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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网络平台的体验是决定用户继续使用这个应用的重要因素，目前针对用户体验的测评工具更多是国

外开发，缺乏中文语境的检验数据。小红书APP是年轻人常用的网络平台之一，对此进行用户体验评价具

有现实意义。目的：基于小红书APP探究中文版USE问卷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以及小红书APP用户体验现

状。方法：在全国范围选取1076名大学生被试(有效被试911名，男性446名，女性465名)，采用探索性

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USE问卷维度结构，并进行相关信度与效度检验，进一步分析小红书APP
的用户体验。结论：1) 删除USE问卷第16题，并进行重新聚类与命名，形成新的三个维度的中文版USE问
卷，表现出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较好的适用性。2) 小红书APP用户体验评价较高，不同性别、使用时间

与使用频率用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男性、使用时间与频率更长的用户表现出更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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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user’s 
continued use of this application. At present, the evaluation tools for user experience are mostly 
developed abroad and lack test data in Chinese context. Little Red Book APP is one of the popular 
online platforms for young people, so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its user experience. 
Purpose: Based on Little Red Book AP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USE questionnaire in China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status of Little Red Book APP. Methods: A 
total of 1076 college students (911 valid subjects, 446 male and 465 female) were selected nation-
wid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ere used to test the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USE questionnaire, and correlati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ere teste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user experience of Little Red Book APP. Conclusion: 1) Item 16 of the USE ques-
tionnaire is deleted, and a new three-dimension Chinese version of the USE questionnaire is formed 
by re-clustering and naming, which shows good suit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ocal culture. 2) 
The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Little Red Book APP is high,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us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time of use and frequency of use. Users who are male and use 
the APP for longer and more frequently have a better use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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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指出：我们要推动基于用户体验的产品

质量变革和质量安全水平。根据《ISO9241-210 人机交互、人机工程学国际标准》的定义，用户体验是使

用产品、系统或服务过程用户的感知和反应，它包括用户在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的所有情感、信念、

偏好、感知、生理和心理反应、行为和成就。 
伴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算法技术为基础的大批网络平台对数字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日益成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关键力量[1]。网络平台注重用户的主观体验。如果用户

在第一次使用网络平台的时候就发现较为复杂，不能及时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那么下次基本上不会再

继续浏览。因此，对网络平台的有用性与适用性的评估是用户体验的重要内容，可有效而及时地促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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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的完善。目前用户体验的测评中，问卷法是最普通使用的方法，而测评问卷多为国外编制，缺乏

中国本土的适用性数据。 
基于国内代表性的网络平台，探究中文版国外用户体验量表的适用性就显示出学术与现实的双重

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2.1. 用户体验及测评研究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认为用户体验是评价一个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指用户与产

品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感受。具体来说，用户体验不仅包括产品的功能性，还包括产品的易用性、外观

设计等方面，是一个整体的评价标准。因此，企业需要关注用户体验，通过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和用户互

动，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2]。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与用户密切相关的领域都涉及到用户

体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和架构[3]。在这个过程中客体(产品、系统、服务)、主体(用户的情绪、

生理特征等)以及使用环境都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关键因素。 
根据用户体验的内容和构成，用户体验具有比较大的主观性，因此对于用户体验的测量，常采用主

观情感测量[4]。常见的测量方法是问卷法，这些问卷与量表旨在评估用户在使用产品时的体验，特别是

产品功能方面的体验[5]。如 Young Seok Lee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研究老年人的手机用户体验，结果发

现老年人通常认为自己的手机很难使用，能够操作使用的手机功能也是有限的[6]。目前全世界使用最多

的经典用户体验测评量表是系统可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7]，该量表具有中国本土的信效

度检验数据(详见方法部分描述)。除此外，大多数测评量表均是国外编制，缺乏中国本土适用性的信效度

检验数据。测试工具若不考虑应用领域、情境和语义等因素，将导致评估结果泛化、不清晰和不全面[8]。 

2.2. 网络平台及其用户体验相关研究 

网络平台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其在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法学中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

