -.153 -.041 .771 .091 .097 .201
D4 -.025 -.123 -.066 .728 .204 .304 .158
D1 .170 -.012 .027 .722 .068 .195 -.100
E2 .083 -.082 .019 .068 .877 .210 .034
E1 .077 .074 -.108 .210 .793 .084 .113
E3 .275 .066 .068 .114 .706 .136 -.176
C3 .079 -.105 -.120 .106 .206 .851 .071
C4 .029 .045 -.044 .218 .167 .797 -.195
C5 .068 -.354 -.027 .229 .066 .644 .186
H3 .020 .123 .074 .224 -.074 .104 .826
H1 .007 .157 .197 .069 .097 -.071 .804

方差贡献率（%） 18.925 14.904 9.897 9.006 5.416 4.547 4.284
累计方差贡献率（%） 18.925 33.829 43.726 52.732 58.148 62.696 66.980

因子名称 图表
轻视

图表编制
不良

内容
陌生感

低信息
效能 信息超载 信息超载 图表排斥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 ：相等最大值法 ；旋转在 7 次迭代后已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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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正式问卷施测结果

在因子分析保留题项的基础上，参考豪厄

尔（Howell） 和谢珀德（Shepperd）（2016）的

信息回避量表，加入“阅读数据新闻时，我

通常不想了解图表的内容（A1）”“阅读数据

新闻时，忽略掉图表内容会使阅读体验更好

（A2）”“阅读数据新闻时，我总是跳过图表

（A3）”3 道题，对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

因变量数据进行测量，并添加人口统计学相关

问题，形成正式施测问卷。

由于本研究需受访者对数据新闻及相关可

视化信息有一定接触和了解，因而正式问卷的

发放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完成。受访者均认为

自己在日常媒介接触中较频繁接触到数据新

闻并对其有一定了解。回收问卷 571 份，剔除

存在问题的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 436 份。其

中男性 107 人、女性 329 人；25 岁以下 268 人、

26—40 岁 127 人、41—55 岁 20 人、55 岁 以

上 21 人；高中及以下 41 人、大专与本科 243 人、

研究生 152 人。从回收数据的情况看，受访

者年龄集中在 18—40 岁间。这主要是由于更

高年龄段受访者数据新闻接触较少导致的。这

也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0 年对中国网

络使用活跃群体的划分基本吻合 [63]。

对数据进行阶层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自

变量方面以性别和教育程度为第一层，7 个影

响因素变量为第二层，以可视化信息回避为因

变量，采用强迫进入法进行阶层回归分析。为

比较不同教育程度的差异，本研究将“高中及

以下”教育程度人群作为参照组，进行虚拟变

量转换。回归结果表明，在模型 1 中性别、教

育程度对于因变量不存在显著影响（p>0.05）；

当 7 个影响因素进入回归之后，改变的 R2 达到

0.395，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对因变量有较好解释

力 ；其中“信息超载”（β =0.480，p=0.000）、

“图表轻视”（β=0.235，p=0.000）、“内容陌生

感”（β=0.091，p=0.043）三项达显著水平（见

表 4）。因此，“信息超载”“图表轻视”“内容

陌生感”是影响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

的主要因素。

表 4　阶层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Beta T VIF Beta T VIF
性    别 -.090 -1.880 1.012 -.031 -.797 1.071

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1 -.046 -.550 3.066 -.102 -1.551 3.102
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2 -.115 -1.380 3.076 -.123 -1.865 3.156
低信息效能均值 — — — -.052 -1.238 1.294
信息超载均值 — — — .480 10.890*** 1.404
系统特性超载均值 — — — -.009 -.223 1.149
图表轻视均值 — — — .235 6.133*** 1.245
图表编制不良均值 — — — .016 .405 1.179
内容陌生感均值 — — — .091 2.031* 1.446
图表排斥均值 — — — -.009 -.226 1.116

（常量） — 14.684** — — -.306 —
Δ Ｒ 2 .016 .395

注 ：*p<.05 ；**p< .01 ；***p< .001。

4　研究发现与讨论

4.1　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

通过半结构访谈得到 7 个数据新闻可视化

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图表编制不

良、信息超载、内容陌生感、系统特性超载、

低信息效能、图表轻视、图表排斥。其中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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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为外在因素，主要与信息呈现形式相关 ；后

