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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台用户体验优化的行动研究 ：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

张轩慧 赵宇翔 刘 炜 朱庆华

摘 要 数字人文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需依托数字人文平 台的规划与建设
，

同 时也催生 了更多 数字人文基础

设施的部署 与推广
。
然而 ， 现有数字人文平台一方面受限于信息 通信技术 的瓶颈 ，

另一方面则往往会忽视对人文

学者真实需 求的考量 。 数字人文平台的利用率 、满意度及可持续 性远没有 达到 预期效果 ，

如何通过迭代设计方法

提升数字人文平 台的用户体验是
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方 向 。 本文基于社会技术 系统理论 ，

选取上海 图书馆数字

人文项 目 中 的
“

盛宣怀档案众包抄录平台
”

为研究对象
，

针对该平 台的用户 体验优化开展行 动研究 。 研究经历 了

三轮迭代 ，从功 能性优化到交互性优化再到个性化需求优化 ， 平台构建 的关注点从技术层面逐渐扩展到技术 与用

户的交互层 面 ，更好地满足 了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 ， 同 时提升了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 台的用户体验 。 研究从理论 上

丰富了数字人文情境 下平 台 、任务 、志愿者三个核心元素的概念解构 ；从实践上提升 了平台的使用率 ， 可为数字人

文众包抄录平台实现 技术 系统与社会系统 的有效匹配提供借鉴 。 图 ３ 。 表 ８ 。 参考文献 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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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ｔｃ ．Ｔｈｅｐ ｕｒｐｏ ｓ ｅｉ ｓｔ ｏｅｎｈａｎ ｃｅ ｔｈｅｕｓ ｅｅｆｆｉｃ ｉｅｎ ｃ

ｙｏ
ｆ

ｔｈｅ

ｐｌ
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ｔｈｉ ｒｄｓｔａｇ

ｅ
，
ｍ ｏｒ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ｓｔｕｄ 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ｄｉ ｓｃ ｉ

ｐ ｌ
ｉｎ ｅ ｓａｒｅｒｅｃｒｕ ｉｔ ｅｄｔ ｏｃｏｎｄｕｃ ｔａｎ

ｅｘｔ ｅｎｓ ｉｖｅｕ ｓｅｒ ｓ ｔｕｄ
ｙ 

ｏｎｔｈｅｏ
ｐ

ｔ ｉｍ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ｐ
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 ａｔｉｏ ｎｒｅ

ｑ
ｕ 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

，
ｔｏｍ ｅｅｔｔｈ 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ｉ ｎｄ ｉｖｉｄｕ ａｌ

ｕｓｅｒ ｓ ａｎｄｔｏｉｍ
ｐ
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ａｔ

ｉ ｓｆａ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ａｒ
ｇ
ｅ ｔｕ ｓｅｒｓ ．Ｆｒｏｍｔｈ ｅｅｖｏ ｌｖｅｍ ｅｎ ｔｏｆｔｈｅ ｔｈ ｒｅｅｃ

ｙ
ｃ ｌｅ ｓ

， ｔｈ ｅｆｏｃａｌｐ
ｏ ｉ ｎｔ

ｏｆ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ｈ ａ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 ｅｃｈｎｉ ｃａ
ｌ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ｉ ｖｅ ｔｏｔｈ ｅｈｕｍａｎ

－

ｔ ｅｃｈｎｏ ｌ
ｏ
ｇｙ

ｉ ｎｔ ｅｒ ａｃ ｔ ｉｏｎ
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ｅ

，

ｃｏｖｅｒｉ ｎ
ｇ

ｔｈ ｅｔｈｒｅｅ ｋｅ
ｙ
ｕｓ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 ｓ

， ｎａｍｅ ｌ
ｙ

ｆｕｎｃ ｔｉ ｏｎａｌｅｘ
ｐ
ｅｒｉ ｅｎｃｅ

， ｉｎｔ ｅｒ ａｃ ｔ ｉｖｅ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ａｎｄ

ｅｍｏ ｔ
ｉ ｏｎａｌ 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ｏｔｈｉ ｓｅｎｄ

， ｔｈｅｐ
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 ｚｅｄｎｅｅｄｓａｎｄ ｖｏ ｌ ｕｎ ｔｅ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ｒｅｂ ｅ ｔｔｅｒ ｓａｔ

ｉ ｓｆｉ 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 ｓｏｆ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 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 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ｓｔｕ ｄ

ｙｐ
ｒｅ ｓｅｎｔ ｓａｃｏｎ ｃｅ

ｐ
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ｏｎｕ ｓ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 ｃｅ

ｄｅ ｓｉ
ｇ
ｎｆｏｒｃｒｏｗｄｓ ｏｕ ｒｃ ｉｎ

ｇ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 ｉｎ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 ｉｔ ｉｅ ｓｆｒｏｍ ｔｈ ｅ ｔｅｃｈｎ ｏｌ ｏ

ｇｙａｎｄｓ ｏｃ ｉ ａｌ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ｅ

，

ｅｎｒｉｃｈ ｉｎ
ｇ

ｔｈｒｅｅｂｕｉ
ｌ ｄｉｎ

ｇ

－

ｂｌ ｏｃｋｓｏｆｄｉ

ｇ
ｉ
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

ｔ
ｉｅ ｓｐｒｏ ｊ

ｅｃ ｔ ｓ
，ｎａｍｅ ｌ

ｙｔｈ ｅｐ
ｌ ａｔ ｆｏｒｍ

，ｔｈ ｅ ｔａ ｓｋ
，ａｎｄｔｈｅ

ｖｏ
ｌ
ｕｎ ｔｅｅｒ．Ｉｎ ｔ ｅｒｍ ｓｏｆ ｔｈ ｅ

ｐ
ｒａｃ ｔｉｃａ

ｌ ｉｍ
ｐ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
，
 ｔｈ ｅ ｓｔｕ ｄｙ

ｓ ｈｅｄｓ ｌ
ｉ
ｇｈ

ｔ ｏｎｔｈ ｅｕｓ ｅｒ 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ｅ ｓｉ

ｇ
ｎｏｆ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 ｒｃ ｉｎ
ｇ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
ｐ