尹一君[9]从法学的角度，将网络平台定义为一种将网络上交易的多方相对人聚合一起并且居中为其分享

信息的、提供便利服务的私主体。徐岸峰[10]从经济学角度，将网络平台定义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和平台经济等创新商业模式的有机结合体，包含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和共

享平台等利用信息技术的平台型商业组织。在百度百科中，“网络平台”一词的定义为：以互联网为基础，

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一系列系统，以及它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综合以上研究，本研究中“网络平台”是指

以网络为载体，利用网络技术，通过网站和 APP 等方式，提供以信息反馈为中心的一种服务系统。通过

提供新闻、娱乐、购物和交流等服务，平衡两个或多个方面的需求，成为信息传播与交流的载体。 
当前，国内网络平台用户体验的研究已有进展，但在新的数字化网络环境下，如何提升用户的使

用体验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1]。用户是网络平台的行为主体，研究网络用户体验与行为有

助于社交应用的开发、升级以及维护，进而满足不同需求的用户，实现个性化、精准服务。已有研究

显示，网络平台的用户行为特征表现为知识性强、隐匿性好、自主性强、内容丰富、随即性和规律性

等[12]。刘璇[13]基于认心理学、人本主义以及行为主义与大众传播等理论基础对用户体验进行研究，

指出用户隐匿性、信息真实性、活跃度以及反馈的时效性显著影响我国用户心理体验，还指出用户心

理体验与社区活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国社交网络行业应尽快优化用户心理体验，应对激烈的市

场竞争。樊雨清[14]认为社交网络平台满足了用户心理需求，助长用户负面的心理，用户心理指导用户

行为，用户的负面心理将导致用户的不良使用行为，从而影响网络平台的发展。这些研究基于用户的

角度出发，探索用户体验的特点与影响因素，但未见对国内网络平台的用户体验有用性与适用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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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在针对网络平台、产品、设备进行可用性测试工具中，有用性、满意度、易用性问卷(usefulness, 
satisfaction, and ease of use, USE)是运用标准心理测量方法进行建构[15]。本研究将据此进行测量工具的

适用性检验(详见方法部分描述)。 

2.3. 小红书 APP 的相关研究 

“小红书 APP”是国内一个主要面向爱购物、爱生活的年轻网络用户的社会化信息交流与电商平台。

用户可以在平台上搜索世界各地的好物，浏览各类达人总结的产品购买攻略与各种考试、旅游等活动的

经验贴，还可以在电商平台进行线上购物[16]。小红书于 2013 年正式上线，短短一年时间，用户数就突

破 1500 万[17]。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小红书 APP 在 2023 年 4 月，已经有了 53 亿的下载量，3 亿多的用

户，其中一、二线城市人口占 50%，总人数为 4300 万，而男性比例上升至 30%，进一步优化了用户结构。

随着用户体量壮大和平台多元化发展，小红书 APP 早已渗透到用户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用

户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分享自己吃穿玩乐买的经验[1]。 
目前，小红书作为一个新兴的网络应用，其运营模式、市场营销策略以及用户创造的内容正受到越

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已有研究多为定性分析，仅有零星的定量分析。周宇阳[18]以马斯洛的“需要层级”

与“位置”理论为基础，深层次地探讨小红书 APP 的成功及其所能满足的差异性要求。王旭、徐艟[19]
以小红书跨境平台成长历程为基础，分析该平台在不同重要节点上的模式创新，探讨跨境电商平台商业

模式的非连续性发展规律。曹增栋[20]等对小红书的用户粘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使用习惯、社会经验等因

素对持续使用意向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并进一步促进用户粘性的形成。朱浩然、周昭雄[21]运用系统聚类

法对小红书 APP 进行定量分析，让我们能够评估该跨境电商平台的用户体验质量，从而更深入了解其在

用户体验方面的优势和不足。这些研究更多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小红书 APP 用户体验，尚缺乏心理学

角度的人因学证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基于小红书网络平台收集数据，探索 USE 问卷中文版本的中国本土有效性及文

