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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参与动机的演变机理研究

张薇薇　蒋　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摘要：用户持续参与是在线健康社区成功运营的关键。采用扎根理论方法，结合４１位持续

参与用户的访谈资料进行探索性研究，以揭示用户持续参与在线健康社区的动机演变过程。研

究表明：在初始参与阶段，用户参与行为由外在动机（感知社区质量、感知社区同伴支持和感知收

益）驱动；用户情境的契机作用以及外部环境刺激所产生的积极情绪可促进用户外在动机的内

化；当用户在社区中的３种基本内在需求（健康能力感知、自主性感知、关联性感知）得以满足时，

会产生持续参与动机。此外，平台类型差异对用户的动机演变机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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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在线健康社区（ｏｎ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ＨＣ）旨在为患者、医护人员、健身与养生爱好

者等各类健康问题关注者搭建信息分享和社会

支持的重要网络平台。《２０１８健康大数据：中

国国民健康与营养大数据报告》指出，我国健康

大数据不容乐观，慢性病、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威

胁中国人健康的致命因素，并且疾病呈现年轻

化趋势，而“互联网＋”大健康行业是未来发展

的大趋势［１］。在健康中国战略、“互联网＋医疗

健康”等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在线健康社区展现

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好大夫在线、甜蜜家园、薄

荷健康等一批批针对不同健康主题的社区不断

涌现，在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改善医疗环境及公

众的自我健康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

于公众来说，实现健康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尤其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减肥、健身等。一个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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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社区的平稳发展，也有赖于用户的持续参与

及源源不断的内容创造，坚持使用在线健康社

区，不论是对于用户还是社区运营者都至关重

要。然而，如何留住用户即提升其持续参与意

愿，一直是在线健康社区面临的主要挑战［２］。

目前，一些学者对用户参与在线健康社区

的心理动因进行了研究［２～４］，并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但是，相关动机研究大多侧重于对静