ｔｉ ｏｎ
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ｐ
ｒｏｖｉｄ ｅ ｓｖａｌｕａｂ ｌｅ

ｇ
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ｎｈｏｗｔ ｏａｌｉ

ｇ
ｎｔｈｅｄ ｅｖ ｅ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ｏｆ

ｄｉ

ｇ
ｉ
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

ｔ
ｉｅ ｓｃｒｏｗｄ ｓｏｕｒｃ ｉｎ

ｇｐ
ｌａｔ

ｆｏｒｍｗｉ
ｔｈ ｔｈｅｎ ｅｅｄｏｆ ｔｈ ｅ ｓｏｃ ｉａｌ ｓ

ｙ
ｓｔ ｅｍｓ ．Ｔ ｈｉ ｓｓｔｕｄ

ｙ
ａｌ ｓｏｈ ａｓｓｏｍｅ

ｌ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 ．Ｆｉｒｓｔ

ｌｙ， ｄ
ｕｅ ｔｏｔｈｅｒｏ

ｌ
ｅｄｕａｌ

ｉｔ
ｙ ，
ｓ ｏｍ ｅｐａｒｔ ｉｃ ｉ

ｐ
ａｎｔ ｓａｒｅｂ ｏ ｔｈｐ ｌ

ａｔｆｏｒｍｄｅ ｓｉ
ｇ
ｎｅｒｓ／ｍａｎａ

ｇ
ｅｒｓａｎｄ

ｔｅａｍｍ ｅｍｂｅｒｓｆｏｒａｃ ｔｉ 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ｗｈ ｉｃｈｍａ

ｙ
ｌｅａｄ ｔｏｔｈ ｅｓ ｏｍ ｅｂｉ ａｓｏｆｔｈｅａｃ ｔｉ 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 ｕｂ

ｊ
ｅｃ ｔｉ ｖｅ

ｊ
ｕｄｇ

ｍｅｎ
ｔ ｏｆｔｈｅｐ

ａｒ
ｔ
ｉｃ ｉ

ｐ
ａｎ

ｔ
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 ｙ，

ｃｏｎ ｓ
ｔ
ｒａｉ ｎｅｄｂ ｙ

ｒｅａ
ｌ
ｉ ｓ

ｔ
ｉ ｃ ｃｏｎｄｉ

ｔ
ｉ ｏｎ ｓ ｓｕｃｈａｓｔｅｃｈ ｎｏ ｌ

ｏ
ｇ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
， ｔｈ

ｅ

ｐｌ
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ｉ

ｌ ｌｈａｓ ｓｏｍｅｕ ｓ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 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ｕｅ ｓ ．Ｔｈｉｒ ｄｌｙ ，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 ｓｏｎ
ｌｙａｉｍｅｄａｔｃｒｏｗｄ ｓｏｕｒｃｉ ｎ

ｇ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
ｐ

ｔ ｉｏｎｏｆ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 ｉｅ ｓ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

ｅｎｅｒａｌ 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
ｐｐ

ｌ ｉｃａｂｉ ｌｉ ｔ
ｙ

ｏｆ ｉｔ ｓｃｏｎｃ ｌｕ ｓｉｏｎ ｓｎｅｅｄｔｏ

ｂｅｆｕ ｒｔｈｅｒｅｘ ａｍ ｉｎｅ ｄ． Ｉｎｆｕ ｔｕ ｒ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ｗｅｗ ｉ

ｌｌｕｓｅｍｏｒｅｉｎｔ ｅｒｖｅｎ ｔｉ ｏｎａ
ｌｍｅ ｔｈ ｏｄｓ

，
 ｓｕｃｈａｓｑｕａｓ ｉ

—

ｅ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ａｎｄｍｏｂｉ ｌｅｅｘ

ｐ
ｅｒｉ ｅｎ ｃｅ ｓａｍ

ｐ
ｌ ｉｎ

ｇ
ｍ ｅｔｈｏｄ ｓ

，
ａｎｄｕ ｓｅｓｏｍｅｅ

ｙ
ｅ
－

ｔ ｒａｃｋ ｉｎ
ｇ
ｄ ｅｖｉｃｅ ｓｔｏｂ ｅｔ ｔｅｒｅｘ

ｐ
ｌｏ ｒｅ

ｔｈｅｕｓ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 ｅｎｃｅｄｅ ｓ ｉ

ｇ
ｎｏｆｄｉ

ｇ
ｉｔａｌ ｈ ｕｍａｎｉ ｔｉ ｅ ｓ

ｐ
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ｓ ．３ｆ
ｉ
ｇ
ｓ ．８

ｔａｂ ｓ ．６３ｒｅｆ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 ｔｉ ｅ ｓ ．Ｃｒｏｗｄ ｓｏｕｒｃ ｉ ｎ
ｇ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
ｐ

ｔ ｉｏｎ
ｐ

ｌ ａｔｆｏｒｍ．Ｕ ｓ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 ｅｎ ｃｅ ．Ａｃ ｔ ｉｏ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 ｉｏ 

－

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ｓ
ｙ
ｓｔｅｍｔｈ ｅｏｒ

ｙ
．

２０２０ 年９月Ｓｅ
ｐ

ｔｅｍ ｂｅ ｒ

，

２０ ２０



中曲８和作学机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Ｌ ｉｂｒａｒ
ｙ 

Ｓｃ ｉｅｎ ｃｅｉｎＣｈ ｉｎ ａ

０ 引 言

２０ １ ７
？觉的士九大报香 中．

：提虑建设
“数学

中ＢＴ 。 ２０ １ ：８竿霄爾幾学 ，＿儀峰会 寶建

檫州？ｆＦ ，采近平总书记在贺禽中 指 出 ：

＊

加盤

数字賴纖就歸農處我醜鑛敢織 ：

＃锋 ，
金資贯彻新 ．輿興理衾 ， 以僖爲化培

■

育衝动

能，用衡动 能推动翁裊屬 ，
：以翁袁屬创造鑛

農．／

２
：豫字中＿ 

”