化适用性。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在国内各高校线上、线下共招募大学生被试 1076 名，删除 165 份规律答题问卷，

一共有 911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4.67%，其中男性被试 446 名，女性被试 465 名，年龄范围在 18~23
岁之间。将所收集的数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455 份问卷，男性 223 名，女性 232 名，利用 SPSS26.0
对 USE 问卷进行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第二部分 456 份问卷，男性 223 名，女性 233 名，

用 SPSS26.0 与 Amos24.0 对第一部分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以及相关信效度的检验，检验模

型的合理性。此外，本研究还利用第二部分样本进行了用户体验的现状分析，并随机挑选 60 名被试，让

他们在初次填写完问卷两周后再次填写，对前后两次数据进行重测信度分析。 

3.2. 研究工具 

3.2.1. 有用性、满意度、易用性问卷(Usefulness, Satisfaction, and Ease of Use, USE) 
Arnie Lund 2001 年设计了 USE，共 30 个题项，用于获取有用性(8 个题目)、易用性(11 个题目)、易

学性(4 个题目)和满意度(7 个题目)四个维度的信息。所有题目均采用正向描述，使用 7 级 Likert 等级评

分，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7 (非常同意) [15]。编制者基于大型题库、因素分析、计算系数、迭代开发等心

理测量学方法建构此问卷，可用于产品、系统或网络平台整体的用户体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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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系统可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SUS 主要用于测试用户对产品可用性的主观评价。John Brooke 于 1986 年开发此量表，并在十年后

出版[7]。原始版本未进行任何信效度测量，只显示了项目之间的强相关性(0.7 < r < 0.9)。首次对该量表

进行心理测量的研究表明，SUS 的 α系数为 0.850 [22]。问卷调查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进行修改，适

用范围广泛，受到各界学者的重视。2020 年 Wang 等人对此问卷进行了中文版本的修订，所有项目都明

确无歧义，被证明具有可靠性与有效性[23]。采用 Likert5 分量表，共 10 个条目，“非常不同意”1 分，

“非常同意”5 分，α 系数为 0.840。得分越高，受试者认为产品的可用性越高。量表的偶数题目为反向

描述题，每道题目的转化分值范围在 0~4。正向题目的转化分值是量表原始分减去 1，反向题目的转化分

值是 5 减去原始分；所有题目的转化分值相加后乘以 2.5 得到 SUS 量表的总分，分值范围在 0~100 [23]。
在本研究中，中文版 SUS 的 α系数是 0.818，将作为效标问卷，检测 USE 问卷的效标效度。 

3.3. 翻译与回译 

本研究对 USE 问卷进行翻译与回译，具体过程如下：首先，由两名语言学教授和一名有英语教育背

景心理学专业教授将问卷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随后，由一名心理学系教授成将三份翻译稿与原问卷进行

比较与整合，形成初步的中文版；接着，由两名英语专业的教授将这份中文稿回译为英文；再邀请一名

心理学专家将原版问卷和回译问卷进行对比和分析，并进行调整和修改；最后选取 10 位小红书 APP 用

户填写问卷，再次修订题目，以形成中文版 USE 问卷。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项目分析 

首先，对第一部分样本(n = 455)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题目与总分的相关 0.01 水平上达到显著，

相关系数处于 0.660~0.855 之间。然后，根据总分对样本进行高低排序，将总得分位于前、后 27%的分别

划入高分组与低分组，并对两组样本在 30 个题目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24]。结果表明两组样本在

30 个题目的得分均差异显著(p < 0.001)。由此看出，中文版 USE 量表在各个题目上均表现出良好的区分

能力。 

4.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的 KMO = 0.978，Bartlett’s 的球形检验结果亦达显著性水平(χ2 = 13597.778, df = 435, p < 
0.001)，这表明本研究采用的测试样本，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25]。
据此，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抽取，并在旋转时采用了最大方差法。为了确定因素的数量，

