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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信息焦虑研究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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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对国内发表的信息焦虑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为信息用户及行为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方法 在知网、维普、万方

三个全文数据库中以信息焦虑为检索词进行检索，采用Excel 2010、NoteExpress、Vosviewer软件对检索结果从发表年度、载文期刊、作者
及单位、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纳入139篇文献进行分析，信息焦虑相关的学术文献最早发表在2004年，2019年新冠疫情暴
发后，备受关注。载文期刊共85种，作者共226位，每篇文章平均1.6位作者。关键词聚类共分为7类：图书馆及馆员在信息焦虑研究中的作
用、大学生信息焦虑行为及影响因素、社会支持与信息焦虑的关系、不同阅读形式对信息焦虑的影响、移动社交媒体给用户带来的信息焦

虑、信息焦虑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信息焦虑量表编制。结论 信息焦虑的研究主要以大学生为对象，群体需要更加多元化，可与心理学、

社会学、传播学、医学等多个学科融合开展研究。信息焦虑的概念及框架需要更多研究视角，量表需要多维度测量，通过提升信息素养水

平缓解大众信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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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f domestic information anxiety research based on 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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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make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on information anxiety published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formation user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behavior. Methods The literatures on information anxiety were retrieved in the three database of 
CNKI, Vip and Wanfang. Excel 2010, NoteExpress and Vosviewer softw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earch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the journal, the author and organization, and research hotspots. Results 139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for analysis. Academic literature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anxiety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2004.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formation anxiety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There 
were 85 journals and 226 authors, with an average of 1.6 authors per article. Keyword clustering was divided into 7 categories: The role of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in information anxiety research,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anxiety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anxiety,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ading forms on information anxiety, the information anxiety brought by mobile social 
media to us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anxiety and self-effic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xiety scale.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nxiety mainly focuses on college students. The group needs to be more diversified. It can be integrated with psychology, 
sociology, communication, medicine and other disciplines to carry out research. The concept and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anxiety need mo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 scale needs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to alleviate public information anxiety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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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截至2021年12月，我国
网民规模为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1]。互联网的广泛
普及和应用，使信息更加容易获取，同时面对多渠道的信息
源、检索工具，找到可信度较高、真正有指导作用的信息并
成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因信息素养、信息质量和数量等的
不同，极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无所适从、紧张、焦虑等情
绪，这类因信息而带来的负向情绪可称为信息焦虑。国外有
关信息焦虑的研究侧重于概念及表现形式，主要关注计算机
焦虑、图书馆焦虑、互联网焦虑等信息焦虑媒介的研究。国
内关于信息焦虑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将大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少部分研究提及老年住院患者、公务员、教
师、青年群体。现有文献主要从传播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角
度对信息焦虑展开研究，信息学角度较少。本研究对国内有
关信息焦虑的文献从外在特征（发表年度、载文期刊、作者
及单位）和内容特征（研究热点）两个维度进行梳理，旨在
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参考，重视复杂信息环境下普遍存在
的信息焦虑。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检索数据库为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万方

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字段为篇名/题名或关键词，检索
词为信息焦虑，检索时间为2022年8月31日，文献类型为期
刊论文、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检索结果为：知网有学术期
刊126篇，学位论文22篇，会议论文5篇，特色期刊41篇，合
计194篇；维普有132篇；万方有期刊论文156篇，学位论文
10篇，会议论文13篇。
1.2  文献筛选标准
纳入文献不包含篇名及作者完全重复、篇名及关键词中

未包含信息焦虑，以及科普、专家访谈、新闻等，最终纳入
102篇期刊文献、25篇学位论文以及12篇会议论文。
1.3  分析方法
利用Excel 2020及可视化分析软件Vosviewer对纳入文献

进行发表年度、文献来源、作者及作者单位、关键词等进行
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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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发表年度