战略 的提出 为我 國截字人文

研纖雕供了新机遇 ， ，催鮮卿Ａ纖

础设逾事＃倉设猶热潮 ＆２０２０舉 ３
Ｉ

４８
，
中

雜ｔ央政洽Ｓｒ赏蒼養Ｓ会会议上强调 要救快

擎进＿家规錄已明确的重 和 ：基逾设施秦

幾
；》＃；＃就包 ：含截据中心等＿蠢＿础设施建Ｉｆｃ＊

据不＿统对 ，从逝〇棄加》竿＊Ｒ参社科碁

金麵 ：的谏题中包舍，插＿磁划轉构倉
；
‘

数据 ■荣键词：

的入文社科禽雜 ＿齎揉 ３００

多＃０
ｐ＿两 ＊从導有驚猊＿ ＊本多爾 ：

人
：文社：

科数＿齡＿：＿＿翁Ｘ－孤氣缺乏：关

联和翁 雙复纖費筹萄题《 ，辱繫讓Ｉ有载

宇人文项評费的投人細麵远低，爾期 》

数字人文＇

｛
Ｄｉ

ｇ
ｉ
ｔｓ．

丨 Ｈｕｊｎｍｉｔ ｉｅｓ
， 

：ＤＨＪ是雜规代

信ｇ技术爾人传统人裳研寶的新蒗式和突篇研

究颈域 ｐ 信息技术平台作为数字人文的基础设

施
，在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资撼存储、工具利用

和鹰界交流的同埘 ，诅相霄 ＾資 美联

萁他平台＃她翁Ｗ放栽取的 网络资龈，形成Ｓ联

ｊ通的开放数字＊ｉ系 ＾ 这就对数字入文

顆平台 轉评＊鑛缉 ： 了真裔爾濟求，

一＃商 ，
臂

＿运趙＿联数据 、
地理偉息— 、社会Ｍ播分析 、

傷鳥可视化琴我术，让人文：数据
ａ

潘
， ，

起来邊
一

方面 ，
也要癖足 ；

ｆ
ｒ＿ｆｔ产的需求 ，

让人文数舉被

充奢利用＾＿而
，
就我＿翁字人文＿＿设施警含

難赛轉灣Ｖ變人續＿研麵翁＿助

數字氣智能化实现传鏡人文的跨越食展
，姻羡

限宁信鳥参＃０Ｔ技能 、数Ｐ舊胜等腾板 ；
ｉｉ＃机

纖＿研露者希墨利職术优驛 Ｉｆ求数手堪

的燊被乘親
，

？ｔｅａＴｆ人文 ：＿的韻域知识親惟域

化需＿了纖少 ９ 蠢于此，
一个驗解决的料

：学 数宇人其綦础貴施平食如何实现技＃

％道卢的匹Ｓ３ ，进而摄升乎§ 的剌用傘義用办体

＿ ６ 隨賽我國翁字Ａ業？ｉ 目識ｒ置ｍｆｅ和炔速

增笨？解决这
一苘题对Ｔ翁釋繫宗人文

：研究韵发

廳曹童麵理论驗龜纛义 ６

本文 犠獨督馆：幾學人文项霄

杯鶴众包抄儀平台
！

’

为案例
，
．立鮮社会技术

系统暖论的襪徽 ， 強调 ：数零Ａ文项 目
＝

平 台的技

术國寒＿社会 ：

Ｈ ：素的璜隹组＃ ，雜分考：
虑粗親

－撩 、用３
＾養象、柱秦设 ：计和我术■础的植麗作

用 ，同埘篆用行输研養 将理论与震践

相绪会 ，
＿行动枣利甩辑声思考法 ，

Ｂ
．挺攀瘦

和 即时反馈得到＃与者对于平台用户 体验 的测

试绪果 ，迸而通过焦爲小组 ．

、＊驗《＃猶方式迸

行反思和总结 ，在三轮选代 中不断 优化盛费怀

纖她抄鎌喪 ｓＩＩ体的猶究悤播如雙 １ 所

氣＾
本研露＿试从理论 ：鄉角探入解构数字人太

精發下平舍 Ｖ住务 、虫愿＃３个棱心要素 在

实跋方商完善众包抄录平台
＇

时用户体验 ， 为数

—人需平貧中技术 ．謇统与翁舍
＇

１统的 Ｋ ：配与融

研究问题研究过程研究 目标

图 １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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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轩慧 赵宇翔 刘 炜 朱庆华 ： 数字 人文众包抄录 平台 用户体验优化 的行动研究 ：

基子社会技术系统 理论

ＺＨＡＮＧ Ｘ ｕａｎ ｈｕ ｉ
，

ＺＨＡＯＹ ｕｘｉ ａｎｇ ，

Ｌ ＩＵＷｅ ｉ＆ＺＨＵＱｉｎ ｇｈｕ ａ
：ＡｎＡｃ ｔ ｉ ｏｎＲ ｅｓ ｅ ａｒｃｈ ｏｎＵ ｓｅ ｒＥｘｐｅ ｒ ｉ ｅｎ ｃ ｅ Ｏ ｐｔ ｉｍ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ｔｈ ｅＣ ｒｏｗ ｄｓ ｏｕｒｃ
ｉ
ｎｇＴｒａｎｓ ｃ ｒ

ｉｐｔ
ｉ
ｏｎＰ ｌ ａ ｔｆ ｏｒｍｉｎ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 Ｈｕ ｍａｎ
ｉ
ｔ

ｉ
ｅ ｓ

：ＡＳｏｃ ｉ
ｏ －Ｔｅ ｃｈ ｎ

ｉ
ｃ ａ ｌ Ｓｙ ｓｔｅｍＴｈ ｅ ｏｒｙＰ ｅ ｒｓｐ ｅ ｃｔ

ｉ
ｖｅ

合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

１ 理论背景及研究综述

１
．
１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社会技术 系统理论 （ Ｓｏｃ ｉｏ 

－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Ｓｙ
ｓｔ ｅｍ

Ｔｈｅｏｒ
ｙ ）
是一种强 调

“

技术
”

