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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研究多模态信息搜索特征有利于发现用户在图文音频信息搜索过程中的特征，进一步丰富多模态

信息搜索以及信息行为的理论研究，为多模态信息系统建设和多模态信息素养提升提供依据。[ 方法 / 过程 ] 本研究依

托经典的信息搜索行为理论，通过实验法和统计分析法，分析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多模态信息搜索行为特征，提出多模

态信息系统开发与设计和多模态信息素养提升建议。[ 结果 / 结论 ]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目前多模态信息搜索在准确性

上表现较好，而完整性上则表现较差。在需求阶段需求理解上比较费时，普遍存在重复确认现象。在搜索方式上仍以文

字搜索和跨平台搜索为主，且搜索策略调整次数较多，在搜索模态上转变较频繁。在信息收集上集中于百科类网页，特

别是百度百科占了绝大多数，而社交媒体和电商应用软件也成为用户的多模态信息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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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modal information search is helpful to disc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in the process of audio-visual information search, and further enrich the multimodal informati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nformation search and information behavior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ultimodal information literacy.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Based on 

the classical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modal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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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group with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multi-modal.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he stat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 suggestion of improving multimodal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ult/Conclusion] Through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e accuracy of current multimodal information search is shown in the table 

above The present is better, but the integrity of the performance is poor.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requirement stage, and ther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of duplicate confirmation. The search method is still text search. The 

cross-platform 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cable and cross-platform search, and the search strategy is adjusted more frequently, 

and the search mode changes more frequently. Focus on encyclopedic web pages fo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especially. Baidu 

Encyclopedia accounts for the vast majority, while social media and e-commerce applications have also become one of the 

multimod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for users.

Keywords: Multimod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earch; Information Behavior

引言

信息搜索行为链接着被搜索信息与信息

系统的主客体两端，在图片扫描检索、语音

识别检索等技术发展完善之前，通常以文字

描述进行搜索，至今仍有大量人使用这种搜

索方式，无论搜索文字、图片还是音乐，文

字语义描述不可避免的一点就是必须克服“语

义鸿沟”，这一问题在图片、音乐这些跨模

态搜索中尤其突出。早在 2005 年，温超等 [1]

就关注过图像检索中的语义差异问题，王靖

豪等也认为目前网络环境中的多模态信息缺

乏信息层次结构之间的关联，缺少多种模态

数据的信息融合，致使相关研究大多依赖于

某一种模态数据的信息 [2]，从而影响搜索的

查全率和查准率。对此，胡文婷 [3] 利用眼动

跟踪技术记录人浏览图像时的眼动行为，证

实眼动行为可表达语义，克服文字与图片之

间的语义边界，网站利用这一点，将可以更

高效地推送用户需要的图片。秦静、林鸿飞

等 [4] 提出了一种基于示例语义的音乐检索模

型，使用语义相关标签来标记未知，将音乐

映射到“语义空间”满足语义音乐检索的需求。

邵曦、郁青玲 [5] 分析了文本特征和音乐内容

特征潜在的统计关系，通过子空间映射解决

了不同模态之间的特征异构问题，再根据欧

氏距离的大小衡量两者的相关性，从而实现

了音乐跨模态搜索。由于用户的知识背景不

同，所以对文字、图片、音乐等信息特征的

提炼和归纳能力有所不同，使得每个检索者

面临的语义差异问题也有相应的不同。但随

着技术发展，网站可以直接扫描图片，匹配

相同或相似的图片，音乐也可以通过语音识

别，查找或匹配相似信息，王培培等 [6] 提出

一种基于语句特征的音乐哼唱快速检索技术，

将音乐数据库和用户提供的哼唱片段，按自

然停顿方式划分音乐语句，使用 BDTW 算法

对音乐语句片段进行音高相似性计算，能够

减少用户的检索时间。这些技术的突破意味

着不再需要用户对被搜索信息进行特征提炼，

绕开了“语义鸿沟”这个问题，使单模态信

息的查准率和查全率得到了较好解决。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化与推广，各种文字、

图像和视频等互动分享网站日新月异，催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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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相同语义而有着多种表现方式的信息——

多模态信息。多模态信息搜索问题便成为了学

者关注的重点，学者 Li[7] 等研究了多模态信息

搜索行为影响因素，该研究基于TAM理论模型，

认为多模态信息搜索行为与多模态信息的搜索

意愿直接相关，而搜索意愿与多模态信息搜索

有用性和容易度感知相关，且用户的信息检索

能力及信息环境直接影响多模态信息的多模态

信息搜索有用性和容易度感知。邱瑾、吴丹 [8]