态原因的分析，包括加入社区的原因和持续参

与社区的原因，忽略了对用户持续参与动机演

变过程的探讨。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扎根理

论方法建构理论模型，来揭示在线健康社区用

户持续参与行为的动机演变机制，以期为社区

管理者提供新的思路。

２　文献综述

动机是激发个体产生某种行为的内部驱动

力。基于动机和心理认知视角，能够从根源上

了解用户持续参与虚拟社区的影响因素及机

制。ＨＡＳＨＩＭ 等
［５］基于承诺信任理论，研究

证实了商业在线社区成员的持续知识共享意图

受到满意度的影响，而情感承诺和身份信任能

够调节满意度与持续知识共享意图之间的关

系。ＧＵＡＮ等
［６］以信息系统持续理论和期望

确认理论为基础，发现对知识贡献的满意度直

接影响社会问答社区用户的持续意图，而满意

度受到知识自我效能、对知识贡献的态度和感

知有用性的作用。张长亮等［７］以整合型科技接

受模型和感知价值理论为指导，认为信息基础

设施感知和信息共享态度对网络社群用户的持

续信息共享行为有正向影响，而信息共享态度

又受到感知有用性、社会影响的积极作用。

此外，部分学者探讨了虚拟社区用户不同

信息行为之间的转化及不同参与阶段的动机演

变。付少雄等［８］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以信

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为基础，引入批判性思维

效能这一重要内在因素，构建了社会化问答社

区用户从信息采纳行为到持续信息搜寻行为的

转化模型。贺爱忠等［９］通过扎根分析发现，在

线品牌社区用户持续参与行为的产生，经历了

初始参与、逗留和持续参与３个动机演变阶段，

并且在此过程中用户参与动机的内化程度不断

加深。

在线健康社区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虚拟社

区，在用户持续参与动机及其作用机制上有其

独特性。ＺＨＡＮＧ
［２］通过对２１位美国糖尿病社

区用户进行深度访谈，探索出基于能力、关联性

和自主性的持续使用机制。ＳＴＲＡＧＩＥＲ等
［１０］

以在线健身社区为研究对象，发现自我监督动

机是新手用户持续使用健身社区的主要因素，

而有经验的用户更多地受到社交动机和享受动

机的驱动。董庆兴等［１１］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和期

望确认模型，从感知成本和收益的视角，分析了

影响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

其中，感知收益包括来源可靠性、信息准确性和

时效性，感知成本包括隐私安全性和反馈及时

性。ＡＫＴＥＲ等
［１２］综合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

和期望确认模型，发现感知服务质量和感知信

任对移动医疗服务的持续使用有显著作用。此

外，ＩＭＬＡＷＩ等
［１３］从医疗专业用户的视角展开

研究，证实了帮助动机、声誉动机、道德义务动

机和满意度会影响医疗专业人员的持续贡献意

图。

综上所述，①从理论视角来看，期望确认理

论、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感知价值理论等是

学者们探索用户持续参与行为影响机制的重要

理论指导。满意度、信任等被证实是维持用户

行为的重要因素。②在研究内容方面，虚拟社

区用户持续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成果较为

丰富，大部分是对静态的持续参与原因的分析，

对动机演变过程和信息行为转化的动态监测的

文献相对较少，并且是以品牌社区、社会化问答

社区为研究对象。而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的

持续参与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其动机是如何发

生转变的？这同样值得深入挖掘和探索。③在

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大多基于现有理论构建

影响因素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并利

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这种静态的研

究方法无法揭示用户的心理认知过程，也容易

忽视参与过程中用户的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可

能发生的变化。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方法有助于发展一种从概念上解

释人类动机或行为模式的理论［１４］。它被认为是

社会学中最适合理论建构的方法，其规范、严谨

的研究程序使所建构的理论模型牢牢地植根于

经验数据之中，研究能够被追溯和检查，提高了

研究结论的信度和解释力［１５］。本研究以扎根理

论分析为主线，并对收集的资料采用内容分析

的方法，以揭示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参与动

机的演变机理。

本研究严格遵循“开放式编码—主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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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选择性编码”３个基本步骤，利用质性研究

工具Ｎｖｉｖｏ１２辅助完成编码分析。数据收集

与编码分析同步进行，并在此过程中及时将脑

海中出现的新概念、新想法记录在备忘录中，直

至概念达到饱和，即不再有新的概念、范畴或关

系结构产生。

３．２　数据收集

在扎根理论研究中，访谈是非常重要的数

据收集方法［１５］。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

式收集第一手数据资料，并通过以下３种途径

来扩大数据采集范围，提升受访者参与积极性。

具体包括：①在多个用户数量庞大的社区发布

访谈邀请信息，包括豆瓣、百度贴吧、微信群、

ＱＱ群等；②承诺在访谈结束后发放５０元的现

金红包作为物质奖励；③在访谈结束后，会鼓励

受访者帮忙推荐符合要求的访谈对象。本研究

数据采集的对象为持续参与用户，访谈对象的

筛选依据主要为在线健康社区的持续使用时间

和使用频率。ＺＨＡＮＧ
［２］在研究美国糖尿病社

区用户持续使用机理时，采用１年为筛选标准。

考虑到在线健康社区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和具体

国情，本研究采用６个月为持续参与的时间界

限。由于社交软件的便利性和对个人隐私的保

护，受访者都选择在微信、ＱＱ上接受访谈。在

访谈正式开始前，受访者需要填写一份调查问

卷来报告一些基本情况。问卷内容由两部分组

成：①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②社区使用情况，包括使用的社区名称、使

用时间、使用频率等。

整个访谈工作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开始，

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结束。当理论达到饱和，

即新的数据不能再产生新的概念和理论见解

时，停止样本数据的收集。４４位在线健康社区

用户有意向参与本次访谈，经过第一轮的问卷

筛选，３名用户的社区使用频率为“除非特殊情

况几乎不使用”，使用频率较低，其社区经历不

具有对照和深入研究价值，故均未进入第二轮

的深度访谈。最终符合本研究要求的访谈对象

共４１位，其中男性有２０位，女性２１位，平均每

位用户的访谈时间为１小时。每次访谈结束

后，研究者都及时将访谈内容整理成 Ｗｏｒｄ文

档，并且严格检查录入内容，以尽可能地保证研

究的准确性。

４　数据分析与结果

４．１　社区使用情况统计

受访者的社区使用情况见表１。由表１可

知，根据平台特点，受访者使用的社区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①健康服务平台，该类平台以提供医

