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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从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类型、特点、重构及影响因

素等方面分析研究现状，旨在为我国青少年信息检索行为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盛行的环境

下，对于某些敏感信息的查询，青少年显示出活跃参与社交媒体的特点。青少年在信息检索过程中对检索策略的

计划与调控、知识构建过程研究还需拓展。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机制，不同年龄代际的对比分析，

以及对青少年检索策略的干预与指导等问题亟待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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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的国外研究进展述评

信息检索策略，既可以表示为宏观系统的信息检索

计划或方案，也可以指微观零散的检索方法或技巧[1]。

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
代，早期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研究主要聚焦于学校情

境中，探索基于学习任务或在某一特定数据库使用中青

少年信息检索的具体操作过程、移动步骤等内容，随后

逐渐拓展到日常生活情境下检索策略的构建特点研究。

青少年所使用的检索系统呈现从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

书馆[2]、Yahooligans!向可视化的2D和3D检索界面[3]不

断扩展，相关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主要分为3种：通过

观察、出声思维法等实时的获取检索策略有关数据，通

过问卷调查、事前事后的访谈、自我日志等延时数据获

取方法，对搜索引擎、数据库等检索系统的日志文件进

行收集。而数据分析方法方面，学者们多采用描述性统

计、相关性分析、关联分析、内容分析[4-5]等。

青少年处在一个日趋复杂、激进变化的数字信息

环境中，他们检索和利用信息的偏好决定着未来的信

息世界形态。青少年信息素养教育被世界各国视为提升

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

检索策略制定有何特点？青少年检索策略改变的路径

和方式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检索策略的制定与改

变？如何对青少年检索策略的制定给予干预和指导帮

助？国内外学者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总

体而言，相对成年群体，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制定的研

究还较为缺乏。本文对国外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研究

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找到青少年信息检

索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性障碍和问题，从而有针对性

地为青少年检索素养教育和信息服务产品及检索系统

构建提供参考借鉴。

1  青少年检索策略的制定过程及特点

1.1  青少年检索策略的制定过程及其类型

学者们较多从青少年对检索工具、检索词的选择，

检索式的构建与修改，检索结果评价等展开青少年检

索策略制定研究。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青少年习惯将

搜索引擎作为他们的首选检索工具[6]。Guinee等[7]对初

高中生的网络检索策略研究发现，学生的检索策略有3
种：在浏览器中构建网址、访问自己熟悉的网站、利用搜

索引擎。学生最常使用的是利用单一术语构建检索式进

行检索，女生尤其明显[8]，然后依次对术语进行增加，或

者采用短语[9]、问题、重复概念等方法进行检索。

Torres等[10]通过查询日志对儿童的检索行为进行分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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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时发现，儿童的查询式的平均长度要高于所有样本的

平均值。Solomon[11]的研究结果显示，儿童缺乏在变化

的情境下调整检索语言的经验。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证

实了这一现象[12-13]，青少年缺乏将信息需求转换为有效

的检索策略技能和训练，因此偏好自然语言检索策略，

花费较少的检索时间或者根本不会评估检索到的信息，

在对检索结果的选择上，大多数学生只浏览第一页[14]。

早期研究显示[15]，青少年在信息查询的过程中是

以直觉的方式进行思考。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

开始关注青少年的思维过程等更复杂的认知层面的检

索策略制定。Bates[16]从宏观调控到微观行动方面定义

了4种类型的检索策略，包括监控策略、文件结构策略、

查询构建策略和术语策略。Marchionini[17]根据用户在

电子数据库中的检索行为区分出两类检索策略，即分

析型策略和浏览型策略。分析型策略是有计划、系统、

目标驱动，而浏览策略是随机的、启发式的数据驱动。

这些检索策略的类型划分被广泛应用到青少年信息检

索策略的研究中。Bilal等[18]在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在认

知策略的制定上，会更多地采用链接依赖、循环等策

略，在定位信息时，大多是非线性的浏览风格，而成年

人多采用线性或系统化的浏览风格。

1.2  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特点

为了探索不同情境下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特点，

本文从查询方式、查询任务和查询主题三方面进行总

结梳理。

（1）网络是青少年偏好的检索平台，青少年习惯

选择使用认知负担较小的简单检索，同时展现出希望以

社会化合作方式进行检索策略制定。

针对青少年信息查询中的社会合作特性，Dresang
等[19]针对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的青少年信息查询行为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参与研究的青少年想在计