我们以特征值大于 1 作为依据。研究结果显示，题目 USE16 在各因子上的负荷均小于 0.4，无法分配到

各个维度里。由此，本研究删除题目 USE16，并对保留的 29 个题目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依然使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因素，使用最大方差方法进行旋转。29 个题目的公因素方差值范围为 0.565~0.797，
最终抽取出三个因素(见图 1)，累积解释总变异的 72.415%。对于每个因素下的题目进行重新命名，依次

为：a) 有用性：使用网站对于用而言是有所收获的，也是产品基础的设计原则；b) 容易性：网站容易上

手，能够迅速学会如何使用并记得如何操作；c.满意度：使用网站能够满足用户的情感体验(表 1)。 

4.3. 验证性因素分析 

依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本研究对第二部分样本数据(n = 456)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检验三个因素的拟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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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FA scree plot of USE questionnaire 
图 1. USE 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碎石图 
 

Table 1. Results of EFA of USE questionnaire 
表 1. USE 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项目 共同度 因素负荷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 

因素 1 有用性  18.139 31.372 31.372 

1 0.702 0.760 USE1 它使我的工作更有效   
2 0.721 0.805 USE2 它使我的工作更有收益   
3 0.708 0.604 USE3 它是有用的   
4 0.703 0.728 USE4 它给我更多的收益以管理生活中的各项活动   
5 0.756 0.750 USE5 它使我能够更加容易地完成要做的事情   
6 0.638 0.740 USE6 使用时，它节省了我的时间   
7 0.741 0.645 USE7 它满足我的需求   
8 0.595 0.656 USE8 它可以执行我期望它做的所有事情   

因素 2 容易性  1.836 22.998 54.37 

9 0.775 0.748 USE9 它容易使用   
10 0.777 0.766 USE10 它操作简单   
11 0.656 0.592 USE11 它是用户友好的   
12 0.569 0.548 USE12 对我需要完成的事情，它需要少的步骤   
13 0.689 0.618 USE13 它是灵活的   
14 0.746 0.755 USE14 使用起来不费力气   
15 0.716 0.761 USE15 没有书面说明，我可以使用它   
17 0.659 0.571 USE17 偶尔使用和常规使用的用户都会喜欢它   
18 0.565 0.509 USE18 出错时，我可以迅速且容易地恢复过来   
19 0.758 0.736 USE19 每次我都可以成功地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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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 0.792 0.787 USE20 我可以迅速地学会使用它   
21 0.785 0.761 USE21 我容易记住如何使用它   
22 0.761 0.772 USE22 学起来容易   
23 0.785 0.751 USE23 很快我就可以熟练使用它了   

因素 3 满意度  1.026 18.045 72.415 

24 0.769 0.655 USE24 我对它满意   
25 0.733 0.698 USE25 我会把它推荐给朋友   
26 0.761 0.614 USE26 使用起来有趣   
27 0.777 0.737 USE27 它以我所期望的方式工作   
28 0.797 0.695 USE28 它很好   
29 0.784 0.678 USE29 我感到我需要拥有它   
30 0.783 0.609 USE30 使用起来令人愉快   

 
Table 2. The main fitness index of USE questionnaire 
表 2. USE 问卷主要拟合指数 

卡方/自由度(χ2/df) NFI 值 IFI 值 TLI 值 CFI 值 RMAES 值 GFI 值 

3.823 0.901 0.925 0.918 0.925 0.079 0.807 

 
由表 2 可知，χ2/df 为 3.823，虽然大于 3，但是依然小于 5，考虑样本量较大，基本满足拟合指数要

求；RMSEA 为 0.079，小于 0.08，较为理想；GFI 为 0.807，大于 0.8，满足要求；NFI 为 0.901，大于 0.8，
较为理想；CFI 为 0.925，大于 0.8，较为理想；IFI 为 0.925，大于 0.8，较为理想；TFI 为 0.918，大于

0.8，较为理想，模型拟合良好。 

4.4. 信度分析 

根据所构建的三维模型，本研究对第二部分的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因素与总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均高于 0.900，三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分别为 0.938、0.969 和 0.954，总问卷组合信度

为 0.984 (见表 3)。总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0.733。 
 

Table 3.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USE questionnaire 
表 3. USE 问卷信度分析 