和
“

社会
”

联合优化

的组织系统理论
［ ６ ］

，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由组织发展

的先驱 Ｔｒｉｓｔ
、
Ｂａｍｆｏｒｔｈ 和 Ｅｍ ｅｒ

ｙ 在研究英 国煤矿

工人工作时所提出 ［
７

］

。 该理论认为
，

社会技术

系统 由两个相互关联 的子系 统构成 ：技术 系统

和社会系统 。 技术 系统涉及运作流程 、任务 、技

术方法和基础设施等 ；
社会系统则关注人的属

性 （如态度 、技能 、文化背景等 ）
、人与人 的关系

以及组织环境
［
８

，

９
］

。 传统的信息 系 统设计大部

分专注于技术 问题的最优化
，

而忽视 了社会层

面 的因 素
，
虽投人了大量财力和 物力

，
但收效甚

微
，

失败率居髙不下 ［
１Ｍ １

］

。 据此
，

社会技术 系统

理论得到信息系 统学者的广泛关注 ，
研究者 由

一

开始只着眼于有形 的技术产品
，

逐步延伸 到

思考如何将这些技术产品 应用于无形 的环境

中
，
最终嵌人 到包括组织者 、使用者 、社会规则

等在 内 的社会系统 中 。

社会技术 系统理论反 映 了
一种哲学思想

，

即设计的系统性思维
［ １ ２ ］

，
任何组织系统的设计

和性能只有将
“

技术
”

和
“

社会
”

二者相结合
，
并

统一于
一个复杂系统时

，

才能得到理解和改进 。

早期 的社会技术 系统理论多应用于组织管理领

域
，
提倡在寻求组织变革 时兼顾技术 因 素 和社

会因素 。 随后
，

该理论逐渐对信息 系统和信息

管理领域产生深刻的影 响
，
学者们普遍认 为信

息系统设计应该是
一

个同 时考虑社会因 素和技

术 因素 的过程
，

这些 因 素会影 响系统的功能 、使

用及体验感
［ ６ ］

。 由此
，
社会和技术二元论的设

计思维始终贯穿于系统的信息建构和交互体验

设计中 。

１
．
２ 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台研究综述

历史手稿数字化
，
对文化遗产的长期保存 、

传播和有效利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传统

的手稿数字化抄录通常 由 专家来完成
，
随着技

术 的发展
，
光学字符识别 （ ＯＣ Ｒ

）
、深度学习等先

进技术 为手稿数字化带来 了 突破 。 然而在很多

情况下
，
由于纸张氧化 、 字迹难 以辨认 、 书法风

格多变等不可避免 的现实问题
，
利用技术手段

进行手稿数字化的效果并不理想
［ １ ３

，

１ ４ ］

。 因此
，

一些文化遗产机构开发了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

台
，
将历史手稿以 图 片的形式上传到平 台

，
借助

大众的力量进行众包抄录 。

在实践层面
，
国外的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

台起步较早
，

且 已经产生 了较大的社会影 响力 。

如 由伦敦大学学院 发起的边沁手稿抄录 平 台

（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ｂｅＢｅｎｔｈａｍ

）

①发布 了存放于该学院 的

约 ６ 万份未 出 版的边沁手稿 ，
利用众包模式进行

在线人工转 录
，

旨 在创建一个可搜索的数字存

储库
，

以用于制作边沁文集
，

目前已 经完成的抄

录任务超过 ２ ００００ 页 。 在气象研究领域
，
由公

众科学联盟 Ｚｏｏｎｉ ｖｅｒｓｅ 发起的历史气象文档众

包抄录平 台 （ Ｏ ｌｄＷｅａｔｈｅｒ
）

②
，

上传了大量 １９ 到

２０ 世纪船只 的航海 日志
，
通过公众的参与找 到

文件中记载气象状况的信息并进行转录
，

目 前

已经得到超过 １ ６０ 万个气象观测数据 。 在文化

领域
，

由纽约 公共 图 书馆发起 的历史菜单众包

抄录平 台 （Ｗｈ ａｔ

’

ｓｏｎ ｔｈ ｅｍｅｎｕ ？ ）
③展７Ｋ了 图 书馆

从 １ ８４〇 年至今的收藏菜单
，
包括菜肴及其价格

和所属餐厅等信息
，
目 前 已经借助众包模式从

１７ ５４５ 份菜单 中转录出超过 １ ３０ 万道菜肴信息 。

相较而言
，
国 内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 台 的建设

尚在探索阶段
，

如 中华 书局推 出 的古籍整理工

① ｈ ｔ ｔ

ｐ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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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 ①
，

