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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用户阅读体验偏好实证研究*

摘要：版式和流式是目前电子书格式设计的两种主流思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阅读体验，即设计感和流畅

感。为了解用户在阅读电子书过程中对这两种体验的偏好，本文基于阅读实验与问卷调查对用户的阅读体验偏好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阅读终端和阅读内容对阅读体验偏好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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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电子书市场的发展，市场主体的增加，导致电子书

阅读终端、阅读软件和内容格式的多元化。多元化的阅

读终端、阅读软件和内容格式，给用户阅读造成诸多困

扰和障碍，影响用户的阅读体验。电子书企业要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立足，必须对用户的各种想法和使用行

为有充分的了解，有针对性地提高用户阅读体验。只有

真正掌握并有效满足用户阅读体验，才能赢得数字阅

读时代电子书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用户体验是人机交互和交互设计领域的重要概念[1]，

国内外学术界将用户体验按照体验深度划分为三个层

次：第一层次指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向人脑，用户通过自

我感知确认的下意识体验；第二层次指用户产生特别

感或满意感，是体验过程的完成；第三层次把用户体验

作为一种经历，帮助用户与设计团队之间共享发现[2]。具

体到电子书领域，用户的阅读体验是用户在电子书阅读

过程中对其内容、格式、设计及在终端显示效果等方面

的综合主观感受，符合用户阅读习惯和喜好的体验即形

成体验偏好。有关电子书用户阅读体验的研究，一直是

电子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专业、身

份等用户个人身份特征对电子书阅读体验的影响[3-5]；

不同阅读终端[6]、不同阅读内容[7]等用户阅读体验；屏

幕阅读效果[8-9]、用户体验质量[4,10]等。我们认为，这些

研究多是聚焦于用户阅读的综合感受，而较少涉及具体

的阅读体验，更没有从电子书格式视角研究用户阅读体

验的。众所周知，不同的电子书格式，代表不同的电子

书开发设计思路，其所带来的阅读体验也有所不同。基

于此，本研究针对不同的电子书格式，基于用户偏好视

角，调查研究用户的阅读体验偏好及其影响因素。

2 研究设计

目前，电子书内容格式的设计与开发主要有固定版

式文档和流式文档两种基本思路。版式文档侧重保存

文档显示或打印结果，通常具有良好的版式设计感，尤

其在图文混排方面，如PDF文档；而流式文档能够根据

不同阅读终端屏幕的大小实现内容重排，保证同一电子

书在不同终端上阅读的流畅感，如EPUB、TXT文档[11]。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书阅读体验可以大致分为阅读的

设计感和流畅感。正基于此，本研究选择设计感和流畅

感作为电子书阅读体验分析的两个基本维度，探究电

子书用户对设计感与流畅感两类阅读体验的偏好及其

影响因素。具体来说，本研究力图探索分析以下几方面

的问题：

资源与服务



2016年第3期（总第142期） ��

电子书用户阅读体验偏好实证研究白雪，曾元祥

（1）不同类别用户对电子书阅读体验偏好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

（2）不同的阅读终端是否影响用户对电子书阅读

体验偏好选择，更进一步分析，阅读终端的屏幕大小对

电子书阅读体验偏好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3）不同的阅读内容是否影响用户对电子书阅读