算机前和朋友或同伴一起工作，同时希望即时共享他们

发现的信息。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为应对青少年群体

学习、合作、求知的需求，改变了一个用户只能使用一台

计算机的服务政策，允许青少年以小组形式去查询信

息。早期的青少年信息查询风格与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女孩比男孩更享受社会化的查询环境[20]。

（2）查询任务的复杂程度和任务性质会影响青少

年查询策略的制定过程。查询定义模糊的任务时，青少

年检索成功率更高。

按青少年检索任务不同划分，检索情境可分为简

单/复杂任务、定义明确/不明确任务、开放/封闭任务或

事实型/探索型任务等。研究结果表明，任务复杂性的

增加会影响检索查询式中关键词的数量，进而对检索

行为以及检索结果质量造成影响[21]。Hirsh[22]的研究发

现，随着任务复杂性的递增，五年级学生的信息检索成

功率在不断降低。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他们无法

将检索任务分成多个子部分[23]。

Schacter等[24]研究发现，相较于分析性的检索策

略，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完成定义模糊的任务的成功

率要高于定义明确的任务。Foss等[25]的研究也证实了这

一点。这可能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定义模糊的任务有更

多潜在的答案，而且青少年更可能通过浏览这种不易

造成其认知负担的检索方式找到正确答案。Foss归纳

出青少年7种检索角色，包括有能力的（power）、正在

发展的（developing）、社会化的（social）、特定领域的

（domain-specific）、规则绑定的（rule-bound）、可视

化的（visual）等，证实青少年随年龄增长，展现出相较

于低龄儿童不同的社会化检索策略制定能力、能够完

成更复杂的检索任务、更少表现出挫折感等特点。

（3）青少年信息检索主题覆盖从学业相关到日常

生活等非常宽泛的主题。在检索自己的兴趣爱好时，其

检索策略的使用是自信和熟练的；而解决家庭作业或

学校任务时，经常感到困惑；且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检

索角色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早期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学校学业相关的给定主题

的检索策略研究[26-27]，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扩展到青

少年日常生活等宽泛的主题[28-29]。Torres等[30]对青少年

和成年人的检索日志进行分析发现，相较于成年人，孩

子们检索娱乐/游戏主题更多，年龄段在13~18岁的青

少年检索最多的主题是音乐。此外，犯罪、性健康、吸

烟等健康信息的敏感主题也被关注[31]。Gauducheau[32]

的研究结果证实青少年偏好通过论坛来查询类似于个

人感情生活、健康等较私密的信息。

在给定主题的信息检索中，青少年习惯使用自然语

言检索[33]，检索式的构造多受青少年对主题熟悉度的

影响，而对于完全自发性主题检索，为了解更多相关信

息，青少年会更多地采用浏览策略[34]。

1.3  青少年检索策略的重构方式

青少年检索策略的改变往往伴随着对检索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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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与评估。也有学者提出，检索策略的改变是因为用