疗、减肥、健身等专业健康服务为主要目标，如

好大夫、薄荷健康、Ｋｅｅｐ等；②社交媒体平台，

如ＱＱ、微信、微博、知乎、百度贴吧等。社交媒

体并非专门提供健康服务，而是为有共同健康

需求的用户提供相互交流与分享的平台。其

中，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受访者较多，共２７位。

这两类平台涉及的健康主题均十分丰富，包括

医疗健康、健身减肥、养生保健等。受访者的社

区使用时间大多分布在１～５年间，共３１位，占

比７５．６１％。从使用频率来看，有１５位用户经

常使用，５位用户几乎每天都会使用，１３位用户

有时候使用，总体使用频率较高。超过一半的

用户每次访问社区的时间在１０～３０ｍｉｎ，甚至

有２位用户的访问时间达到了１～３ｈ。关于是

否有信心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改善健康状况，所

有受访者都给出了积极的答案，其中９位用户

表示非常有信心。受访者参与的社区活动形式

多样，大部分社区活动均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

参与，其中频率最高的是浏览社区内容、提问／

搜索、回复／评论／话题讨论。有７位受访者报

告了其他形式的社区活动，如打卡、互动抽奖、

线上直播等。

表１　受访者的社区使用情况（犖＝４１）

类别 选项 频数 比例／％

平台类型 健康服务平台 １４ ３４．１５

社交媒体平台 ２７ ６５．８５

使用时间／年 ０．５～１ ５ １２．２０

１～２ １７ ４１．４６

２～５ １４ ３４．１５

≥５ ５ １２．２０

使用频率 偶尔使用 ８ １９．５１

有时候使用 １３ ３１．７１

经常使用 １５ ３６．５９

几乎每天都使用 ５ １２．２０

每次访问时间 ≤１０ｍｉｎ ６ １４．６３

１０ｍｉｎ～０．５ｈ ２２ ５３．６６

０．５～１ｈ １１ ２６．８３

１～３ｈ ２ ４．８８

是否有信心通过

参与社区活动实

现健康目标

非常有信心 ９ ２１．９５

有信心 ２２ ５３．６６

一般 １０ ２４．３９

参与过哪些形式

的社区活动

浏览社区内容 ４１ １００

提问／搜索 ３８ ９２．６８

回复／评论／话题讨论 ３８ ９２．６８

点赞 ２７ ６５．８５

关注 ２２ ５３．６６

转发 ９ ２１．９５

添加好友 ２０ ４８．７８

其他 ７ １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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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编码分析

４．２．１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整个编码过程的基础，为最

大限度地保证其科学性，充分体现质性研究和

内容分析的原理，本研究开展了如下工作：①利

用质性研究工具Ｎｖｉｖｏ１２辅助完成编码分析；

②反复思考、推敲合适的概念，为避免对受访者

的想法产生误解，尽量使用受访者原话来概括，

以保证编码与数据的贴合度；③采用合理的数

据单位进行编码。一般而言，是以一句话为一

个数据单位，但有时一句话中可能包含了不止

一个概念，或是一大段话中只包含了一个概念，

这就需要编码者在此过程中始终保持灵敏；④

本研究由３名研究人员分别进行独立编码，并

在完成后就各自的编码结果互相探讨。

开放式编码的结果见表２，本研究共得到

２４个有效概念和８个范畴，其中，频次小于３

的概念已被剔除。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列出

了部分开放式编码过程，即一个概念对应１条

原始语句。

表２　开放式编码结果

范畴 有效概念（频次） 代表性原始语句

Ａ１感知社区质

量

ａ１内容质量（１７） “薄荷健康是因为它的食物热量库数据比较齐全，种类也比较丰富，所以一直用它”

ａ２服务质量（７） “我觉得首先医生需要比较负责任一些地回答患者的问题，不能太敷衍，也不会有后续的纠纷”

ａ３技术功能（７） “薄荷健康能在减肥领域独树一帜，最主要就是它的核心功能比较简单、比较直接”

ａ４社区氛围（６） “很多人也注重养生，大家一起讨论和分享自己养生的经验，这种氛围很好，也能学到很多”

Ａ２感知社区同

伴支持

ａ５普通用户的支持（１５） “因为这个群会分享一些好的养生、护肤的法子，然后看着别人的实践经验会比较容易引发自己也去做”