体验偏好选择，具体来说，不同的阅读目的会影响用户

对终端的选择[12]，进而会影响其阅读体验偏好。

本研究借鉴用户体验的层次划分，设计两方面的研

究：一为数字阅读实验，我们假设用户对阅读体验设计

感、流畅感的偏好，直接体现在了其对各格式文档阅读

体验的直观感受与喜好，并假设PDF文档代表阅读体

验的设计感，EPUB文档代表阅读体验的流畅感，通过

测试实验对象阅读上述两个格式文档后的实际感知与

满意度及其选择测定其阅读体验偏好。二为数字阅读

体验调查问卷，基于问卷对象以往的电子书阅读经历

调查其阅读体验偏好。由此探究电子书阅读的用户体

验，以期为设计者在电子书开发过程中如何选择文档

格式开发策略提供参考。

数字阅读实验部分，实验对象均为武汉大学学生，

通过身边同学、武大BBS论坛等方式征集。具体实验

设计为：（1）实验终端，选择了四类主要的数字阅读

终端——笔记本电脑（戴尔）、电子书阅读器（Kindle 
II）、平板电脑（iPad3）、手机（iPhone4）。（2）实验文

档格式，为PDF文档与EPUB文档，PDF文档仿照纸版

书设计生成，EPUB文档直接由EPUB3.0自动生成，然

后分别移植至上述终端中，两种文档在天头地角、留

白、标题等版式元素方面存在差异。（3）实验内容，选

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能够保证实验对象对内容都

不陌生，同时全文共计1373字，能够保证实验对象在1
分钟内粗略浏览完。（4）实验流程，首先，实验对象单

个进入实验室，向其发放一张实验登记表用于记录其实

验过程及个人信息，并说明实验的大致流程；其次，要求

实验对象自由选择上述四种终端分别进行阅读，每个

终端内有PDF、EPUB两个内容相同的文档（分别命名

为文件1、文件2）都需阅读，每个文档的阅读时间约为1
分钟，在此之前，会提醒实验对象可不用聚焦具体的内

容，而是关注两个文档带来的阅读体验；再次，阅读完

成后，让其选择其中更喜欢的一个文档，选择的过程中

允许再次简单浏览两个文档；然后，更换终端，依次进

行，直至四种终端阅读完毕。（5）深度访谈，实验结束

后，对实验对象选择文档的原因、不同终端及内容对阅

读体验偏好的影响、偏好的内容格式设计要素等内容

进行深度访谈。

图1 iPad上PDF文档、EPUB文档的首页示例图

调查问卷部分，由于用户在电子书阅读过程中，对

设计感和流畅感的感受会因个人喜好、阅读终端及阅读

内容等而有所不同，由此，本研究分别从个人数字阅读

经历及其阅读体验偏好、终端的阅读体验偏好、内容的

阅读体验偏好三个方面来设计问卷，用以测度用户的阅

读体验偏好，分析用户身份特征对阅读体验偏好的影

响，揭示不同终端中用户对版式和流式的偏好，判断内

容对阅读体验偏好的影响程度。调查问卷对象为武汉

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抽样方式主要采用方

便抽样，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内随机发放。

对用户阅读体验的测评，其中，实验方面，当实验

对象选择PDF文档则意味着其偏好设计感，选择EPUB
文档则意味着其偏好流畅感；同时，由于内容（阅读目

的）较难作为控制变量融入实验中，本研究通过采用

深度访谈的方式研究不同类型内容对用户阅读体验偏

好的影响。问卷调查方面，通过对实验访谈过程中访

谈对象偏好的版式设计要素的频次统计，以及参考英国

电子书计划EBONI[13]、Roger[14]、Chris[15]、比特网[16]等

对版式效果与流式文档的研究，本研究综合选取了标

题设计（位置、呈现方式）、页眉页脚设计、留白与页边

距、图文排版（大小、位置、图文间距）、页面无需放大

缩小显示、字体及段落的自定义设置、页面背景调整、

图片可放大缩小8个指标，用以测定、分析问卷对象对

设计感或流畅感的偏好。其中，前4项属于设计感特征

指标，后4项则属于流畅感特征指标，对8个指标的重要

性采用五分量表进行1~5分的赋值，并通过对设计感与

流畅感各自指标分值总和判定：若设计感总分大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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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感总分，则代表其为偏好设计感的用户；反之亦然；