更侧重于对古籍的校审和整理 ；

一些商

业众包平 台也基于发包方的需求发布少量 的手

稿抄录任务 。 严格来说
，

上海图 书馆发起的盛宣

怀档案众包抄录平台？是 目前我国最有影 响力 的

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历史文献手稿抄录平 台 。

在理论层面
，

数字人文众包抄 录平 台 的研

究主要从平 台 、任务 、 志愿者三个核心 要素 展

开 。 从平 台 的角 度 ，
赵宇翔等 以盛宣怀档案众

包抄录平 台为例
，
基于 Ｋａｎ 。 模型将平 台 的游戏

化归类为魅力 质量 、

一维质量 、 必备质量 、无差

异质量和反 向质量
［ １ ５ ］

 ；

Ｅｖｅ
ｌ
ｅ ｉ

ｇｈ 等认为在平 台

中加人游戏化设计能够激励用户 的参与 ［
１ ６

］

。 从

任务的角度
，

韩文婷等基于任务复杂度 与领域

知识视角
，
采用准实验的方法探讨众包抄录任

务的绩效差异
［

１７
］

；
Ｌａｎ

ｇ 等通过改善平 台 和 任务

的设计来提升志愿者的抄录质量
［ １ ８ ］

。 从志愿者

的角度
，

Ｂ ｏｎａｃｃｈ ｉ 等从志愿者完成任务的记录 中

收集他们 的行为 数据
，

采用定量和 定性相结合

的混合研究方法 ，
对志愿者的特征 、动机和 行为

进行探索
［

１ ９
］

；
张轩慧等着眼于志愿者的社会价

值倾向 和领域知 识
，

研究数字人文众包抄录 中

这两个 自 变量对志愿者合作水平和抄录质量的

影响？
。

由此可见
，
国外 已 经有许多成熟 的数 字人

文众包抄录平 台
，
吸引 了大批志愿者在线抄录

，

并且收获了丰 富 的数字资源
，
为历史文化遗产

的数字化贮存 、 传播和深度研究提供了保 障 。

国 内 目 前在该领域还有较大的提升 空 间
，
在理

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任务

和议题 。 现阶段
，

针对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 台

的可用性和 用户 体验进行深人探索 ，
是学界和

业界需要共 同关注并合作的方向 。

１
．
３ 平台用户体验研究综述

用户体验是指用户 使用特定产 品 、 系统或

服务时 的行为 、情绪与态度
，

其核心 是以用 户为

中心 去思考人机交互
［ ２ １ ］

。 早期人机交互研究的

重点在于用户 的工具性需求 ，
强 调工具价值 （ 即

功能性
、
有效 性

、
效率等 ）

的关键作用
［
２２

］

。 随

后
，

用户体验概念 的 出 现拓宽 了人机交互 的研

究范畴
，
学者们从仅对产品 工具性的关注

，

逐步

涉及对产品 、用 户 和 环境三者整体性 的思考 。

用户 体验是一种主观的 、情境化 的 、复杂的 、 动

态 的体验
，
同 时技术 、用 户 、环境 （ 适用环境和操

作环境
）
是用 户体验研究 中 不容忽视 的三个因

素
［
２ ３

＿ ２５
］

。 在平 台使用 的研究 中
，
用户 体验被认

为是解释个人行为 的主要 因 素之
一 ［ ２６ ］

，
包括可

用性体 验 、 美学 体验 、 意 义体验 和 情 感体验

等
［ ２ ７ ］

。 目 前
，

关于平 台用 户体验的研究可 以概

括为 三类 。

一

是从评估视角 ，
开发用户 体验的

评估量表 ［
２８

］

，

拓展用 户体验的评价方法 ［
２ ９

］

，

考

察平 台 的用户体验水平
［ ３° ］

等 ；

二是从设计视角
，

侧重于提升平 台 的可用性 、 易用性 、 界面美学

等
［
３ １

，

３ ２
］

；
三是从技术采纳视角

，
研究用 户 的满意

度和使用意愿 ，
良 好的用 户体验能够提升用户

的满意度 和忠诚度
［
３＞ ３５

］

。 从现有研究可 知 ，
用

户体验一方面强调 内在 的感知 性
，

同 时也是一

个主观动态 的过程 。

目前在数字人文领域
，
虽然针对数字人文

平 台或产品 的 开发 已 经 引起 了相关学者的关

注
［ ３ ６ ］

，但基于用户 体验视角对数字人文平 台设

计和运维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
３ ７

，

３ ８
］

。 随着数字人

文 的发展
，
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愈发交叉

，

数字人

文平 台 的受众群体也在不断拓展
［ ３９ ］

。 张轩慧等

认为 应该从简单性 、 易识别性 、易理解性 、易操

作性等方面优化数字人文平 台 的界面设计
，

从

而增强其易用性和可用性
［ ４ ° ］

；
Ｗｕ 和 Ｘｕ 以数字

敦煌为案例
，
借助眼 动仪评价数字敦煌平 台 的

可用性
［ ４ １ ］

 ；

Ｂａｒｂｉ ｅｒｉ 等利用 比较评估的方法对意

大利 的两个虚拟博物馆系统进行用 户 体验测

试
，

并总结出 虚拟博物馆可用性的三个维度 ：
易

使用性 、愉悦性和 教育性
［ ４ ２ ］

； 
Ｗｕｓ ｔｅｍａｎ 招募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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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志愿者
，

采用 出 声思考法和 开放式问卷对爱

尔兰的书信 １９ １ ６ 项 目 进行用 户体验测试 ，
研究

结果表 明不管是专业用户还是普通用户都倾向

于选择熟悉的搜索 、导航和信息建构模式 ［
４３

］

。

综上所述
，
目 前用 户 体验研究还存在局限

性 。 首先 ，
现有研究大部分基于某 个时间截面

开展
，
通过问卷 、访谈或实验的方法考察平 台 的

即时体验
，

缺乏历时性的研究设计
［
４４

］

；
其次

，
用

户体验研究十分强 调情境 因 素 的重要性
，

尤其

是数字人文情境往往包含专业类型 、用 户类型 、

具体任务 、操作环境等复杂 因素 ，
目 前该情境下

有针对性的用户体验设计还很少 。
为填补现有

研究空 白
，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人文领域
，

在社会

技术系统理论的指导下
，
利用行动研究的 范式

探索时序范 围 内 平 台用 户 体验优化 的迭代发

展
，
以适应不 同 的用户 、

情境和 任务
，

从而 突破

截面研究的局限性
，

优化数字人文平 台 的组件 、

功能 、界面和内 容等 。

２ 研究设计

２
．
１ 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 （ Ａｃ ｔｉ ｏ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是研究人 员与