进行了用户协同信息检索行为实验及结果分析，

发现任务类型不同，用户“浏览网页”“检索”

和“使用图片”行为差距较大，导航类任务涉

及专业知识，用户需要输入更多的检索式以便

对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于专业性任务，许

多专业人士已经做了一些总结和分析，可能一

个图片就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事务类任务

解决的是实践问题，用户在检索过程中思考、

探索的时间较多，而浏览页面和检索次数都较

少。检索任务类型不同对用户选择的检索式也

会有较大影响。

综上，不难发现用户的信息需求已呈现出

由慢到快、由少到多、由单一到多样的变化，

信息搜索行为也逐渐从单一模态信息搜索向多

模态信息搜索转移。而当前国内学者缺乏对多

模态信息搜索行为特征的挖掘，使多模态信息

搜索行为研究存在空白，为提高多模态信息搜

索效率，有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研究理念，以

用户为中心，围绕用户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

发展进程中突现的日益增长的多模态信息需求，

研究其搜索多模态信息行为特征。因此，本文

通过设计多模态搜索任务，研究用户的多模态

信息行为特征，将有利于丰富信息搜索理论，

为实现多模态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多模态信息

素养提供依据。

1　研究设计

1.1　多模态信息搜索行为分析指标

对于信息搜索行为研究，基于用户信息

搜索过程的，比较著名的有 Willson 模型、

Kuhlthau 模型和 Choo 三阶段模型 [9]。其中

Willson 模型重点对影响搜索需求到搜索行为

发生整个过程的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Kuhlthau 模型重点对信息搜索全过程中的用户

认知影响进行了分析 [10]。Choo 模型将信息搜索

活动分为信息需要、信息搜索和信息利用 3 个

过程，并检验了认知、情感和情境因素对这些

过程的影响 [11]。国内学者甘利人将用户的多模

态信息搜索行为过程划分为信息定义、信息搜

索和信息收集三个阶段，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具

体行为表现归纳用户的行为特征 [12]。对此本文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多模态信息

搜索行为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并确定了多

模态信息搜索行为特征分析指标，如表 1 所示。

1.2　实验任务与流程

在搜索任务划分上，有依据搜索路径将搜

索任务分为水平性任务、简单性任务和垂直性

任务 [20]；或根据任务的多个属性将信息任务划

分为事实性、解释性和探索性任务 [21]。Brod-

er[22] 则将搜索任务划分为导航型任务、事实型

任务和事务性任务。孙丽 [23] 根据任务的实际应

用情景将网络健康信息搜寻任务类型划分为开

放式任务和封闭式任务。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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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模态信息搜索行为分析指标

行为阶段 维度 变量 变量来源

任务定义
需求理解 搜索任务阅读时长 李法运(2003)[13]；

丁莉(2018)[14]；需求确认 重复阅读次数

信息搜索

选择搜索途径 搜索路径 吴丹等(2014)[15]；
张云秋(2014)[16]；
朱明泉(2006)[17]；
Allison(2002)[18]；
罗赛峰(2015)[19]；

选择搜索方式 搜索形式

浏览搜索结果 浏览时长、网页浏览次数

调整搜索策略 途径、搜索词、转换情况

信息收集 提取搜索结果 网站类型、网站数量 甘利人等(2007)[12]

考虑多模态信息搜索不仅搜索模态多，搜

索路径也多，因此本文按照不同模态进行划分，

分别从文本、图片和音频三个搜索模态设计实

验任务，三类实验任务定义如表 2。每个被试

者均需依次完成三个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

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一种或多种模态进行

搜索。

表 2  任务类型定义

任务类型 任务定义

文本搜索
指用户根据文本描述内容，输入关键
字、自然语言等搜索相同主题的不同模
态信息

图片搜索
指用户根据信息需求，向系统直接输入
图片或图片的语义描述搜索相同主题的
不同模态信息

音频搜索
指用户根据信息需求，向系统直接输入
一段声音或音频的语义描述搜索相同主
题的不同模态信息

任务 1（文本搜索任务）：假设你看完某

个电影后便喜欢上了李安导演。你想通过上网

搜索了解更多的关于他的信息，现请你把他的

基本信息、照片和他的相关视频通过网络搜索

整理出来。（参考用时 8 分钟）

任务 2（图片搜索任务）：请你根据图片 1，

通过网络搜索，将图片名称、作者的基本信息

以及其他相似图片搜索出来。（参考用时 10 分

钟）

图 1  实验图例

任务 3（音频搜索任务）：请你根据实验

员播放的音频，通过网络搜索，将音频名称、

作者的基本信息和及其他相似音乐搜索出来。

（参考用时 12 分钟）

1.3　实验流程

实验流程主要包括被试者招募、实验平台

安排和实验过程设计等。

在被试者招募方面，笔者根据研究目的，

并考虑实验任务需具备一定知识储备，因此将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MULTI-MODAL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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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对象设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通过微博、