户与检索系统的交互意图发生了改变，并提出从三个

维度的改变来对检索策略进行调整：方法的改变，资源

的改变，以及方法和资源同时改变[35]。对于儿童来说，

他们对检索查询式重构的可能原因包括：无法从原始

检索结果中找到所需信息，想要验证找到的信息，或者

从检索结果中发现检索式的拼写错误而更正查询式。

Guinee等[7]在研究中发现，初中和高中生会采用转换主

题、选择其他网站、尝试新的关键词和改变搜索引擎这

4种方法对检索结果进行调整与修改。Rutter等[36]进一

步研究发现，英国四年级小学生检索课程任务时，关于

对检索策略的调整，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切换信息检索

系统，通过从检索结果中提取信息，利用先前的检索式

重新构建出新的检索式。

可以看出，青少年检索策略的改变及检索式的重

新构建大多是根据他们与信息检索系统的互动而来，而

不是他们的已有知识。Torres等发现[30]，年幼的孩子几

乎不会对检索结果进行评估从而进行检索策略的调整

与修改，并且他们倾向于点击最先呈现的结果，而不论

这些结果的质量如何。

青少年检索策略重构的研究除了对显性重构（如

检索式的内容或形式调整、检索平台的改变）外，还包

括隐性的思维（元认知的改变），本文总结如图1所示。

而关于检索策略隐性改变主要包括有目的的思考、选

择主要观点以及评估3个方面。有目的的思考是指检索

策略制定过程中的自我监控；选择主要观点主要是指

对检索关键词或检索结果中某些信息的识别；评估主

要是指对检索结果的判断与组织。Fidel等[37]的研究发

现，高中生在完成作业时从开始到完成所有的检索都

是高度集中的，他们会通过自我监控，对检索策略进

行有目的的重构；Cole等[38]利用库尔梭的信息检索阶

段模型，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分析八年级学生参与历

史项目学习时信息查询行为，从联想、转化、垂直化三

阶段分析青少年主题相关和心理相关的评价过程，深

入揭示了青少年信息检索过程中内在的元认知思维过

程；这些结论与McGregor[15]的研究结论具有差异性，

McGregor认为青少年的思考方式是神秘的，是无法解

释的直觉行为。

图1  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的重构方式

2  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影响因素及
干预指导

2.1  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影响因素

有关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制定与重构的影响因素

方面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任务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

素和系统因素4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探讨，如表1所示。

任务因素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不同任务类型或不

同复杂程度下，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差异性。社会因

素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由于社会结构与规则、社会文化

与语言障碍的影响，导致青少年在整个检索策略制定

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的国外研究进展述评康梦兰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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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检索策略制定的某个环节上存在的问题。个人因素包

括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以及元认知、认知风

格和情感等因素，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个人因素在检索

策略制定的不同环节及检索效果的不同。此外，青少年

的背景知识，包括过往检索经验、对检索系统的了解程

度、对检索话题的熟悉度等都会在青少年检索信息的

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系统因素主要是指系统的页面

设计、系统支持等因素，主要探讨青少年通过传统检索

页面与可视化检索页面制定检索式的不同特点及检索

结果的差异。

2.2  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障碍

青少年在检索策略制定的过程面临着较多的困难

与挑战，相对于信息技能方面的障碍，信息素养、认知

能力的障碍表现得更为显著。如识别检索主题、对大量

冗杂的信息进行分类、相关性判断，选择、评估和综合

检索结果等方面。如Cole等[38]调查发现，中学生存在识

别检索主题的障碍，因此在评估检索结果与所查询的

课堂项目的主题相关性方面困难较大。较多学者从认知

能力发展和认知风格[46]等视角进行了解释，如Jin等[26]

利用意义构建理论解释了高中生在完成课堂项目时所

使用的检索策略，相较于提前做好计划或采用分析型

检索策略，成绩较好的学生会根据与检索系统互动得

到的信息而灵活地采取检索策略。

也有较多学者关注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所造成

的挑战，采用社会包容与社会排斥理论、信息场理论、

信息利用生态模型理论、信息贫困理论、数字横沟或数

字授权理论[49]（数字授权即Internet可以被少数或边缘

群体利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等予以分析和解释。如

Buchanan和Tuckerman[43]利用信息贫困与社会资本理

论，对英国埃尔郡16~19岁的贫困、未接受教育和未就

业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社会支持人员进行调查，发现这些

青少年知道选择何种检索工具或网址来寻求信息，但

具体在在线登录和完成在线应用程序时还存在困难。

较低的信息素养和自我效能是这些青少年信息查询中

存在的显著问题，由于依赖支持人员查询和处理信息，

被动式的信息行为经常被中断。

2.3  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干预与帮助

在当今不断发展的数字信息环境中，青少年在数字

设备拥有量和信息获取渠道上的充足，并不代表他们

在信息拥有上的富足与优势。青少年仍被众多学者当作

表1  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影响因素

划分维度

任务因素

社会因素

个人因素

系统因素

影响因素 主要观点

任务类型

任务复杂程度

经济、文化和语言

性别

年龄

元认知

认知风格

情感

检索经验

页面设计

相较于完成事实型的任务，学生完成研究型任务时使用更多的浏览策略

由于无法将复杂任务分解成多个部分，小学生的信息检索成功率

随着任务复杂性递增而降低；复杂查询任务状态下，

更难构建有效的检索策略

受社会结构与规则、社会文化与语言障碍的影响，青少年信息获取上有障碍，

主要是检索技术和信息素养的缺陷

性别会影响检索策略的制定，男孩在检索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行动次数

青少年（14~17岁）比儿童（7~11岁）完成涉及比较和解析的复杂检索任务时效果更好

具有更好调控好奇心与兴趣等元认知能力的学生，其检索策略制定越顺利

场独立型比场依存型的小学生检索准确性更好，他们在检索策略的制定上更积极灵活

青少年在检索自己的兴趣爱好时，其检索策略的使用是自信和熟练的，

而解决家庭作业或学校任务时，经常感到困惑

依靠过去的检索经验确定新的检索式，包括网址和关键词

相较于文本类的检索页面，在具有更多图片类信息的

检索页面上青少年会采用更多的浏览策略

Bilal[39]