若两者总分相等，则代表其无显著偏好。

3 结果分析

本次实验共征集了33名实验对象。调查问卷共发

出300份，回收245份，回收率为81.7%。其中，有效问

卷为233份，有效率为95.1%。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

Cronbach's总值为0.851，可认为问卷总体信度较高。问

卷样本KMO值为0.718（>0.5），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

0.000（<0.05），通过效度检验。本研究有效样本的构成信

息详见表1。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有电子书阅读经历。

表1 有效样本构成信息统计

实验样本

理工科

13

39%

63

27.04%

人文社科

20

61%

170

72.96%

博士

2

6%

6

2.58%

硕士

11

33%

94

40.34%

本科

20

61%

133

57.08%

女

16

48%

163

69.96%

男

17

52%

70

30.04%

性别 专业学历

问卷样本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表2  电子书用户阅读体验偏好的研究结果

设计感

流畅感

无显著偏好

阅读实验

73（55.3%）

59（44.7%）

132（100%）

问卷调查

91（39%）

115（49%）

27（12%）

233（100%）

图2  不同性别、学历、专业实验对象

阅读体验偏好的交叉分析

阅读实验与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详见表2）：实

验对象从整体上更偏好阅读体验的设计感，在四种终

端共计132次的选择中，有73人次选择了代表阅读体验

设计感的PDF文档，多于代表阅读体验流畅感的EPUB
文档的59人次。然而，问卷对象偏好设计感的为91人，

偏好流畅感的为115人，无显著偏好的为 27人，这说明

整体上问卷对象更倾向于能够在不同终端间实现流畅

阅读。对于二者结果的差异，我们认为，问卷对象对设

计感与流畅感没有实际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偏

好判断，这也恰恰说明用户对阅读体验的实际感知与心

理认知存在差异。

3.1 用户身份特征对阅读体验偏好的影响分析

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不同的用户对

于设计感与流畅感的阅读体验偏好存在一定的差异，

具体到不同类别的用户，因男女审美认知的差异、不同

学历背景和不同专业知识所带来的阅读要求和阅读习

惯的差异等，本研究从性别、学历、专业三个方面来探

讨不同类别用户对阅读体验偏好的影响。

实验的结果表明（见图2），性别、学历、专业的实

验对象对阅读体验偏好的选择结果基本一致，除了博

士，选择设计感的人数均多于选择流畅感的人数。而调查

问卷的结果则恰好相反（见图3），基本上半数左右的问卷

对象更偏好流畅感，而只有四成左右偏好设计感，另约有

一成无明显偏好。虽然如此，但通过对调查对象个人身

份特征与阅读体验偏好的相关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明：不同性别、学历、专业的实验对象和问卷对象对体

验偏好选择的相关系数均接近于0，基本不相关；P值均

远高于0.05，没有明显差异性（见表3）。由此说明，不同

性别、学历、专业用户的电子书阅读体验偏好并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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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性别、学历、专业问卷调查对象

阅读体验偏好的交叉分析

表3  用户身份特征对阅读体验偏好影响检验

性别

学历

专业

阅读实验

相关系数

0.073

0.105

0.055

显著性P值

0.406

0.461

0.533

问卷调查

相关系数

0.046

0.037

0.004

显著性P值

0.484

0.841

0.946

差异，这与Alain[5]、Nor[17]、Matthew[18]等研究发现用户

个人身份特征会影响用户阅读体验的结论有所不同。

3.2 阅读终端对阅读体验偏好的影响分析

John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的阅读终端对用户

的阅读体验有较大影响[6]。为验证阅读终端对阅读体

验偏好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了电脑、平板电脑、电子书

阅读器、手机四种终端进行调查分析，这四种是目前用

户进行电子书阅读最常用的终端类型。

阅读实验结果表明：67%和76%的实验对象在电脑

和电子书阅读器阅读时更偏好设计感；对于手机阅读，

70%的实验对象更注重流畅感；但是，对于平板电脑则

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阅读体验偏好。问卷调查结果表

明：62%和58%的问卷对象在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阅读

时更倾向设计感，而64%的问卷对象在手机阅读时更注

重流畅感，同样的，平板电脑阅读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阅读体验偏好（详见图4）。
由此可见，研究对象在不同的终端上阅读时存在

较为明显的阅读体验偏好，影响其偏好的选择，但是终

端特性包括多个方面，屏幕大小、分辨率甚至界面设计

等都有可能影响用户的阅读体验偏好。方正阿帕比公司

图4  不同终端的阅读体验偏好

表4 实验终端特性

与偏好选择
相关性P值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电子书阅读器

手机

Dell insprion N4020 

iPad 3

Kindle Paperwhite

iphone 4s

14 inch

9.7 inch

6 inch

3.5 inch

屏幕尺寸型号终端

0.001

首席技术官汤帜在解读《数字阅读终端内容呈现格式》

行业标准时，就曾指出版式文档在大屏幕终端上阅读

效果更好，相反流式文档则更适合在小屏幕上阅读[21]。

基于此，为验证屏幕大小对电子书阅读体验偏好的影

响，本文特对阅读实验终端屏幕尺寸与实验对象偏好选

择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显著性P值为0.001（<0.05），表明

屏幕尺寸与电子书阅读体验偏好显著相关。

3.3 阅读内容对阅读体验偏好的影响分析

用户使用电子书的目的主要是休闲娱乐和学习研

究，电子书阅读的内容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小

说、传记、休闲生活读物等大众类电子书，二是研究专

著、课本教材、参考工具书等与学习研究相关的学术类电

子书[19-20]。不同的阅读内容和阅读目的，决定了选用的阅

读终端会有所差异，进而可能会影响阅读体验偏好。

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研究对象对不同的阅读内

容表现出了一定的体验偏好。实验访谈结果表明：67%
和58%的访谈对象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阅读大众类电

子书，且47%的访谈对象在阅读大众类电子书时更倾向

流畅感；97%的访谈对象使用电脑阅读学术类电子书，

且43%的访谈对象在阅读学术类电子书时更倾向设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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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研究对象在电子书阅读过程中对设计感或