微信等发布有偿招募实验志愿者公告，并根据

报名情况筛选符合研究条件的被试者。周晓英

等 [24] 在研究互联网信息搜索用户行为模型时的

样本数量为 32 人。吴丹等 [25] 在研究移动搜索

策略时选取了 30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因此本

研究最终招募了 45 名被试者。

在实验平台设计方面，本研究考虑到实验

过程的连续性，实验数据的完整性，且为了避

免用户实验受陌生机型及应用的影响，故将本

研究的实验平台设定为被试者自带的智能移动

手机。实验前统一安装录屏软件，用于录制多

模态信息搜索全过程。考虑到录制过程会涉及

到隐私信息，如搜索历史等，故在实验开始前

会温馨提示被试者整理手机可能会涉及到的隐

私信息。

在实验前，组织者向受试者讲解实验过程

和注意事项。实验顺序依次为任务 1、2、3，

每个任务流程为：阅读题目 - 实施搜索 - 保存搜

索结果。每项搜索任务完成后，被试者需将每

个任务的搜索结果收集整理发给实验负责人，

以此类推，直至三个任务全部完成。在实验过

程中，为使被试者端正态度提高搜索效率，每

项搜索任务提供参考用时，且实验员将进行计

时操作，但为了体现实验的完整性，故即使被

试者用时超过参考用时也不会被打断。实验完

成后，评委会根据网络信息搜索常用指标“准

确性”“完整性” [26] 对被试者的搜索结果进行

评分，并以此奖励被试者。准确性表示搜索目

标与搜索任务的匹配度，分值为 5。完整性指

搜索到的信息在模态、数量以及任务完成的情

况，分值为 5。每项任务的分值为 10，三个任

务总分为 30 分。

2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共有 45 名符合研究条件的志愿者参

与。其中女性被试者为 26 人，占比约 57.78%，

男性被试者为 19 人，占比约 42.22%。被试者

学历大专有 1 人，本科有 19 人，研究生学历

25 人（含硕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研究生 2 人），

群体涉及有社会在职人员与在校学生，专业涉

及生物工程、农学、法学、金融学、理论物理、

光学工程、中国现当代文学、情报学和图书馆

学等。删除画质不清、实验不完整视频，最终

获得有效实验数据 41 份。41 份实验数据共约

691 分 48 秒，减去程序加载、网页缓冲和其他

与任务搜索无关时间等，最终具有统计分析意

义时间约 606 分 52 秒。

2.1　多模态信息搜索结果分析

本研究邀请了来自图情领域与非图情领域

的三名学者为评委，对实验者的搜索结果进行

评分，用三者评分的平均分作为被试者多模态

信息搜索结果的最终得分，以此分析调查者的

多模态信息搜索的效率，其中包括了多模态信

息搜索的准确性、完整性。如表 3。

表 3　多模态信息搜索任务完成情况
       指标

任务
准确性
（5分）

完整性
（5分）

总分 平均分

文本搜索 193 179 372 9.07

图片搜索 163 168 331 8.07

音频搜索 175 165 340 8.29

总分 531 512 1043 25.43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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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从整体上看，多模态信息搜索