20世纪90年代，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报纸中出现了
信息焦虑一词。信息焦虑在国内学术文章中第一次出现
是厦门大学的刘君[2]探讨了以信息来源复杂、分布无序且
管理松散为特征的后信息时代带来信息超载与信息焦虑的
原因，并从信息传播角度分析其必然性，提出了可行性方
案，人要保持终身学习的理念，懂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且要学会如何选择。2004年以后，一直有信息焦虑相关的
学术产出，2011年是第一个产出高峰年，发文量达14篇，
从信息焦虑的概念、量表编制、影响因素以及对策方面展
开研究。尤其是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信息焦虑，2021年产出最多，达21篇，
从不同群体、情景、多学科角度展开研究。见图1。
2.2  载文期刊

102篇期刊文献共刊载在85种期刊中，载文量为3篇以
上的期刊共有4种，集中在图书情报领域，图书馆学研究、
情报科学各刊载4篇，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各刊
载3篇，青年记者、编辑之友、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新闻
传播、现代情报、图书情报知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7种期刊各刊载2篇。其余74种杂志仅刊载1篇。

2.3  作者及作者单位
139篇文献的作者共计226位，每篇文章平均1.6位作

者，发文量为3篇及以上的作者有5位：曹锦丹（11篇）、
吴贤华（7篇）、满丛英和韦耀阳（各4篇）、邓昶为3篇。
138篇文章中，57篇文章（占40.6%）由1人完成，其余82篇
文章至少有2～7人共同完成，占59.4%。139篇文章中有
19篇（13.0%）有2家及以上单位合作完成，其余120篇文
章仅由1家单位或同一家单位的若干二级单位共同完成。
226位作者共来自103家单位，产出排前三的单位是吉林大
学（12篇）、湖北第二师范学院（7篇）、华中师范大学
（6篇）。103家单位共来自全国26个省市，排前三的是北
京市（11家）、江苏省（10家）、湖北省（9家），山西、
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贵州省、西藏
自治区6个省市暂无信息焦虑相关科研成果。
2.4  研究热点
整理139篇文献的Refworks格式文档，合并同义词，并

导入Vosviewer可视化分析软件中，139篇文献共计323个关
键词，频次排前三位的关键词是信息焦虑（128次）、大学
生（28次）、策略和影响因素（各13次）。频次为3次及以
上的关键词共计18个，频率为2次的关键词共计31个。选
择频次大于等于3次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结果如 
图2所示。

2004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0

5
2

4
6

43

9

6
8

33

7
5

2

10

14

11

2120

15

10

20

25

图1  国内信息焦虑学术文献年度分布图

图2  关键词可视化图谱

关键词共聚为7类。第一类：图书馆及馆员在信息焦虑
研究中的作用。该类涵盖关键词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

