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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端新闻阅读已成为主流，各新闻App针对用户需求推出了个性化推荐功能，以提升用户体验。推荐

形式在移动端新闻的用户体验中具有重要作用。根据移动端新闻的特点，通过用户客观的记忆准确率和

主观感知对推荐形式和展示位置的用户体验影响及性别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结果显示，相比传统列表形式，新兴的矩形标签云形式和不同展示位置可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来影响用户体验，并且不同性别对于推荐形式的感知存在差异，女性认为标签云形式具有便捷性，能增

加愉悦感和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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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news reading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and new apps have launched personalized rec-
ommendation functions to meet users’ needs to improve user experience. Recommendation for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user experience of mobile new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
bile news, an empirical study is made on the influence of user experie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 of 
recommendation forms and display positions through users’ objective memory accuracy and sub-
jective perception. A questionnaire is used in the study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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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list form, the emerging rectangular tag cloud form and different display positions 
can influence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of user experience. In addition, dif-
ferent gender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recommendation forms. Women believe that tag 
cloud form is convenient, can increase pleasure and improve use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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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时代下，移动端新闻阅读由于能满足用户随时随地了解新闻资讯的需求而成为主流。大量冗余

的新闻信息使用户面临信息超载，网易新闻等个性化新闻平台解决了这一难题，但用户需要设置新闻关键词

才能定制个性化新闻，增加了用户负担[1]。基于上述背景，面向移动端的新闻推荐系统通过优化推荐算法，

向用户推荐满足其兴趣偏好的新闻资讯，能有效地提升用户体验[2]。严楠以网易新闻客户端为例，说明了

用户通过自主选择新闻内容实现新闻的私人订制[3]；陶永才结合用户阅读新闻的兴趣爱好和阅读地点，提

出了基于地理位置的个性化新闻推荐方法[4]。虽然优化推荐算法能提供更准确的推荐结果，但影响用户体

验的除了推荐内容要符合用户兴趣外，还应包括移动新闻 App 使用时的交互过程，其中推荐形式尤为重要。 
国内外各新闻 App 大多采用传统的图文结合方式，以列表的形式进行新闻推荐。近几年兴起的标签

云通过操作云中标签的可视化属性，可将用户关注点吸引到特定区域，从而提升用户的浏览体验[5]。这

种新兴的推荐形式能否在移动端新闻推荐中提升用户体验？推荐形式中的展示位置是否也会影响用户体

验？对此，本文结合移动端新闻和推荐形式，对比传统列表形式和标签云形式，根据用户客观的记忆准

确率和主观感知情况开展研究。 

2. 问题的提出 

随着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新闻推荐系统开始向移动端新闻推荐过渡。与

传统新闻推荐相比，移动端新闻推荐具有以下特点：1) 移动性，用户可随时随地浏览新闻，移动端新闻

推荐更便捷；2) 屏幕尺寸小，使每次呈现的内容较少，并需要根据不同设备调整新闻版面布局，因此展

现形式需要排版简洁，便于用户找到信息和提升使用效率；3) 网络连接不稳定性，不适宜增加过多图片

以增加页面加载时间从而降低用户体验。又加之目前移动端新闻推荐以文本列表形式为主，所以本文认

为移动新闻推荐形式值得进一步研究。 
除了推荐形式外，展示位置也会对用户体验产生影响。孙浩楠运用半脑专门化理论，研究了电商网站左、

右展示位置的推荐效果[6]。在广告学方面的行为学研究中，Lohse 通过眼动实验研究了人们对广告页面位置

的关注，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页面上方的广告关注较多，却鲜少关注下方[7]。Chan 研究了位置对广告认知

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肯定了位置的重要性，人们对广告内容的认知效果会受到不同展示位置的影响[8]。
Holbrook 等从消费者行为解释了当相同信息以不同形式展现时，会激发不同半脑的功能[9]，而不同性别对

不同半脑的使用情况也是不一样的[10]，所以不同性别的人在推荐形式和展示位置上的用户体验存在差异。 
用户体验主要依赖于用户与产品的交互过程，即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主观感受。Th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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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ahlke 在研究手机产品的用户体验时，将用户体验划分为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11]。认知层面依赖于系

统自身具有的客观特征而产生，本文选取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维度。感知有

用性指用户对于系统提升相关绩效程度的感知，感知易用性指用户对于掌握系统难易程度的感知[12]。本

文采用记忆准确率来客观衡量感知有用性，采用便捷性的主观问项来衡量感知易用性。情感层面是指个体

对系统的情感反应，因此本文选取了心理情绪和满意度的主观问项来衡量情感层面下的用户体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并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研究框架： 
1) 推荐形式对用户体验是否有影响？如何影响？ 
2) 展示位置对用户体验是否有影响？如何影响？ 
3) 在不同推荐形式下的用户体验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设计 