ａ６健康达人的支持（９） “像Ｋｅｅｐ上某些健身达人、瑜伽教练，他们自己身材很好，我会比较信任他们提供的知识”

ａ７专业用户的支持（１１） “我一般咨询都是疑问性的，比如我去医院检查的单子，咨询网站上比较权威的医生看看有什么问题”

Ａ３感知收益 ａ８感知便利性（１５） “获取信息方便，生活中不容易获得，广大网友分享的经验比较多，而且在线交流也比生活中方便，生活中

找起来比较困难”

ａ９感知有用性（１３） “因为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些答案和解决方法很实用，而且很有效，我比较相信他，所以我一直在使用”

Ａ４客观情境 ａ１０时间允许（２０） “之前是因为不了解，时间上也不允许，最近一年有空了”

ａ１１线下条件限制（７） “有时候一些亚健康的身体状况，并不会引起重视。而去医院咨询医生的话，就会很麻烦，耽误时间”

Ａ５健康情境 ａ１２获取健康信息（１３） “想学习一下健身的规范动作，比如平板撑、卷腹之类的，如何做才能做规范，如果动作错了，不但没有效

果，还可能损害身体”

ａ１３感知身体状况（１３） “因为我本身皮肤有点糟糕，有痘，然后熬夜，想要改善一下自己的皮肤状况”

ａ１４遭遇生活挫折（７） “在实验做得不成功，怀疑自己的时候，会寻求帮助”

ａ１５健康目标难以实现（９） “减肥遇到平台期，每天运动控制饮食，体重还是不下降”

Ａ６健康能力感

知

ａ１６健康知识自我效能（２９） “通常情况是，自己懂（我学医）的、自己有过这方面的疾病，有治疗经验，就会分享一下，包括回答问题、回

复他人等”

ａ１７健康知识查证能力（１６） “看自己的验证结果吧，比如别人分享的知识，我可能会尝试做个小实验感受一下，或者通过互联网搜索

一个这个知识的真实性啥的”

ａ１８健康知识纠错能力（５） “看到别人在帖子里的答案不正确，会想要纠正”

Ａ７关联性感知 ａ１９个体相似性（２５） “都是一个地方的人”

ａ２０健康相关性（１０） “会按照自己的亚健康身体状况，搜索关键词，寻找与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相似的案例”

ａ２１互惠意识（６） “因为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别人也给予过我帮助，知恩图报嘛”

Ａ８自主性感知 ａ２２习惯（１６） “记录生理期这个东西，一般就是用习惯一个软件，就会一直记录下去”

ａ２３兴趣（１５） “当博主分享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帖子或者经验，我会去回复，同时还会和下面回复的人做一些交流，交

流健身的经验”

ａ２４尊重（７） “因为社区也是一个小社会，也需要互相尊重，不能够随意辱骂别人”

４．２．２　主轴编码
在主轴编码过程中，研究者需要理清各个子

范畴之间的联系，并将其通过合并、归类发展成

主范畴。本研究通过对各个子范畴的内涵及相

关关系的梳理，最终确定了３个主范畴，分别为

初始参与动机、用户情境和自我决定感。其中，

初始参与动机包括感知社区质量、感知社区同伴

支持和感知收益；用户情境包括客观情境和健康

情境；自我决定感则由健康能力感知、关联性感

知和自主性感知构成。主轴编码结果见表３。

４．２．３　选择性编码及理论饱和度检验
选择性编码的任务是进一步挖掘出核心范

畴，并通过“故事线”的形式描述核心范畴与各

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研究主题，本研

究将核心范畴确定为“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持

续参与动机”。

ＳＯＲ模型由外部刺激、机体和反应３部

分组成，它表示个体在受到外部环境的刺激后，

内在认知和情感状态会发生改变，从而产生行

为反应。ＩＳＣＥＣＭ 模型以满意度和期望确认

为核心变量，在揭示用户持续使用行为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但该模型比较适用于解释网络银

行这一类传统信息系统［１６］。在解释在线健康

社区这样的社会化媒体系统时，ＩＳＣ模型对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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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子范畴 子范畴的内涵

初始参与动机 Ａ１感知社区质量 用户对在线健康社区的内容质量、服务质量、技术功能和社区氛围的综合评估

Ａ２感知社区同伴支持 用户获得来自社区同伴（健康达人、专业用户及普通用户）的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等