爆炸、信息过载、图书馆。福州大学图书馆的陈洁认为信
息焦虑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影响群体较广且呈现低龄化，
图书馆应该积极参与信息焦虑相关的研究，以信息咨询师
的角色提供参考咨询服务，重塑图书馆及馆员的形象[3]。第
二类：大学生信息焦虑行为及影响因素。该类涵盖关键词
信息行为、大学生、影响因素、策略。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的龚花萍等[4]对江西省4所高校的30名大学生进行访谈，采
用扎根理论探究大学生信息焦虑的影响因素并构建模型，
旨在为大学生本人、社会相关部门、高校信息教育部门及
图书馆等提供缓解对策时提供证据支持。研究结果显示引
发大学生信息焦虑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和外在因素，个人
因素包括个人认知和信息素养，外在因素包括信息质量、
检索系统质量、信息利用环境。第三类：社会支持与信息
焦虑的关系研究。该类涵盖关键词信息焦虑、心理健康、
社会支持。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王宴庆等[5]采用信息
焦虑、交往焦虑和社会支持三个量表对237名在校本科生进
行了调研，研究结果显示信息焦虑导致消耗更多的认知资
源，必定对社会交往产生干扰，造成大学生交往焦虑。社
会支持可调节负面情绪、缓解压力和信息焦虑程度，促进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第四类：不同阅读形式对信息焦虑
的影响。该类涵盖关键词浅阅读、深阅读，浅阅读导致信
息焦虑，深阅读缓解信息焦虑。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的刘畅等[6]探讨了碎片化阅读是网络时代用户获取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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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重要阅读方式，用户在阅读的不同阶段，因期望不同
而造成不同程度的信息焦虑，并基于SOR理论模型探索信
息焦虑行为的影响因素，外部刺激因素包括信息和环境刺
激，内部判断因素包括情感认知和能力特征，信息焦虑是
具体的反应和行为，包括信息获取焦虑、信息理解焦虑、
信息利用焦虑和信息依赖焦虑。徐州图书馆的谭楚子[7]认为
深度阅读是治愈信息焦虑的有效手段。第五类：移动社交
媒体给用户带来的信息焦虑。该类涵盖关键词信息素养、
移动社交媒体。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袁静等[8]从国内外
文献角度探讨了移动社交媒体情境下，用户信息焦虑的表
现以及主要的原因，并归纳了后续可推进的研究点，包括
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特殊群体的信息焦虑行为、构建特定
的信息焦虑量表以及验证信息焦虑缓解措施是否有效等。
第六类：信息焦虑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该类涵盖关键词
自我效能感。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嘉琪[9]对369例大
学生进行了就业风险认知、自我效能感及信息焦虑情况的
调研，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下大学生各类风险认知与信
息焦虑呈正向关系，自我效能有调节信息焦虑的作用，自
我效能水平越高，信息焦虑水平越低。第七类：信息焦虑
量表编制相关的研究。该类涵盖关键词量表。吉林大学的
王畅[10]、曹锦丹[11]和程文英[1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吴贤
华[13]，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韩蕾倩[14]等都结
合国内外文献，编制了信息焦虑量表，并进行了量表信度
和效度的检验，且利用量表进行了样本的测量。

3  讨论
3.1  信息焦虑的研究群体需要更加多元化
国内信息焦虑的研究群体主要是大学生，少部分研究

涉及护士、老年患者、教师、图书馆员、孕妇。国外有关
信息焦虑的研究还涉及酒店员工[15]、儿童[16]、工作场所[17]

等。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信息时代信息量激增，尤其是突
发事件多渠道信息的发布，公众极易感受到因信息而带来
的焦虑。信息焦虑需要在更多场景下被测量，比如各国学
术界、不同工作场所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信息焦虑。今后信
息焦虑的研究群体可从年龄层次、行业和职业类别、男女
性别、文化结构与种族结构等多角度展开研究，也可从信
息素养涵盖的信息需求、信息获取、评价及利用等视角研
究信息焦虑的不同程度，为信息服务提供者及信息素养指
导者提供参考。

3.2  信息焦虑研究需要多学科融合
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可能产生信息焦虑。信

息焦虑可与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传播学、信息学等
多个学科交叉融合产生不同的研究视角，结合当前自媒体
时代、新冠疫情常态化及碎片化阅读等多种情景研究信息
焦虑的框架、模式、影响因素及缓解措施，并验证缓解效
果。信息焦虑与社会现象的关系也值得研究，国内学者关
于信息焦虑的影响主要包括无法做出准确的决策，影响学
业成绩，对手机、网络形成依赖，带来孤独感，影响成就
动机，降低自我效能，产生社交焦虑，出现快餐式浅阅读
等方面。信息焦虑与其他现象，比如思维、情商、个性特
征、检索能力、学术成就、语言熟练程度等的关系也值得
研究者关注[18]。

3.3  信息焦虑量表需要多维度测量和完善
国外关于信息焦虑的测量，主要是以沃尔曼对信息焦

虑的理解作为理论基础，对信息媒介引起的焦虑的测量，
包括计算机焦虑量表、图书馆焦虑量表、互联网焦虑量
表。国内以曹锦丹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最早编制、修订了信
息焦虑量表，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目前信息焦虑的
测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测量信息活动各环节产生的
焦虑总和，从采用策略、搜索、筛选、加工与利用信息以
及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信息安全、信息依赖和信息缺失等维
度编制大学生群体的信息焦虑量表；另一种是通过信息焦
虑的影响因素进行测量，将信息焦虑的维度总结为信息质
量与数量、检索系统质量、用户认知与知识、信息需求、
信息搜索与选择、信息利用、环境影响和时间成本8个方
面。数字时代带来了很多全新的变化，需要完善当代信息
环境下的信息焦虑量表，以便于信息焦虑可以多维度测
量，可以研发基于需求的信息素养课程来缓解信息焦虑。