因素维度 克隆巴赫 Alpha (α) 组合信度 题目数 

有用性 0.937 0.938 8 

容易性 0.968 0.969 14 

满意度 0.954 0.954 7 

问卷总体 0.981 0.98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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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效度分析 

4.5.1. 聚合效度 
每个潜变量对应的题目因素负荷数都大于 0.7，这表明它们在所属潜变量方面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增

加了我们的研究可信度。此外，每个潜变量的平均方差变异(AVE)值都大于 0.5，而且组合信度(CR)值也

均大于 0.8，表明聚合效度非常理想[26]。 

4.5.2. 结构效度 
由于 USE 问卷在本研究中被划分为三个维度，即需要比较总问卷与各因素的相关系数与不同因素间

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三个维度与总问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0.913~0.929)，说明它们共同衡量了

一个特定的特质。同时，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减低(0.803~0.861)，表明每个维度又具有独立的测量作

用[24]。因此，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中文版 USE 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4.5.3. 效标效度 
本研究选用 SUS 量表作为效标，测得 USE 问卷各因素维度和总问卷的得分与该效标的得分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r 有用性 = 0.870, r 容易性 = 0.852, r 满意度 = 0.832, r 总 = 0.891)，说明该量表效标效度良好。 

4.6. 实证调查结果 

使用修订后的 USE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用性、容易性、满意度三维度均值均大于 5 (1 为非常不满

意，7 为非常满意)，用户对小红书 APP 的使用体验整体较好。 
不同性别在 USE 问卷总分与各维度上的差异均显著，小红书 APP 男性用户的用户体验均显著高于

女性(F 总分(1, 910) = 17.282, p < 0.001, 2η p  = 0.019; F 有用性(1, 910) = 6.712, p = 0.01, 2η p  = 0.008; F 容易性(1, 910) = 
23.351, p < 0.001, 2η p  = 0.026; F 满意度(1, 910) = 26.173, p < 0.001, 2η p  = 0.029)。 

不同使用频率在 USE 问卷有用性与满意度上的差异均显著，使用频率高的用户得分高于使用频率低

的用户(F 有用性(3, 910) = 6.712, p = 0.01, 2η p  = 0.083; F 满意度(3, 910) = 17.987, p < 0.001, 2η p  = 0.058)。 
使用时间与使用频率在 USE 问卷总分(F(9, 910) = 2.118, p = 0.026, 2η p  = 0.021)与容易性维度(F(9, 910) = 

2.509, p = 0.008, 2η p  = 0.025)上交互作用显著，表现出一致性趋势：当使用时间一周以上，使用频率高的

用户的得分高，使用频率低的用户则得分低；当使用频率为一天一次时，使用时间长的用户体验得分显

著高于使用时间短的。 

5. 讨论 

5.1. 关于中文版 USE 问卷的修订与检验 

中文版 USE 问卷的项目分析显示各题目与总问卷的相关在 0.679~0.752 之间，前后 27%高低分组的

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两组样本在 30 个题目的得分均差异显著(p < 0.001)，表现出较好的区分度。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题目 16 因素负荷小于 0.40，该题目表述为“在使用过程中，

我没有发现任何不一致”，语意中含双重否定，语言逻辑较为复杂，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表述习惯，

因此将该题目移除。接着对保留的 29 个题目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得到三个因素维度，

累积解释总变异的 72.415%，且各因素所对应的题目所代表的意义都比较一致，没有命名上的障碍。因

此，重新命名得到有用性、容易性和满意度三个因素。 
本研究继而对第二部分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来确定实际数据对

中文版 USE 量表三因素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各项拟合指数都达到了理想的标准。随后的信度、效度检

验，亦符合测量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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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于小红书 APP 用户体验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对小红书 APP 用户体验感较好，各维度均分都大于平均值。表明小红书 APP 的用户对小红书