Ａ３感知收益 用户衡量参与在线健康社区所能够获得的收益

用户情境 Ａ４客观情境 时间允许及线下活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为用户长期参与在线健康社区提供了契机

Ａ５健康情境 健康需求亟待满足的情况为用户长期参与在线健康社区提供了契机

自我决定感 Ａ６健康能力感知 用户感知自己能够在健康社区中展现自身能力，获得成就感

Ａ７关联性感知 用户感知自己能够在健康社区中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获得归属感

Ａ８自主性感知 用户感知自己在参与健康社区的过程中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自我决定

环境中的社会性因素（如同伴支持等）较为忽

视。此外，用户持续参与健康社区是一个复杂

的认知和行为过程，仅用满意度和期望确认无

法揭示参与动机的演变机理。相较而言，ＳＯ

Ｒ模型更有助于理解个体是如何在受到外部刺

激后产生认知和情感反应，并影响其行为决策

的。已有研究证实，ＳＯＲ模型在阐释虚拟社

区用户持续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方面具有指导

意义［１７，１８］。基于此，本研究以ＳＯＲ模型为理

论指导框架，探索 ＯＨＣ用户持续参与动机的

形成机理。

图１　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参与动机的演变机制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深入剖析，本研究梳理

了各个主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并

构建了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参与动机的演变

机制模型（见图１）。选择性编码结果表明：在

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参与行为的动机演变过

程，是在用户情境因素的契机作用下，由初始参

与动机不断内化形成持续参与动机的过程，它

包括两个阶段的变化：①刺激（Ｓ）→机体（Ｏ）。

该阶段表明初始参与动机是如何发生内化的。

首先，客观情境和健康情境为用户长期参与健

康社区提供了契机；其次，外部刺激（如感知社

区质量、感知社区同伴支持和感知收益）影响了

用户的内在认知和情感状态，产生了认同感、归

属感、满意等积极情绪。②机体（Ｏ）→反应

（Ｒ）。这些积极情绪的不断发酵为用户自我决

定感的产生提供了支持，当用户在社区中获得

了自我决定感，即健康能力、自主性和关联性３

种基本需要得以满足时，就产生了持续参与动

机。

实际上，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访谈文本中出

现的概念在不断收敛，３３号受访者所提供的信

息基本都可以用之前的概念进行解释。出于严

谨性考虑，本研究又访谈了８名用户作为理论

饱和度检验。对这８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分别

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３个

编码步骤执行，没有发现新的概念和关系结构。

由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建构的理论模型达到了

饱和状态。

５　动机演变的机理分析

５．１　初始参与动机的内化

用户在初始参与阶段，其行为主要受外在

动机的驱动，即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外

部环境的控制。在本研究情境下，用户的初始

参与动机主要包括感知社区质量、感知社区同

伴支持和感知收益。这些外部环境的刺激不会

直接影响用户的内在需求，但它可以从外在动

机转变为内在动机，然后满足用户的需求。

用户的初始参与动机如何发生内化？从访

谈分析结果来看，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

是环境条件的支持。客观情境和健康情境为用

户长期参与健康社区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在

时间、空间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下，用户长期参与

社区的需求得到增强。许多受访者表示在时间

充裕的前提下，会增加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和

频率。另外，线下条件的限制也促使他们将在

线健康社区作为替代选择，例如没有时间去医

院，不方便请假；或是作为学生，无法每天去健

身房等。另一方面，在有强烈的健康需求时，用

户长期参与社区的意愿也会随之加强。一般

地，在４种情况下，用户会更迫切地参与社区、

寻求帮助：①获取健康信息。在线健康社区作

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之一，吸引了许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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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他们获取健康信息的目的是学习健康