为达到新闻内容对用户的个性化订制，将新闻分为五大类，根据用户的选择向其展示该类别下的两

种新闻推荐形式，便于用户记忆熟悉的或感兴趣的新闻内容。五个类别的新闻均包含 8 条内容，传统列

表形式和矩形标签云形式均展示不同的新闻标题，分别如图 2 和图 3 所示。用户浏览后需在表单中勾选

已浏览过的新闻，除了 8 条已展现的新闻，还包括前期预测验决定的 4 条多余新闻，以便于计算记忆准

确率。 
除了客观记忆准确率外，还根据研究内容和参考文献自行设计了 6 个问项，如表 1 所示，用户需根

据浏览新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使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评分，其中 1 表示非常不认同，5 表示非常认同。 
 
Table 1. Subjective survey questions 
表 1. 主观调查问项 

指标 题项 问项 

便捷性 
问题 1 我认为传统列表形式更符合我的浏览习惯[13]。 

问题 2 传统列表形式更有助于我能记住看到的新闻[13]。 

心理情绪 
问题 3 矩形标签云形式让我感觉新鲜活泼、心情愉快[14]。 

问题 4 矩形标签云形式能让我对位置突出的新闻印象深刻。 

满意度 
问题 5 我认为矩形标签云形式比列表形式更有助于我寻找某一条新闻[15]。 

问题 6 我认为矩形标签云形式比列表形式能让我更快速回忆起浏览过的新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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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raditional list form 
图 2. 传统列表形式 

 

 
Figure 3. Rectangle tag cloud form 
图 3. 矩形标签云形式 

3.2. 调查实施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移动新闻资讯 App 的用户群年龄集中在 19~35 岁。因此调查对象为

经常使用移动端浏览新闻的年轻群体，问卷开头通过设置甄别题项，以排除不使用移动新闻 App 的用户。

通过线上发放和回收，共得到 136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 51 人，女性 85 人，35 岁以下的年轻用户占比

高达 91.1%。对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信度系数为 0.752 > 0.7，表示测量问项具有良好信度，可进

行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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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统计分析 

4.1. 不同推荐形式下的用户体验分析 

1) 新闻记忆准确率分析 
用户按照浏览习惯浏览两种形式的新闻推荐，勾选记忆中的新闻标题。记忆准确率的计算公式为：

准确率 = 勾选正确的新闻标题个数/浏览过的新闻标题总数。 
浏览传统列表形式新闻推荐后的平均记忆准确率为 80.33%，矩形标签云形式下的平均记忆准确率为

81.62%。由此可知，与传统列表形式相比，用户在矩形标签云形式新闻推荐下的记忆准确率更高，即用

户能更准确地记住浏览过的新闻，提高新闻浏览的效率。 
2) 主观感知指标分析 
主观感知指标的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ubjective perception indicators 
表 2. 主观感知指标的统计结果 

  非常不认同/不认同 不确定 认同/非常认同 平均得分 

便捷性 
问题 1 23.53% 27.94% 48.53% 3.32 

问题 2 25.73% 30.15% 44.12% 3.22 

心理情绪 
问题 3 33.08% 29.41% 37.73% 2.99 

问题 4 26.47% 26.47% 47.06% 3.21 

满意度 
问题 5 36.77% 27.94% 35.29% 2.91 

问题 6 36.03% 30.88% 33.09% 2.93 
 

由表 2 可见： 
在便捷性指标上，将近一半的调查用户主观上认同或非常认同传统列表形式更具易用性，符合浏览

习惯也有助于记忆新闻。但用户对标签云推荐形式的客观记忆准确率却更高，表明了客观统计结果与主

观认知相悖。 
在心理情绪指标上，47.06%的调查用户主观上认同或非常认同标签云形式能增加对新闻的印象，但

仅有 37.73%的调查用户认为标签云形式可以使心情愉快，且均分为 2.99，说明标签云形式不一定能带来

心理上的愉悦感。 
在满意度指标上，相比认同/非常认同的被调查用户(35.29%和 33.09%)，更多的被调查用户(36.77%

和 36.03%)不认同或非常不认同标签云推荐形式有助于准确定位新闻的同时又能使其快速回忆起浏览过

的新闻，反倒是传统列表的推荐形式能使用户更满意。 

4.2. 不同展示位置下的用户体验分析 

1) 列表形式下用户对不同展示位置新闻的记忆准确率存在较大差异，如表 3 所示。 
  
Table 3. Accuracy of users' memory of news in different display locations in list form 
表 3. 列表形式下用户对不同展示位置新闻的记忆准确率 