准确性较好，在完整性上表现较差。从不同模

态看，文本信息搜索的整体完成情况最好，准

确性和完整性平均分超 9 分；音频搜索整体评

分居中；图片搜索的整体平均分最低，且准确

性分数最低。说明文本为搜索模态搜索多模态

信息，仍是目前效率最高的搜索方式；图片搜

索的准确性则有待提高。

2.2　多模态信息搜索行为分析

图 2 反映的是用户的多模态信息搜索各个

阶段人均耗时。数据显示，多模态的搜索任务

人均耗时约 983 秒，结合录屏，文本搜索单人

最高耗时 645 秒，图片搜索单人最高耗时 923

秒，音频搜索单人最高耗时 690 秒，这三人所

在专业均属生物类。从不同阶段上看，搜索阶

段耗时最长，其次是信息收集阶段，定义阶段

耗时最短。从不同搜索模态上看，文本搜索耗

时最短，图片搜索耗时最长，音频搜索居中。

结合录屏可知，用户向信息系统输入搜索需求

时，文本输入速度普遍较快且系统识别的准确

率和完整性较高；输入图片或音频时，信息

系统在识别音频或图片时需要较长时间，且

识别失败率较高，迫使被试者重新检索，从

而一定程度上增加耗时。说明当前阶段用户

的多模态信息搜索速度，特别是图片搜索和

音频搜索，受信息系统的响应速度和识别精

准度影响较大。

图 2　多模态信息搜索各阶段人均耗时

（1）多模态信息需求定义阶段

在信息搜索过程中，用户需理解所找到的信

息，从而确定自己的需求 [27]。图 3 统计的是被

试者理解搜索任务的时长，即从打开任务文档到

打开搜索软件这一时间段的时长。由图可知，图

片搜索需求理解平均耗时最长达 30.84 秒，音频

搜索平均耗时最短，文本搜索居中。结合录屏，

被试者在进行图片搜索时，用户除理解搜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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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会对图片细节进行放大确认，在细节确认

过程中耗时较长。对于音频搜索，大部分被试者

在听到音频后便第一时间打开音乐软件进行识

别，在选择搜索方法与途径上反应迅速。

图 3　信息定义阶段需求理解耗时

表 4 反映的是被试者确认搜索需求情况，

即重复阅读任务题目的次数。实验显示，大

部分被试者在确定搜索任务需求时需重复确

认，最高重复阅读次数多达 5 次。音频搜索

重复阅读任务题目次数最少，且出现较多不

需要重复阅读的情况，而文本搜索需求确认

次数最多。

表 4　信息定义阶段需求重复确定次数

编号 文本搜索 图片搜索 音频搜索

重复阅题总次数 68 54 51

人均重复阅题次数 1.66 1.32 1.24

综上，在多模态信息搜索需求定义阶段，

用户对音频搜索需求的理解能力较强，在确认

和选择音频搜索方法与途径上比较迅速；而对

于图片搜索，虽然大部分用户依赖图片识别工

具，但由于图片细节较多，用户在对图片细节

捕捉上需耗费一定精力与时间。而文本搜索符

合大部分用户现阶段的阅读习惯，所以用户在

此阶段无需花费过多的时间。

（2）多模态信息搜索阶段

信息搜索是多模态信息搜索的核心阶段，

具体行为表现有：选择搜索途径、选择检索方式、

筛选搜索结果和搜索策略调整等。

①搜索路径

搜索途径选择是用户进行多模态信息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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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第一步，本文从用户所选的搜索路径来

分析用户搜索不同模态信息的行为特征。图 4

显示，目前多模态信息搜索选择最多的搜索方

式为搜索引擎，其次是浏览器。结合实验，发

现被试者在进行文本搜索时大都选择浏览器，

而在图片搜索时则倾向于具有图片识别功能的

搜索引擎，其次是电商类 APP 如淘宝等；音频

搜索倾向于专业 APP 如网易云等，其次是搜索

引擎。由此可以说明搜索引擎是当前多模态信

息搜索的主要途径，但用户会根据搜索模态选

择多种且具有针对性的方式，这与前人的研究

结果保持一致，无论哪种类型的搜索问题都有

大部分大学生选择搜索引擎作为信息检索的第

一工具 [28]。

图 4  搜索路径

②选择搜索方式

构造检索式是信息需求的外化过程，是用户

的认知灵活性与知识迁移、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具

体表现。根据图 5 可知，短语搜索多模态信息是

搜索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检索方式，图片搜索和音

频搜索除了依赖专业的图片识别和音频识别工具

外，均使用文本搜索辅助搜索。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语音输入仅是个别用户选择。说明目前关键

词搜索仍是多模态信息搜索的主流，而图片识别

和音频识别也成为了重要的搜索方法之一。

图 6 反映的是用文本、图片和音频作为搜

索模态占全部搜索方式的比例及搜索词从实验

题材中提取的情况。数据显示，被试者使用图

片识别和音频识别作为搜索方式各占 9.77%，

使用文本搜索的高达 80.46%。结合录屏，发现

在音频搜索任务中，检索关键词取词来源大部

分取自歌词本身，而图片搜索和文本搜索部分

搜索词源于自身对搜索任务的认知，并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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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思考并提出新的检索词。说明在完成信息