的整体体验和满意度较高。这与前人研究相一致[13]。 
深度访谈可知，大家一致认为：(1) 个性化推荐：小红书 APP 拥有准确的用户画像和智能推荐算法，

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为用户推荐感兴趣的内容和商品，提高了使用的个性化体验。(2) 社
交互动：小红书 APP 是一个社交平台，用户可以与其他用户互动、分享自己的心得和经验，增强了用户

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提高了用户粘性。(3) 用户界面设计：小红书 APP 界面设计简洁清晰，易于使用，

使用户可以更便捷地浏览和操作内容，提高了使用的便利性和舒适度。因此，小红书 APP 通过个性化推

荐、社交互动、用户界面设计和商品质量保证等方面，提高了用户的体验评价，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社

交和分享好物应用。 
在性别上，小红书 APP 的男性用户比女性用户表现出更好的用户体验。小红书的内容注重实用性，

男性使用者更倾向于查看关于电子产品、户外运动、健身和美食等领域的推荐和资讯；小红书 APP 在用

户界面和使用体验等方面注重简约和实用性，也符合大多男性用户的审美和喜好。目前，使用小红书 APP
的男女比例为 3:7 左右[27]，女性用户在使用小红书 APP 时需要更多专业、精致和感性化的内容和体验，

还关注小红书 APP 的社交和互动功能，所以用户体验要求比男性更高。这个结果也显示出小红书 APP
在产品设计和运营上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满足，才能增加女性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使用时间长、使用频率高的用户对小红书 APP 的用户体验评价较高。事后访谈发现：(1) 熟悉程度：

使用时间长、频率高的用户对小红书 APP 的界面、功能等更加熟悉，容易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和功能，

从而对用户体验评价更高。(2) 积累经验：使用时间长、频率高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使用

经验，优化了个人使用习惯和流程，从而提高了用户体验评价。(3) 满足需求：使用时间长、频率高的用

户通过小红书 APP 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帮助和互动，满足了个人需求，形成了与小红书 APP 的习惯和情

感联结，从而对用户体验评价更高。反之，若用户没有良好的使用体验，可能会减少对小红书 APP 的使

用意愿，进而降低对 APP 的评价。(4) 个性定制：对于使用频率高的用户来说，使用时间与频率越多，

推荐的内容越丰富，更符合该用户的兴趣爱好；而对于使用频率低的用户来说，推荐的内容也较少，导

致用户体验评价走低。 

6. 结论 

本研究将原有 USE 问卷的第 16 题删除，共留下 29 个题目，重新聚类与命名，形成了新的有用性、

容易性、满意度三个维度的中文版 USE 问卷。该问卷的信度、效度较高，结构合理，符合测量学标准，

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文化适用性，可用于用户体验可用性的测评。依托小红书 APP 测试得到的数据，反映

出使用者在性别、使用时间与使用频率上的用户体验特点，同时也为该测试工具提供了实证效度依据。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Grant No. 61936010)； 
重庆文理学院横向项目(No. WLHX-2020-0033)。 

参考文献 
[1] 于春生, 李卓为. 网络社区的运营逻辑与数字劳动——以小红书 APP 为例[J]. 出版广角, 2022(8): 77-80. 

[2] 唐纳德∙诺曼, 著. 设计心理学[M]. 小柯,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5.  

[3] 曾盛旗. 基于用户体验的健身训练类 APP 交互设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无锡: 江南大学, 2021.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4113


葛缨 等 
 

 

DOI: 10.12677/jc.2023.114113 755 新闻传播科学 
 

[4] 丁一, 郭伏, 胡名彩. 用户体验国内外研究综述[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14, 19(4): 92-97, 114. 
[5] Hornbaek, K. (2006) Current Practice in Measuring Usability: Challenges to Usability Studies and Research.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64, 79-102. https://doi.org/10.1016/j.ijhcs.2005.06.002 
[6] Lee, Y.S., Smith-Jackson, T.L., Chair, P.D., et al. (2007) Older Adults User Experiences with Mobile Phones: Identi-

fication of User Clusters and User Requirements. Master’s Thesi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Blacksburg. 