知识，进行一些健康咨询等。②感知身体状况。

当用户感知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时，如

身体健康出现问题、脸上长痘、身材变胖等，会

通过搜索、浏览社区内容及发帖等方式在社区

中寻求帮助。③遭遇生活挫折。在访谈中发

现，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因遭遇挫折导致情绪不

佳时，会在社区中寻求支持。这些挫折包括人

际交往、学习、恋爱等方面，往往与健康主题无

关。④健康目标难以实现，这大多发生在健身

社区中。健身、减肥是一个长期健康目标，在此

过程中用户会遭遇许多困难，需要足够的毅力

与克制力，而来自其他社区成员的鼓励和支持，

包括经验和方法的分享，是支撑他们继续下去

的动力。

其次是用户内在认知和情感状态的变化。

根据ＳＯＲ模型，个体并非在受到外部刺激后

直接、机械地做出反应，内在情感变化在其中发

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正向的外部刺激能够促

进用户对社区的正面评价和积极情绪的产生。

由访谈结果可知，感知社区质量主要包括

内容质量、技术功能、服务质量和社区氛围４个

方面，社区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体

验及对社区的评价。其中，用户对内容质量的

关注度最高，其概念频次达到１７。获取健康信

息是用户决定加入社区的一个主要原因，高质

量信息对健康相关的决策意义重大，分享劣质

信息可能会对用户造成伤害［１９］，因此，拥有高质

量内容的社区更易获得用户的信赖和良好的口

碑。关于服务质量，许多受访者表达了对消息

推送这一个性化服务的肯定，但也有部分用户

抱怨社区中存在过多的广告推销、虚假广告等，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使用体验。受访者认为，良

好的社区氛围应该是互相交流和分享、互相帮

助的，比较排斥商业氛围浓厚的社区，在功能上

应当简单、直接，能够满足用户需求。高水平的

社区质量能够提升用户的满意度［２０］和对社区的

好感度，因此，社区管理者应该重视用户的反馈

及对社区环境的优化，这对维护用户的积极情

绪至关重要。

社区同伴的支持包括信息支持、情感支持

等不同形式。获得来自社区成员的支持，有助

于增强用户的社区归属感和联系感，减少压

力［３］，也对提升用户满意度和信任有积极作

用［２１］。本次访谈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研究

结论。由访谈结果可知，用户感知的社区同伴

支持主要是指信息支持。其原因在于部分受访

者表示，情感支持等可以从其他渠道（如身边的

亲人、朋友）获得，并且在社区中他们也更倾向

于添加原本就认识的人为好友。根据不同的社

区类型及社区成员的专业背景，社区中的用户

大致可分为３类，即专业用户、健康达人和普通

用户。专业用户是指拥有专业医疗知识的用

户，大多出现在医疗健康社区中，如医生、护士、

医学生等。健康达人是指在健身、减肥、养生等

健康领域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用

户，如受访者提到的健身大牛、瑜伽教练等。通

过访谈发现，社区用户更愿意从专业用户和健

康达人那里获取专业性的建议、知识，也更愿意

与他们在网络上保持社交关系，这与 ＧＯＨ

等［２２］的观点一致。专业用户和健康达人作为社

区专业健康知识的主要贡献者，更易获得用户

的信任，其专业性的指导与建议也能够缓解用

户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当在线健康社区用户认

为其他成员可靠且值得信赖时，他们更愿意留

在社区［２３］。保持这两类用户在社区中的比例，

对提高社区的可信度和用户满意度有重要作

用。此外，大多数社区成员属于普通用户，他们

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更多地分享一些真实经验、

感受等，进而引起其他成员的共鸣。在线健康

社区为用户寻求具有相似经历、志同道合的同

伴提供了方便，在交流与分享的过程中互帮互

助、相互理解，从而增强了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

感知收益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感知便

利性和感知有用性。在线健康社区的“在线”属

性使其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能够迅速有

效地获取健康信息和知识、在线问诊等。这种

便利性是线下医院、健身房等无法满足的。感

知有用性是指用户认为参与在线健康社区对自

己是有帮助的，包括能够获取有用的健康信息、

改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目标等。感知收益较

高的环境更可能产生信任［２４］，随着用户感知收

益的不断增加，其对社区的信任和好感度也在

不断增强。

综上可知，外部刺激（感知社区质量、感知

社区同伴支持、感知收益）使用户的内在认知和

情感状态发生了改变。用户对于社区有了更为

清晰和全面的评价，也在社区中获得了认同感、

归属感和理解，以及信任、满意、愉悦等积极情

绪，这些正面情绪的不断滋生有助于用户自我

决定感的产生。

５．２　持续参与动机的形成

随着参与时间和参与程度的增加，用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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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获得的认同感、归属感、满意等正面情绪