列表展示位置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第六行 第七行 第八行 

准确率 77.21% 89.71% 86.03% 77.94% 83.09% 68.38% 74.26% 85.29% 
 

由表 3 可见，在第二、第三和第八行展示的新闻记忆准确率较高，均在 85%以上，而在第一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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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率仅为 77.21%。结果表明，在推荐列表形式下，中上部和最底部的位置会给用户留下较深刻的印

象，而位于第一行的新闻却不一定能让用户记住。 
2) 矩形标签云形式中不同位置的新闻标题编号如图 4 所示。矩形标签云形式下用户对不同展示位置

新闻的记忆准确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如表 4 所示。 
 

 
Figure 4. Rectangle tag cloud news headline number 
图 4. 矩形标签云新闻标题编号 

 
Table 4. Accuracy of users' memory of news in different display locations inrectangular tag cloud form 
表 4. 矩形标签云形式下用户对不同展示位置新闻的记忆准确率 

矩形标签云展示位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准确率 86.76% 85.29% 83.82% 91.91% 83.09% 69.85% 75.74% 78.68% 

 
由表 4 可见：对比字体大小、粗细一致但位置不同的标题，发现对比①和⑦，①的记忆准确率远高

于⑦；对比②和⑥，②的记忆准确率远高于⑥；对比④和⑧，④的记忆准确率远高于⑧；用户对位置⑥、

⑦、⑧的记忆准确率较低。结果表明，分布在左上部分①、②、③、④、⑤的记忆准确率远高于剩余位

置，说明用户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左上角。 

4.3. 性别对用户体验的影响分析 

记忆准确率和主观感知的性别差异如表 5 所示。 
 
Table 5.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mory accuracy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 
表 5. 记忆准确率和主观感知的性别差异 

  男 女 

记忆准确率 
列表形式 80.33% 80.40% 

标签云形式 81.48% 81.82% 

便捷性 
问题 1 3.08 3.46 

问题 2 3.12 3.28 

心理情绪 
问题 3 2.73 3.14 

问题 4 2.75 3.48 

满意度 
问题 5 2.76 3.00 

问题 6 2.78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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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见： 
1) 根据记忆准确率，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用户在矩形标签云形式下的记忆准确率更高，即用户能

更准确地记住浏览过的新闻。 
2) 对于便捷性指标，男性、女性的平均分都大于 3，说明用户主观上都认为传统列表形式的新闻推

荐更符合浏览习惯，也更有助于记忆浏览过的新闻。 
3) 对于心理情绪感知和满意度指标，男性女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男性的平均分都小于 3，女性的

平均分都大于 3。女性用户更喜爱矩形标签云形式的新闻推荐，认为标签云中位置突出的新闻能给其留

下较深刻的印象，并能从中感到心情愉悦，但却不能增加男性用户的好感度，男性用户认为矩形标签云

推荐形式并不能有助于定位新闻或使其快速回忆起浏览过的新闻。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推荐形式和不同的展示位置会影响用户客观和主观感知上的用户体验。 
当前移动端新闻推荐大多采用列表形式来呈现新闻，因此调查显示用户习惯于浏览列表形式的新闻

推荐，对其认可度要高于矩形标签云形式。对于新兴的标签云形式，虽然用户主观上认为这种形式并不

能使其更准确地记住展现的新闻，但在这种推荐形式下的客观记忆准确率却更高，记忆效果作为评价感

知有用性的指标，说明用户更有效地记住了浏览过的新闻，提升了用户体验。 
虽然用户整体上对传统列表形式的认可度要高于矩形标签云形式，但在不同性别用户之间存在着明

显差异。女性用户认为新兴的标签云形式对其获取信息起到了更大帮助，并具有更好的便捷性，能增加

其愉悦感。便捷性作为评价感知易用性的指标、愉悦度作为评价用户体验的指标，说明标签云形式更好

地提升了用户体验。 

5.2. 管理启示 

首先，移动端新闻推荐可以采用标签云的推荐形式，尤其是在女性用户占比较大的移动新闻 App 中，

可以有效提升用户体验，增加使用的便捷性和愉悦度。其次，在较多数量的新闻推荐中，可以将重要的

或希望用户点击的信息放在用户容易注意到或印象深刻的位置，比如列表形式的中上部以及最底部，矩

形标签云形式布局的左上部。最后，鉴于目前大多数移动新闻 App 用户习惯于列表形式的推荐，可以推

出设计新颖的标签云形式来吸引用户的关注。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还不够深入，虽然从用户客观的记忆准确率和主观感知两个角度来衡量用户体验，

但是仅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今后可在此基础上使用行为实验、眼动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获取多模态

数据，进一步验证移动端新闻个性化推荐的用户体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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