参与者基于某一实际问 题的共 同理解 、学 习 和

反思
，

其 目 的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在真实环

境 中解决科学问题
［ ４５ ］

。 行动研究通常包括五个

步骤
：
问题诊断 、行动计划 、行动执行 、行动 评估

和学习反思
［
４ ６

］

。
Ｂ ａｓｋｅｒｖｉ

ｌ ｌ
ｅ 和 Ｍ

ｙ
ｅｒｓ认为

，
开展

规范的行动研究应具备四个要素 ：第
一

，
有 明确

的行动 目 的
，

且建立在理论之上 ； 第二
，

采取实

际 的行动
，

用于揭露背后 的理论价值 ； 第三
，

理

论支撑行动
，
行动 发展理论

；
第 四

，
行动研究者

即行动观察者
［
４７

］

。 这四要素
一

方面强 调了理论

与实践相辅相成 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

另 一方面

突 出 了行动研究者在行动研究 中 的核心地位和

作用 。 相较于传统的问卷 、 用户访谈和 实验等

即时性研究方法
，
行动研究 的历时 特征 以及髙

情境化和代人性更 有利于揭示真实 的用 户 行

为
，
深人探索案例 的嵌人式情境化元素 。 基于

此
，

本文遵循行动研究 的五大步骤和 四大要点

深人开展研究 。

在信息管理研究领域
，
行动研究是促进解

决信息 系统管理和 实践过程 中 的问题 、
拓展理

论 、提升参与者能力
，

并从行动过程 中获得结果

反馈的循环过程
［ ４ ８ ］

。 行动研究在信息管理领域

已有一些应用
，

如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软

件功能的测试
［ ５° ］

、组织 中 的众包机制实施
［ ５Ｍ２ ］

等 ，
这些研究均有效解决 了 以往信息管理研究

中重理论但实践性不强或重实践但理论贡献不

足 的 困境 。 本文选择行动研究优化数字人文平

台 的用户 体验 ，
有如下原 因

：第
一

，
行动研究的

研究人员会直接参与 到行动 的各个环节 中 ，
而

一般实验
、
问 卷或访谈 的研究人员则是侧重前

期 的研究设计和后期 的结果分析
；第二

，

行动研

究强 调螺旋上升式 的迭代优化 ，
而一般截面研

究仅能够针对即 时测评结果提出 战略性的优化

对策
；
第三

，

行动研究立足于现实
，

能够让研究

者准确地把握和分析实 际问题
，

从而解决信息

管理研究 中理论与实践发展不平衡的窘境 。

２ ．２ 盛宣怀档案众包抄录项 目平台介绍

盛宣怀档案抄录平 台始于 ２０ １ ７ 年
，

是上海

图 书馆发起 的数字人文众包抄录项 目
，
主要任

务是通过招募志愿者在线转录盛宣怀家族的手

稿和 档案
，
包括 信 函 、

奏章 、
账单等 。 盛宣怀

（
１ ８４４ １９ １ ６ 年

）
是清末知名 的政治家 、企业家

及洋务运 动 的代表人物 ，
其手稿和档案对于 中

国近代史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盛宣怀档案抄

录项 目 的最终 目 的是通过志愿者的抄录建立一

个数字云平 台
，

以供相关领域学者开展跨学科

交叉 的数字人文探索 。

项 目 的核心是
一

个基于在线众包模式的抄

录平 台
，

该平 台于 ２０ １ ７ 年上线第 １ 期
，

２０ １ ８ 年

下半年上线第 ２ 期公测版
，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注

册人数 已达 ４６６ 人
，
完成抄录任务超过 １５ ００页 。

平 台设置 了 四种角 色 ： 管理员 、发布员 、抄录 员

和专家 。 管理员 的权限最大
，

负责后 台数据的

管理与维护
，
包括任务发布 、用 户 管理 、数据导

２０２０ 年９月Ｓｅ
ｐ

ｔｅｍ ｂｅ ｒ

，

２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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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辱
，

ｔｔｒｆ辅靡奮象进柠审核
：丨

发布员隨主襄轵

能麗任憑？意布 ；抄孽员 專以 自生选＃ 自

趣的任＃进行抄義 ，家则與竟対抄录员提交

的抄■内容进行审核 。 －台从 １ 期上魏版到 ２

期公测版的升级 》４要 ．

是优化用 户体验。

一

方

面 ，
保障平台的各个功能都是可 用且昜用 的 ；

努

一

＾＋＿§ ：以用户为中心的交互体验 ，从而能

Ｉｔ更多的 者屬 ：奪使用懷平會参与抄拳＊：

为

了吸引复參袖恚？＃
，

提升事台的ｆｔ思傘和虜

响力
，项 目小组不断优ｆｔ亭ｆｔ甩户体验 ，籍鬚借

谢行动研獅賴：＿，＿有＿
：

、＿ ：和

虜急慶 ，为数食人文＿ ＿的进一森开屬提供强

有力的交持 ＊

２． ３ 研究框架

：本 ：文的研靠框躲償餐了Ｂｍｔｒｏｍ 和 Ｓｅｉｎｅｎ

—出 的雜会技术 ：系统理论的架构体系Ｍ
：

ｓ
技术 ：

藥统涵鸯技术与任＃晨痛８４救术續商＊ＴｅＷ明

认为平台的有用性及易用性是影响用 户参与数

字Ａ文项 Ｓ并做 出持续Ｓ献的塞础 刘炜和

叶馬揮■了六种数宇 人文技术类型 ，
认为技术

支 ．Ｉｆ下的数字人文平食不仅能够対料桿的奉材

从不＿－縻 ４．本同顏域进行研究
，

而 ：且各类研究

过綠和成果又能反过来專聲：数ｆ＊人文平台 的数

据资料 ，
提升服务性能

［

气 在任筹＆面 ，数孛人

重坏境下的任务，
一

般工作：环境下的任夯在复

靡廣： 、 ｉｒ理解 ‘

按 、考业性、可雜ｔｔ等方面均有所

＿靜 ？
相比之下

１

，
数？Ａｉｒｌｌ任务复缠调信息技

术 、领域知识％擎科机理的交织融勢ｓ 与此同

时，社脅
■

孽统涵蠢组织和人两个感
：＿＃！

樣試 ，赵孛翔认为姐魏机构在料研性质的众包

平：台 ｆ承担着熏聲實任 ，需要在任务设计与推

邀、
资源整合与数据酱理、用户

：激励与培训尋方

商优化结构和流程》〕

。 在人 的藤商， 刘炜筹指

ａ ，人ｓｉ学科＿本■眞上臀
一

种
＂

来 ＿ 
Ｔ人性 ５

服

务于太性 ”