不断发酵，外部刺激对用户行为的驱动作用在

逐步削弱，已经无法维持用户继续参与社区的

行为。用户在健康社区中更深层次的内在需求

亟待满足。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内部因素是行

为持续的主要驱动力，当人的行为满足内在对

自主性、关联性和能力的需求时得以持续［２５］。

ＺＨＡＮＧ
［２］在对美国糖尿病社区用户持续使用

行为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一观点，能够满足自主

性、能力和关联性３种基本需求的行为具有内

在动机，是自我决定的。

健康能力感知是指用户能够在社区中锻炼

和展示自身能力，获得成就感的需要。在本研

究中，健康能力感知主要来源于３个方面，即健

康知识纠错能力、健康知识查证能力和健康知

识自我效能。健康知识纠错能力，是指用户在

发现其他成员提供的信息有疏漏或是有错误时

会予以指正，例如，１０号受访者表示“看到别人

帖子里的答案不正确，会想要纠正”，这反映了

用户在社区中的健康能力展示需求。健康知识

查证能力体现了用户良好的健康信息素养和自

我保护意识。面对社区中良莠不齐的海量信

息，用户在信息采纳时非常谨慎，往往依据自身

经验和健康知识、其他用户的反馈或是利用搜

索引擎等来检验信息是否可靠。健康知识自我

效能是一种自我认知能力，即人们会依据自己

的健康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做一些能力范围

之内的事情。在访谈中，许多受访者表示遇到

自己明确答案的、有成功经验的问题，才会放心

予以解答。已有研究证实，自我效能可以促进

在线健康社区中的信任关系，用户的自我效能

感知水平越高，对社区越信任，进而增强其持续

参与意图［２６］。

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仅仅感知到能力并不

会增强用户的内在动机，除非伴随对自主性的

感知［２７］。自主性感知是指用户在社区中能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能自由地做出判断与选择。其

中，习惯和兴趣的出现频次较多，是用户在社区

中感知自主性的重要体现。习惯是积久养成

的、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是用户的自

我选择。习惯与持续意图的关系表明，先前的

习惯可以对行为产生有利的感受，从而增强持

续意图［２８］。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用户的习惯

既有因长期参与在线健康社区而形成的，也有

因先前的习惯而影响社区持续参与决策的。例

如，１６号受访者表示“每天晚上会看，边看边学

习一小时左右的锻炼”，６号提到因为“自己有

运动的习惯”而一直使用社区。兴趣表示用户

根据自身的偏好选择是否参与社区活动以及参

加何种社区活动，是影响用户持续关注的重要

因素。特别地，一些在线健康社区，如薄荷健

康、丁香医生等，具有用户群体庞大、帖子数量

繁多的特点，因此，选择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关注

是用户采取的一种高效的参与方式。尊重是指

被他人尊重以及尊重他人的需要。互相尊重是

社区用户持续友好互动的前提，也是用户自由

表达观点、自由参与社区活动的保障。根据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尊重需要属于较高层次的

需要，是维持人的自信心和满足感的重要内在

要求。

除了上述两种需求外，有一个可靠的关系

基础对于内在动机的表达也非常重要［２７］。关联

性感知是指用户在社区中能够获得归属感，而

这种归属感是通过与社区其他成员建立联系来

获得的，具体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①个体相似

性。用户倾向于和自己相似的人建立社交关

系，社区中的社交关系包括评论、回复、添加好

友等。这与ＣＥＮＴＯＬＡ等
［２９］关于一项在线健

身计划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积极参与者几乎完

全根据性别、年龄和身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的相

似性来选择合作伙伴。本研究发现，个体相似

性既体现在人口统计特征上，也包括个人目标、

兴趣爱好、经历遭遇等。②健康相关性。用户

在浏览、搜索或采纳信息时，格外关注与自身健

康状况密切相关的信息，也想要通过关注这些

信息，了解其他人的解决办法、经验或者感受。

③互惠意识。基于互惠规范的知识交流是积极

影响用户持续知识贡献行为的重要因素［３０］。用

户在长期参与社区过程中，获取了丰富的健康

信息资源和情感支持，对社区产生了强烈的感

恩情绪，因此，当其他社区成员寻求帮助时，他

们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以回报社区。

５．３　平台类型对用户动机演变机制的影响

由于访谈对象来自健康服务平台和社交媒

体平台两类社区，这可能会影响用户动机演变

机制的差异，为此，本研究做了简单的统计分

析，对比结果见表４。因为这两类平台的受访

者人数不一，所以主要以概念频次的占比来衡

量用户参与动机的差异。由表４可知，平台类

型差异对用户动机演变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初始参与动机上，在自我决定感方面，仅健康知