搜索任务的过程中，音频搜索仅依靠直观理解，

并没有做出太多个人的判断与评价，缺乏对检

索词的深度加工，而图片搜索和文本搜索则相

反，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信息搜索受用户的

学习认知投入的影响 [29]。

图 5  短语、句子、图片和音频识别使用频次

图 6  搜索方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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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筛选搜索结果

信息筛选是指用户根据信息系统反馈的信

息查找和筛选目标信息，具体行为表现有网页

浏览。表 5 数据显示，网页浏览占整个多模态

信息搜索阶段的耗时一半以上，其中音频搜索

中的网页浏览耗时最长，在整个搜索过程的耗

时占比也最大，文本搜索则相反。结合实验发

现，音频搜索用户点击浏览网页的数量最多，

人均点击量约为 7.34 页；网页点击浏览数量最

少的是文本搜索，人均点击量约为 5.9 页。由

此反映用户及信息系统均对文本信息搜索需求

捕捉较精准，反馈效率高，而图片和音频信息

需求捕捉和信息反馈的准确性和时效有待提高，

这也说明信息系统在满足用户偏好可视化和娱

乐性强的新媒体信息需求上 [30]，还需做进一步

改进和提升。

表 5　网页浏览耗时
           任务

浏览耗时(s)
文本搜索 图片搜索 音频搜索

网页浏览总耗时 6635 8710 8913

网页平均浏览耗时 27.42 29.23 29.61

人均网页浏览耗时 161.83 212.44 217.39

占总搜索耗时比 58.81% 71.42% 73.09%

④搜索策略调整

相较于搜索方法，搜索策略立足于整体，

强调对整个搜索过程的计划与变通 [31]。表 6

数据显示，大部分被试者在进行多模态信息

搜索过程中都需要调整搜索策略，不需要调

整或调整次数 3 次及以上的是少数。结合录

屏，发现多模态信息搜索策略调整主要是平

台切换，如文本搜索主要从浏览器转为百度

搜索引擎，而图片和音频搜索则主要从专业

识别工具转为浏览器或百度搜索引擎。另外，

图片搜索和音频搜索在搜索策略调整上比较

频繁且主观性较强，文本搜索则相反。从搜

索模态上看，目前图片搜索和音频搜索则存

在较频繁的图文、音文相互转换的情况，而

文字搜索则没有这种情况。

综上，可以说明当前被试者的多模态搜索

仍以跨平台搜索为主，大部分多模态信息搜索

与收集无法集中在一个平台内完成。这与此前

研究成果中的发现一致：信息搜索行为在不同

任务环节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检索次数、检

索工具等 [32]。

表 6　多模态信息搜索策略调整情况

文本搜索 图片搜索 音频搜索

调整次数 频数 调整次数 频数 调整次数 频数

0 5 0 4 0 7

1 27 1 29 1 27

2 8 2 5 2 3

3次及以
上

1
3次及以

上
3

3次及以
上

3

（3）多模态信息收集阶段

图 7 反映的是多模态信息搜索结果的信息

来源情况。数据显示，用户的多模态信息收

集渠道比较集中，百科类网页特别是百度百

科占了绝大多数，且百度系列网页是绝大部

分被试者的多模态信息来源。说明百度作为

搜索引擎的代表，在多模态信息融合方面具

有较大的优势，普遍被用户所接受。值得注

意的是，新兴的社交媒体如豆瓣和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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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淘宝、京东等电商网站也逐渐成为了用户