3.4  信息焦虑概念及框架相关研究需要更多研究视角
沃尔曼对信息焦虑的概念更多从信息检索的角度出

发，忽视了信息使用者。关于信息焦虑的概念，需要有一
个更广泛的认识角度，除了信息检索过程中存在焦虑以
外，在任务概念化和定义、需求识别、理解、综合、评估
和信息使用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焦虑。Naveed M A更新了信
息焦虑的框架，包括任务概念化（task conceptualization）、
需求认知（ n e e d  r e c o g n i t i o n）、找信息（ f i n d i n g 
information）、评价信息（evaluating information）、
获取信息（accessing information）、利用信息（using 
information）。任务概念化是对信息任务的理解，提出信息
需求的基础。需求认知是关于个人真实信息需求的认知。
找信息是不同情景下通过多种信息源采用多种策略找到信
息。评价信息是确定信息及其来源的相关性、可靠性、有
效性、准确性、权威性、真实性、及时性、偏见和可信
度。获取信息也会给信息查询者带来焦虑。信息利用是将
信息与已有知识结构合并以改善现状时的身心活动[18]。

3.5  信息素养在信息焦虑研究中具有多重作用
信息素养是信息焦虑测量的维度，王琳等[19]从信息素

养、个人认知、信息质量、信息利用环境、检索系统质量
5个方面对新冠感染疫情下大学生的信息焦虑进行研究，结
果显示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焦虑水平较高。同时，不少研究
者认为信息素养是缓解信息焦虑的重要措施，通过建立和
实施以人为本的信息素养项目，提升信息素养水平，提高
信息检索技能，能够更加从容应对数字时代复杂的信息环
境。而对于在线学习的学生，基于某项具体活动提供信息
素养指导可能并不能缓解信息焦虑[20]。

数字时代大众的信息焦虑普遍存在，虽与心理学领域
界定的焦虑症有所区别，但若不引起重视，没有得到恰当
的引导，信息焦虑极有可能演变成一种病症。因此，科学
测量不同群体的信息焦虑程度，分析引发信息焦虑的影响
因素，如何引导社会各界关注信息焦虑，是研究者当下需
要关注的话题。信息服务机构提供准确可信的信息和咨询
服务、基于人本主义开展大众信息素养培训，共同缓解信
息焦虑。

（收稿日期：2022-11-01；修回日期：2022-12-08；编辑：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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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功能性锻炼，患者自我效能感低可能与锻炼效果不明显
容易导致患者丧失长期锻炼的动力和决心、对功能锻炼的意
义缺乏积极的认知有关[15]。有研究[16]表明，患者的自我效能
感越强，其自我管理疾病的能力越强，生活质量也能得到有
效改善。因此，临床医务人员要关注鼻咽癌放疗患者的心理
疏导，给予针对性的健康指导以增强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进
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3.3  鼻咽癌放疗患者癌因性疲乏与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鼻咽癌放疗患者癌因性疲乏与自我效

能感得分呈负相关，提示鼻咽癌放疗患者自我效能感水平越

高，其癌因性疲乏程度越低。原因可能是自我效能感高的患
者，其对疾病的应对和管理信心越强，会主动配合医护人
员为缓解癌症放疗带来的不良反应的治疗，积极采取健康行
为，多渠道获取疾病相关信息，患者的癌因性疲乏程度能得
到有效减轻。有研究[17-18]报道，良好的社会支持在癌症患者
自我效能感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积极发动来自
医院、社区、家庭的社会支持力量，为鼻咽癌放疗患者提供
连续、不间断的专业帮助和心理支持，能有效增强患者的自
我效能感，进而缓解其癌因性疲乏症状，促进身心康复。

（收稿日期：2022-08-20；修回日期：2022-12-19；编辑：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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