3 个为内在因素，属读者认知层面的因素。整

体上这一因素构成与既有研究中不同内容主

题下信息回避的影响因素较为一致，即信息回

避行为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 [64]。

相较既往研究中不同内容主题下的信息回

避影响因素，“图表编制不良”和“系统特性

超载”两个因素表明，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

避行为更侧重可视化呈现效果的影响。结合

“信息超载”因素，可以推断在新闻阅读这一

日常的、非任务导向的活动中，阅读者仍很大

程度上希望信息的呈现尽可能简单明了，避免

消耗过多的认知资源或在技术操作的学习上投

入过多成本。但此机制的目的不一定是效率为

导向的，如受访者提及的出于娱乐目的的阅读，

较少的认知资源消耗本身或许就是目的之一。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内容陌生感”因素的存在

说明可视化呈现效果与内容主题仍存在较大关

联，当内容陌生感高时阅读者回避倾向更为明

显，而内容和可视化呈现效果是否存在内部影

响关系或先后顺序、二者是否应匹配进而产生

影响，仍需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

内部因素方面，“图表轻视”和“图表排斥”

体现了阅读者在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上具有

习惯性，即在接触图表信息前已经根据既往经

验选择实施信息回避行为。这种习惯的形成可

能主要源自于既往的阅读经历 [65]，并形成特

定的态度进而影响信息回避的决策，而非完全

出于理性并以效率为目标。“低信息效能”也

在一定程度上与既往阅读经验有关，且受到阅

读者对自身能力评价的影响。但这一过程也可

以是在接触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后经过阅读

者自身动态调节的。因此相较“图表轻视”和

“图表排斥”，“低信息效能”与外部因素的关

系更为紧密。这意味着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

避决策可发生于不同的阅读阶段，如持“图表

排斥”观念的阅读者的信息回避决策在阅读开

始前就已明确了，与阅读内容主题无关 ；其他

因素也可能在不同阅读行为发生阶段发挥不

同的作用。

4.2　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机制

根据阶层回归分析的结果，性别、受教

育程度对回避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信息超

载”“图表轻视”“内容陌生感”3 个因素显著

影响回避行为。

本研究受访者被要求对数据新闻有一定了

解和使用经历。这可能造成受访者群体相对集

中进而导致性别、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减弱。“信

息超载”“图表轻视”“内容陌生感”3 个因素中，

“信息超载”的影响最大，说明阅读者的数据

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主要受到预期认知资

源消耗量的影响。这与萨沃莱宁（Savolainen）

（2015）的研究结果相近 [66]，这也意味着数据

新闻可视化信息呈现方式应更多考虑阅读者信

息载荷的能力，需要从视觉因素方面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以尽可能减少信息超载导致的信息

回避行为。

同时“图表轻视”和“内容陌生感”也对

信息回避行为有显著影响，说明这一过程中内

外因素是共同作用的，这一机制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除上述 3 个因素外其他 4 个因素均未被

证明对数据新闻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有显著

影响，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些因素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上的普遍影响，而只是对于特定阅读

者存在影响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这些因素

与上述 3 个因素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内在关系，

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除上述研究发现外，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研

究不足，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本研究通过

半结构化访谈得到了影响数据新闻可视化信

息回避行为的 7 个因素，并通过阶层回归验证

其中 3 个因素起到了显著作用。但是，并未讨

论各因素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内外因素间

可能存在的关联，无法识别、排除一些起着调

节或者中介作用的因素。其次，本研究为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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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回避行为发生的阶段。前文已论述过内

在因素具有一定的习惯性，可能导致阅读者在

接触数据新闻内容前已决定进行信息回避，明

确信息回避行为发生的阶段和阅读者决策过

程，有助于深入了解信息回避行为发生的机制。

第二，进一步分析内外在因素间的关联及因素

间的影响，对可能存在的调节、中介关系进行

验证，以得到结构化的解释模型，完善对整体

机制的解释。第三，考虑阅读数据新闻终端的

影响，考察不同终端下的数据新闻阅读行为及

相关的可视化信息回避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及影

响，进一步细化对信息回避行为机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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