流畅感有一定的选择偏好，但性别、学历、专业等个人

身份特征对用户阅读体验偏好的影响不大，阅读终端

和阅读内容则对用户阅读体验偏好的影响较为明显。

具体而言，在阅读终端方面，阅读终端对于用户阅

读体验偏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终

端屏幕大小上，用户在电脑这类大屏幕终端上更偏好版

式设计感，而在手机这类小屏幕终端上更侧重流畅感。

对于大屏终端而言，由于其能够承载的信息量大，相对

有较充足的版式设计空间，对于PDF文档这类强调版

式设计的电子书不存在显示与阅读问题，也能够给用

户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而对于小屏终端而言，由于屏

幕较小，能够承载的信息量少，在有限的空间里内容能

否清晰完整显示，关乎阅读的顺畅与否和阅读体验的

高低，这就需要电子书格式支持用户对字体的调整和

内容的重排，以保证内容在终端中的显示效果和阅读

的流畅度，这也是EPUB等流式文档格式更适合小屏

终端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与汤帜的观点完全吻合[21]。

而用户在平板电脑上没有表现出明显阅读体验偏好，可

能是由于平板电脑屏幕大小适中，无论是PDF文档还是

EPUB文档均有着较好的输出显示效果，因此iPad问世

之初曾在阅读市场领域引起巨大轰动。

在阅读内容方面，用户在阅读大众类电子书时更

倾向于选择流式格式，能够流畅阅读是其首要考虑因

素；而在阅读学术类电子书时更偏好版式格式，对版式

设计有较高要求。这主要是由用户需求和内容特性决定

的。通常，用户阅读大众类电子书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目

的，阅读时间、场所都不固定，随机性和移动性较强，而

且阅读方式以浅阅读居多，很多时候是在快速浏览、跳

读部分章节等，因此更注重内容的易读性和流畅显示，

能支持对内容的重排以适应不同的阅读环境（包括地

点、光线等）对字体、页面背景等显示的要求，流式格

式就能很好地满足此类需求。但是，学术类电子书往往

需要认真阅读，有时还需使用批注、检索、摘录等附加

功能，而且学术类电子书中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图表、公

式、注释、特殊符号、文本框、分栏显示等内容，这些内

容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很强，内容重排有可能会导致跑

版、图文不对应等问题，因而强调图文精确定位的版式

文档格式更适合学术类内容的呈现显示。

本研究关于用户身份特征对阅读体验偏好影响的

结论，与我们对电子书阅读的直观认知以及其他学者

的研究成果存在明显出入，不宜作为电子书设计的依

（见表5）。问卷调查结果表明：80%的问卷对象使用手

机阅读大众类电子书，且61%的问卷对象在阅读大众类

电子书时更注重流畅感；78%的问卷对象使用电脑阅读

学术类电子书，且51%的问卷对象在阅读学术类电子书

时更注重设计感（见表6）。

表5 不同内容的阅读体验偏好实验访谈结果

电脑

平板电脑

电子书阅读器

手机

大众类电子书

设计感

2

7

0

4

流畅感

1

9

0

11

无所谓

0

3

1

7

学术类电子书

设计感

15

1

0

0

流畅感

6

0

0

0

无所谓

11

2

0

0

表6 不同内容的阅读体验偏好问卷调查结果

电脑

平板电脑

电子书阅读器

手机

大众类电子书

设计感

5

6

2

52

流畅感

7

6

13

115

无所谓

3

2

2

20

学术类电子书

设计感

99

12

4

3

流畅感

60

17

3

3

无所谓

22

3

3

4

由此可见，研究对象在阅读大众类电子书时更侧重

阅读体验的流畅感，而在阅读学术类电子书时则更侧

重设计感。然而，我们应当发现，阅读内容对体验偏好

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不同的阅读目的，会影响用户选择不同的阅读终端，而

阅读终端影响用户阅读体验偏好，进而阅读的内容也会

影响阅读体验偏好。这一结论，与当前电子书阅读消费

的现实情况基本吻合。当前，小说等大众休闲类电子书

多为EPUB、HTML、TXT等流式格式，并且用户更倾

向于选择手机、平板电脑为主的移动端进行阅读；而学

术专著等学术类电子书则主要以PDF格式为主，用户

也主要在电脑上前进行阅读。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阅读实验与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用

户在电子书阅读过程中对设计感和流畅感这两种阅读

体验的偏好，以及其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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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还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后续研究。关于阅读终端和

阅读内容对用户阅读体验偏好影响的结论，与前期相

关研究成果结论高度吻合，应该可以为电子书的设计

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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