[7] Brooke, J. (1996) SUS—A ”Quick and Dirty” Usability Scale. In: Jordan, P., Thomas, B. and Weerdmeester, B., Eds., 
Usability Evaluation in Industry, Taylor & Francis, London, 4-9. 

[8] 孟猛, 朱庆华. 国内外信息系统用户体验研究综述[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9): 9-19. 

[9] 尹一君. 网络平台合作治理责任承担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21. 

[10] 徐岸峰. 基于网络平台的智慧旅游服务模式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9. 

[11] 唐泽威, 居静, 范哲, 孙俊. 数字网络环境下用户体验研究述评与展望[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1): 10-20. 

[12] 任文君. 基于网络用户行为分析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12. 

[13] 刘璇. 传播心理学视角下的中国社交网络(SNS)用户心理体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10. 

[14] 樊雨青. 社交电商平台用户行为研究——以“小红书 APP”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9. 
[15] Lund, A.M. (2001) Measuring Usability with the Use Questionnaire. Usability Interface, 8, 3-6. 
[16] 徐桐雨, 刘萍. UGC 社交化营销平台案例分析——以小红书、得物、大众点评为例[J]. 中国商论, 2022(5): 41-43. 

[17] 杨运红. 社交电商平台对青年消费行为异化的影响分析——以小红书 APP 为例[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2, 
21(10): 67-69. 

[18] 周宇阳. 用户为王时代社会化电子商务 APP 的发展之道——基于小红书用户体验差异化的调查[J]. 新闻研究导

刊, 2018, 9(16): 213-214, 227. 

[19] 王旭, 徐艟. 评析跨境电商平台商业模式发展的非连续性趋势[J]. 对外经贸实务, 2016(10): 92-95. 

[20] 曹增栋, 罗迪维, 杨炳新, 王心贝. 基于文本分析和 SEM 模型的小红书用户粘性研究[J]. 电子商务, 2019(10): 
60-61. 

[21] 朱浩然. 周昭雄基于系统聚类分析的跨境电商用户体验分析研究——以“小红书”为例[J]. 电子商务, 2018(6): 
43-44, 82. 

[22] Lucey, N.M. (1991) More than Meets the I: User-Satisfaction of Computer System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Col-
lege Cork, Cork. 

[23] Wang, Y.H., Lei, T. and Liu, X.X. (2020) Chinese System Usability Scale: Translation, Revision, Psychological Mea-
sur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36, 953-963.  
https://doi.org/10.1080/10447318.2019.1700644 

[24] 葛缨, 刘洁, 张进辅.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调查问卷结构研究[J]. 中国卫生统计, 2014, 31(5): 819-822. 

[25] 兰国帅, 钟秋菊, 吕彩杰, 等. 探究社区量表中文版的编制——基于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J]. 开放教育研

究, 2018, 24(3): 68-76. 
[26] Fornell, C. and Larcker, D.F. (198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lgebra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 39-50. https://doi.org/10.1177/002224378101800104 
[27] 张池. 小红书 APP 用户行为特征分析——以武汉市在校大学生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2020.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4113
https://doi.org/10.1016/j.ijhcs.2005.06.002
https://doi.org/10.1080/10447318.2019.1700644
https://doi.org/10.1177/002224378101800104

	基于小红书APP的网络平台用户体验测评适用性检验
	摘  要
	关键词
	The Suitability Test of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of Network Platform Based on Little Red Book APP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2.1. 用户体验及测评研究
	2.2. 网络平台及其用户体验相关研究
	2.3. 小红书APP的相关研究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3.2. 研究工具
	3.2.1. 有用性、满意度、易用性问卷(Usefulness, Satisfaction, and Ease of Use, USE)
	3.2.2. 系统可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3.3. 翻译与回译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项目分析
	4.2. 探索性因素分析
	4.3. 验证性因素分析
	4.4. 信度分析
	4.5. 效度分析
	4.5.1. 聚合效度
	4.5.2. 结构效度
	4.5.3. 效标效度

	4.6. 实证调查结果

	5. 讨论
	5.1. 关于中文版USE问卷的修订与检验
	5.2. 基于小红书APP用户体验的实证分析

	6.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