识查证能力和互惠意识有较大差异。健康服务

平台用户对内容质量、技术功能和健康达人的

支持，以及健康知识查证能力的关注度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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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用户。可能的原因是，与社交媒体平

台相比，健康服务平台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能

够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健康服务，并且吸纳了

许多专业人才（如医生、健身达人），因此，用户

对平台环境有更高质量的要求，对健康信息质

量的把控也更为严格。但是，社交媒体平台的

感知便利性要优于健康服务平台，并且该平台

用户具有较高的互惠意识。社交媒体主要为具

有相同健康目标和经历的用户提供相互交流、

分享的平台，互帮互助是用户之间默认的社区

准则。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媒体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Ａｐｐ形式的社交媒体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而部

分健康服务平台无法通过手机设备进入，如一

些健康类的论坛，或是有些功能在手机设备上

限制使用。

表４　健康服务平台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对比结果

主范畴 概念

健康服

务平台

（频次）

占比

／％

社交媒

体平台

（频次）

占比

／％

初始参与

动机

内容质量 ８ ５７．１４ ９ ３３．３３

技术功能 ５ ３５．７１ ２ ７．４１

健康达人的支持 ５ ３５．７１ ４ １４．８１

感知便利性 ３ ２１．４２ １２ ４４．４４

自我决定感 健康知识查证能力 ８ ５７．１４ ８ ２９．６３

互惠意识 ０ ０ ６ ２２．２２

６　结论与启示

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持续参与动机的形成过

程是外在动机不断内化的过程，也是用户行为

由外部环境控制到自我决定的过程。初始参与

阶段以外在动机为主，包括感知社区质量、感知

社区同伴支持和感知收益，此时用户的自我决

定程度比较低，受外部环境的控制程度较高，其

行为是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离开社区。客观

情境和健康情境为用户长期参与社区提供了契

机，并且随着参与时间和参与程度的增加，外部

环境的刺激引发了用户内在情感状态的变化。

认同感、归属感、满意等积极情绪不断滋生，导

致驱动用户行为的外在动机逐步削弱，从而内

化产生更深层次的需要。当健康能力、自主性

和关联性３种基本内在需要得以满足时，用户

的持续参与动机随之产生。此时，用户的参与

行为不再由外部环境刺激所驱动，而是自我决

定的，行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更高。此外，平台

类型差异会对用户持续参与动机演变机制产生

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初始参与动机和自我决

定感两个主范畴上。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如下。

（１）优化社区环境，满足用户的情境需求，

以促进用户参与动机的内化。具体做法为：①

引入内容质量审核机制，邀请社区中的专业用

户、健康达人对帖子内容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

方可在社区中传播，对于多次传播虚假健康信

息的用户，应该予以警告、拉黑等严厉处罚；②

考虑到目前人们更多使用智能手机设备，社区

运营者可以为在线健康社区开发专门的移动应

用程序，或者与社交媒体平台合作，建立官方账

号，以便拓宽用户使用的渠道；③鼓励社区中的

核心成员、活跃用户等活跃社区气氛、维护社区

和谐。同时，在社区管理方面应该张弛有度、赏

罚分明，规范社区成员的行为。

（２）增强用户的自我决定感，以促进用户持

续参与动机的形成。具体做法为：①开设“社区

管理建议”板块，规定每位用户都可以针对社区

现状或是管理问题建言献策，并且建议被采纳

的用户能够获得社区的褒奖；②增设“健康信息

查证”功能，提供相应反馈渠道，提升用户的健

康能力感知；③积极举办同城会、老乡会等活

动，将同一个地区的社区成员聚集起来，开展线

下聚会，增强关联性感知；④定期举办优秀用户

评选活动，对表现优异的社区用户进行嘉奖，授

予其荣誉称号或积分、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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