的轉殊性ｓ？
ｆ
國此在 ：数攀人文平 ＆

上替别强调人与人之间 的协作以及人与ｔｔＫ功

能的营建：

。 ．南此可见 ｖ敷擎Ａ戈平＆ 宁 ＳＳ社会

系统本＆要从上＿＿：织食度着虑Ｉｆｉｆｌ战略与技

米ａｓ營的匹 ：配性 ，
而且亵嚴下舄＿与费角廣关； ．

蠢甩卢与技象 务的赃 。

繚上所述
，
优化数字人 ．文乎台思 户体碴的

＿键之处就蔚ｒ病现技术 ．寒翁和社会募統？看

机平翁 ｓ ，氧事＿优化獅？蹴而馳
，

霱聲＿地迭代深化。 本域方＿爵爾該

ｙ
Ｓｌｌｓｍａｎ 和 Ｅｖｅｒｅｎｉ 構遷的打动研爾痕式

［ ４６ ］

。

从时痛性角鏖 ，嘗 ：＆：鲁 Ｂ鬣旗提出研寃问

Ｍ ，其ｆｔ ：根据不同阱段的用户 体翁＿？■麵行

动计姻辨実施行潘 ，然后対臂參进＃ ｉ乎
：估

，
巖Ｓ

喜Ｍ到研録 向题进靜学 苟 玟 遒过 以 ｉｓ分

析
，
本文从核心爵 、理论雇＿＃藥疆提出 数警入

文项； 目平
－

台風户体驗优化的研究辑架ｓ畢体如

顧 ２ 所：

ｉｌ。

方法层

理论层

核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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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轩慧 赵宇翔 刘 炜 朱庆华 ： 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台 用户体验优化的行动研究 ：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ａｎｈ ｕｉ

，
ＺＨＡＯＹｕｘ ｉａ ｎ

ｇ ，
ＬＩ ＵＷｅ ｉ＆ＺＨＵ

Ｑ
ｉｎ
ｇ
ｈ ｕａ

： ＡｎＡ ｃｔｉｏｎ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ｏｎＵｓ 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 ｃｅＯ

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Ｃｒｏｗｄ ｓｏｕ ｒｃ ｉｎ
ｇ
Ｔｒａｎｓ ｃｒｉ

ｐ
ｔｉｏｎ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 ｉｔｉｅｓ

：ＡＳｏｃ ｉｏ
—

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Ｓ
ｙ
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

ｙ
Ｐｅｒｓ

ｐ
ｅｃｔｉｖｅ

３ 行动过程与结果分析

３． １ 行动过程

笔者认为 ，
提升漢￥脅用 户 体验的梭 心问

＿于她技濟齡的不平觀ｓ 馇成此问题

的原菌審菌点 ｓ

—豪ｆｆ紫乎合
＇

的震３重机构缺

？麟字人文 ：平脅賴秀爾开裳餐歡 ， 豪取了：以系

貌为 中兄、

（
Ｓ
ｙ
ｓ
ｔ
ｔｔｆｔ 

－

做献）而 ：非以麗户 ｉ？ 中 心

ＣＵｓｅｒ
－

ｓｅ
ｉｒｔｅｉｓｃｉ

）
的麵；念 ，忽略了人文领域甩户的

二是裏 ＿具霞方通 ：常 同时开眞多个数

拿入文项 ：０
，
商：在单个魂 自上 ：的人 Ａ授人略显

：本足 參謹蠢项 ■的协顧和迸度餐理上有些力

事律呀动研寒＃＃焉３＿迭代 ： 攀一轮－

要＃ｆ＃￥合＿飿功能的测试与优化 ， 包括爵含

数据摔调试和爾台猶管幾功雄 、 Ｓ雜功能 、抄攀

功能调试Ｉ齡二轮对寧 ６进行交３；性测试及优

化以提井平合的使用敎率Ｉ
：駕耷翁香海Ａ龛荔

＃优化＿同时 ，招：葬薦慕不晴
＇

专靡的调试者进

拧个ｔｅｆｔ薷求优化 ．从而进＾养满足 用户 的使

用霈意并提升用户 ｔｉｌ廬：ａ 如＿ ： 
３ 所１１ ，３：轮迭

代从功龍性优化 、
：露起性优化到个牲依霄求优

化 ， 由技术系统优化逐步过渡＿社会系疣优化 。

迭代 １

社 会 系 统

图 ３ 行动研究的迭代路径演化

Ｅ轮迭代的实施周期共计 １ ．８Ｊｉ：

＃
在样本方

商 ：
，
施翁餘会系统ＭＢ的 ；

深人优化
，
棒本蠢暴和

＃率构成 的申嘗實 ：

也＿不断增加 ｇ 赛研露 纖

方商
，
＃议 １３藥 、；ｉ方條＿￡．、達會 ：文裆＿照＃＃

质性賴 的原爾料能够雜地處映研究人

鐵 、平脅 和 ：高践人潰之间梅互合作 、＿
同解决问题 ．＿Ｒ动研究 街此

，
本研究

谈 小｜ｉｕ头厕 凤攀 、
ｆｆ處记■警眞

研究潘载敢Ｍ键行翁中 的原 ；給记最
，
慕体如＿

１ｉｆｆ＃＊

３
．
２ 迭代一一功能性优化

３．
２ ． １ 问題珍断

为了埘确事 优化的苕标和流氣 以及 ！

动中的关键步骤 ．， 笔者首先仔钿研壞开发者撰

５德系统磁计说明书
５乎＃ ，原瞻迸行域用

Ｋ加探Ｉ
ｆ実际憤《 的 了輝 经测＿家现 ，寧

＆段齒平合春＊较多功能方爾的问蘧 ，如任务

翼布爾流程不合理等 货
此盾 ：，

饗ｔ，：■ 目
：眞爾

方资囊人 、琐 Ｂ詹理蓋协调人庚以 ．庇平 會弈愈

人员 召：开两次例会 ，＃餘平台意銳核架３ 平食功

能霽＃，平台开发现状和 ：平食优化 ： ＃等ｓ—

養
， ．猶窗傘次 ：＆代的 目暮为优化平 ？的基袖 使

用功能
，

以确保不同負色的 使麼者《臂理员 ，、駕

．布：鼓，抄謙梟；和审餘专象＞能＿ ］￡潘癀用 ＆

３ ．２ ． ２ 行：动评划

根据箭＿ 
？断

，

本轮迭代 Ｓｆ猜＿是杭槐率

台＿＿８Ｂ＃能 ， 从而保障乎合的有敎性》 ＿此 ，

寧阶段雜！｜动规爾雜包膂３个方商 章寥任

务发布流程 Ｉ②考 ．察任务抄录流程 ；
③考察任务

审核流観＃对遂兰个＃商 ，
设苛行动

＝

＃塞 ．每

：括行动的 ｇ标 、人農ｙ任务，评估和反思

２０２０
年

９月Ｓｅ ｐｔ ｅｍ ｂｅ ｒ
，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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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行动过程汇总