的多模态信息来源，这一结果验证了社交网

络逐渐成为除搜索引擎与数据库之外的主要

信息来源渠道 [33]。

图 7  多模态信息收集来源

综上，纵观整个多模态信息搜索过程，可

以发现多模态信息搜索在准确性上表现较好，

而完整性上则表现较差。在需求阶段需求理解

上比较费时，普遍存在重复确认现象。在搜索

方式上仍以文字搜索和跨平台搜索为主，且搜

索策略调整次数较多，在搜索模态上转变较频

繁。在信息收集上集中于百科类网页，特别是

百度百科占了绝大多数，而社交媒体和电商应

用软件也成为用户的多模态信息来源之一。

3　研究建议

通过本研究，发现当前的信息系统还无法

兼顾文本、图片和音频信息搜索的查全率和查

准率，致使用户在搜索多模态信息时，需跨平台、

换模态和多次重复搜索，且搜索结果还不完整。

在内容上也无法满足用户的可视化、娱乐性和

富含文化底蕴的信息需求。此外，实验还发现

用户本身对多模态信息搜索也存在认知不足，

包含对信息的多模态表现形式、获取方式和信

息整合等认知，具体表现在需求确定过程中重

复确认搜索任务的次数多，搜索策略调整次数

多，在搜索模态上转换频繁。对此本研究从多

模态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与用户信息素养教育

方面提出建议。

3.1　多模态信息系统开发与设计

在多模态信息搜索系统开发与设计方面，

本研究认为，要兼顾查全率和查准率，需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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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页面设计方面，探索图像、视频、文本、语

音等多模态输入的高效感知与综合理解手段 [34]，

提供文字输入的同时，增加语音、图片和音频

输入功能，放置显眼区域，强化引导用户用多

模态进行检索，扩大检索面。此外，针对用户

的跨屏信息搜索需求也应提供更好的跨屏检索

服务 [35]。在多模态信息融合方面，建立多模态

信息语义系统，将语义相同的不同模态信息进

行多维度关联，扩充信息系统的不同模态的信

息资源，以提升整个系统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在多模态信息呈现方面，改变以文本信息为主

的传统网页呈现形式，呈现兼顾可视化、娱乐

性和文化底蕴的多模态信息，具体可通过语义

关联将文本信息、图片信息和音频信息深度融

合并分类呈现，努力做到多模态信息一站式检

索，需求一站式满足。

3.2　多模态信息素养提升

在数字化媒体盛行的新时代，信息素养是

学生适应当下、迎接未来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素

养之一 [36]。因此在多模态信息素养培养方面，

学校应根据多模态信息特征，努力帮助学生避

免因信息表现形式多而导致信息迷航，跳出因

精准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重点围绕帮助学生

明确问题对象 -“要何种信息做什么”；明确信

息搜索目标 -“满足什么样的需求”；明确时间 -

解决问题的时间节点；明确信息内容 - 信息的

表现方式（文本、图片或音频等模态）；明确

信息搜索策略（不同搜索模态的不同搜索路径、

搜索方法和信息源等）。增设多模态信息搜索、

加工利用教学课程，培养相关能力。一方面，

针对不同信息对象灵活开展各种模态信息的相

关检索策略、语言和路径等系统的理论指导教

育，培养学生多模态搜索信息的意识，引导学

生善于利用知识整合需求信息、构造检索式、

多途径搜索。另一方面，学校需在理论指导上

辅以合作基地进行实践教学，例如建立以文字

为主的中国知网数据库、图片为主的淘宝电商

网站、以视频为主的抖音短视频开发商等校企

合作链，定期安排学生到合作基地进行学习，

加强学生对图片和音频信息的特征挖掘、信息

融合和检索技术等方面的认识与实践。

3.3　加强多模态信息搜索行为伦理与法规引导

多模态信息涉及到了许多知识产权、设计

专利和个人隐私等信息，规范多模态信息行为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规范多模态信息行为，从

源头上看是要用户形成信息自觉，实现则从培

养信息用户的信息伦理意识着手。要使用户在

主观上尊重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信息，抵制不

良信息，在行动上杜绝网络谣言、信息暴力和

网络诈骗等行为。重点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特别是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方面的法律，增加

多模态信息违法成本，将法律监管覆盖多模态

信息的产生、加工和传播等全过程。建立多模

态信息诚信黑名单制度，一旦发现有相关不良

信息记录的用户或平台立即发出警告，严重者

将其列入信息诚信黑名单、封锁相关账号并追

究其相关法律责任，限制其对多模态信息发表、

下载、转发和保存的权限。

4　结束语

本文依据信息搜索行为阶段理论，分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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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信息搜索行为特征，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多模态信息搜索在准确性上表现较好，而完整

性上则表现较差；对多模态信息搜索在需求阶

段需求理解上比较费时，普遍存在重复确认现

象。在搜索阶段仍以文字搜索和跨平台搜索为

主，且搜索策略调整次数较多，在搜索模态上

转变较频繁。在信息收集阶段，收集渠道集中

于百科类网页特别是百度百科占了绝大多数，

而社交媒体和电商应用软件也成为用户的多模

态信息来源之一。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人工

对录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个人理解差异也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的影

响；另一方面研究群体覆盖面不够广，分析指

标也需要进一步丰富。未来可针对以上不足，

扩大样本，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提高研究

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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