Bilal[40]

Hirsh等[22]

Foss等[23]

Druin等[41]

Şendurur等[42]

Buchanan等[43]

Koo等[44]

Large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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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贫困群体予以重点关注。学校、图书馆及相关信息

服务机构、信息服务系统应该给予青少年怎样的干预

和帮助成为其中的焦点问题。

目前学者们提出的干预措施大致可划分为信息

素养或数字素养教育（人为）干预、系统干预等方式。

Kuhlthau[50]借鉴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提出应根据

青少年认知发展的不同层次，提供个性化的信息素养教

育指导，以促进培养青少年包括分析、评价和创造在内

的高阶思维能力。Bilal等[51]在对年龄11~13岁的学生谷

歌检索行为调查时提出，搜索引擎应针对青少年查询行

为特点，进行查询建议类的系统干预，以支持青少年在

Google中更好地查询式表达和重构，提高检索成功率。

当前，各级学校还未普遍开展针对青少年的正式

信息检索素养教育，在日益复杂的数字化信息环境中，

青少年有可能成为被剥夺信息素养教育权利的学习者。

公共图书馆在提供有效的干预与指导方面承担了重要

职责，在教授青少年如何使用公共图书馆的电子数据

库，如何制定检索策略，如何检索信息等知识和技能方

面提供了众多培训课程[52]。美国青少年图书馆服务协会

（YALSA）在《青少年图书馆服务的未来：行动起来》

报告中介绍[53]，一些图书馆专门设计面向青少年的数字

素养宾果游戏，游戏中的玩家利用图书馆资源完成“使

用不同搜索引擎检索同一术语，比较检索结果”“在推

特上查找你所崇拜的人”等游戏任务，在适应性、趣味

性的游戏过程中使青少年信息识别、评估、筛选能力得

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激进变化的数字信息环境中，青少年检索和利

用信息的偏好决定着未来的信息世界形态。青少年作为

信息检索的重要群体之一，其检索策略研究也越来越

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国外学者围绕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的类型及特

点、检索策略的改变、影响因素等多个角度展开了较

丰富细致的探索。已有研究显示，社会网络盛行的环

境下，对于某些敏感信息的查询，青少年显示出活跃参

与，如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的特点。然而，由于认知

能力发展、信息素养教育等方面局限，青少年在信息检

索过程中，通常只是被动地接受检索结果而较少评估

其准确性或有效性；青少年检索策略的制定及改变受

到任务、个人背景特征、社会经济、文化、语言、系统设

计等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外针对青少年检索策略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进一步探索拓展。

就研究内容而言，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特定

检索工具的使用偏好及检索式的构建、检索词的选择

等微观行为层面，未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青少年在检

索策略制定及改变过程中“认知-情感-行为”的交互

作用机制；特别是加强青少年在信息检索策略制定过

程中思维调控以及知识构建过程的深入分析；青少年创

新型、合作型、多任务检索情境下检索策略的制定研究

等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应审视中外青少年所

处的不同信息环境，展开适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青

少年检索策略相关调查分析。除了对人口统计学因素和

认知因素的探讨外，随着社会变迁加剧，社会分化加深

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等对青少年信息素养的影

响机制应进一步拓展分析，城乡青少年信息检索策略

制定的比较研究应加强。

围绕青少年检索策略制定中展现出的社会化合作

特性，对游戏和娱乐等主题信息的偏好等，图书馆及其

相关信息服务机构、信息系统设计者应提供什么样针

对性的信息服务产品进行适当的认知引导和系统支持，

也是当前应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当前多数研究存在样本量较小，

局限在某个年龄段的少数个案研究中；多采用特定时

间调查分析，纵向系列调查和历时发展变化分析较少

见；年龄代际之间的对比分析较为缺乏。定量与定性相

结合是较为常见的分析方法，然而当前研究多从单一理

论视角展开分析，缺乏多学科理论融合研究，未来应注

重儿童心理学、行为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教育

学等多学科领域理论与方法的引入，以拓展相关研究

的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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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a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lative studies of foreign adolescent information retrieval strategies and then 
presen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reconstru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olescent information retrieval strategies.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prevailing environment of social network, teenager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for the inquiry 
of som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and regulation of retrieval strategi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it is urgent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the intervention and guidance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retriev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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