迭代 一 迭代 鸢

时 间 ２０１ ７ ． ０７ ． １ ７
—

２０１ ８ ． ０５ ． ３ １ ２０１ ８ ．

０７ ．

２６
—

２０ １ ８． １０ ．１ ５ ２０１ ８ ．１０ ．１ ７
—

２０ １９ ． ０ １
．１ ８

样本总 量 ８ 人 ３４ 人 ７０ 人

样本构成

系统开发人 员 ：
２ 人

项 目 负 责人 ：
２ 人

数字人文专 家 ：
４ 人

系 统开发 人员 ：
２ 人

项 目 负 责人 ：
１ 人

信息 系统 专业 的 学 生 ：
３ １ 人

学 生 ： 文学 专业 １ ３ 人 、 历史 专业 １ ７ 人 、

信息 系统专 业 １ ８ 人 、其他专业 １ ５ 人

古典 文献学专家 ：
４ 人

项 目 负 责人 ：
１ 人

系统 开发人 员 ：
２ 人

研究 方法

出 声思考法

焦 点 小组座 谈

头脑风暴 法

日 记法

访谈法

头脑风暴 法

即 时反馈

访谈法

头脑风暴 法

问题诊断
功能 性优 化

目 的
： 保障有效 性

功能 性＋ 交互性优化

目 的
：
提高效 率

交互 性＋个性化需 求优化

目 的
：
提 升满意度

行动 计划

？

考察平 台 基础 功能

？ 考察任 务发布 流程

？ 考察任 务抄录流程

？

考察审核 流程

？ 优化检 索 、 点 击 、 响 应 时 间

等交互体 验

？ 进一步优化注册流程 、抄 录

流程 、审核 流程

？ 优化任 务设计

？ 提 升交互友好性

？ 满足 相关领域使用 者的 需求

？ 提 升抄 录质量

？ 完善平 台 的用 户体验

行动 执行

项 目 负 责 人 ： 发布 抄 录任 务
；

利 用 出 声 思考 法记 录 操作 中

遇到 的 问题 。

数字人文专 家
：
认领 抄 录任 务

并兒成 抄 录
；
完 Ｌ成 任 务 审 核

；

利 用 出 声 思考 法记 录 遇 到 的

问题 。

系统开发人 员
：
根据反馈 问 题

优化系统 。

信息 系统 专业 的 学 生 ： 认领 任

务并完成抄录
；
记 录抄录 中 遇

到 功能 性 问题 和 交互 性 问 题

并反馈 。

项 目 负 责人 ： 对 问 题 进行 汇

总
，

反馈给系统开发人 员 。

系 统开发 人员 ：
根 据反馈 问 题

优化系统 。

学 生 ： 认领任务 ，
完成抄 录 ；

记 录抄 录 中

的 问题 并提 出建议 。

古典 文献 学 专 家 ：
审 核任 务

，
记录 审 核

中 的 问题 并提 出建议 。

项 目 负 责人 ： 汇 总 问 题
，

选 择 代表 进行

访谈
，
考察用 户体验

。

系统 开发人 员
：
根据反 馈 问题和 建议进

一

步优 化系统 。

行动 评估 对优化过程 进行 形成性评估 尊續＾＾雜 对行 动 结果进行 总结 性评估

学 习反思

笔者 与 行 动 执 行人 员 共 同 分

析行动 过 程 中 的 关 键 问题 和

解决结果 ，
设计第二次行动 。

笔者 与 行 动 执 行人 员 共 同 分

析第二次 行 动 过程 中 的 关 键

问题和 解决结果 ， 并设计 第 三

次行动 。

笔者 与 行 动 执行人 员 共 同 探 讨行 动 研

究过程 的有效性

３ ．２ ．３ 行动执行

行动执行遵循
“

三步走
”

的思路 ：首先 ， 由 项

目 负责人和数字人文专家 （教授 ２ 名
，
博士生 ２

名 ）分别对任务发布 、抄录和审核三个流程进行

测试
，并以 出声思考法记录操作步骤及遇到 的

问题
（ 见表 ２ ） ；其次

，
笔者对功能问题进行汇总 ；

最后
，
对平 台问题进行优化 。 针对缺失的积分

功能 ， 参与行动执行的数字人文专家根据任务

难度 、抄录字数 、元数据个数以及专家评分设计

了如下积分细则 ：

ｙ
＝ａ （ｘＡ

＋ｂ
？

ｘ
２ ）

？（公式１ ）

其中 ｙ 为积分 ，

Ｘ
ｌ
为抄录字数 ，＾为元数据条数 ，

ｘ
３
为专家评分

，

ｘ
３
ｅ｛

Ｉ
，

２
，

３
，

４
，

５
丨 辦 是常数 ，代

表难度系数 ，难度越高该值越大 ；
ｂ 为差异系数

总第四十 六卷 第二 四九期Ｖｏ ｌ ．４６ ．Ｎ ｏ．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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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ａｎｈ ｕｉ

，
ＺＨＡＯＹｕｘ ｉａ ｎ

ｇ ，
ＬＩ ＵＷｅ ｉ＆ＺＨＵ

Ｑ
ｉｎ
ｇ
ｈ ｕａ

： ＡｎＡ ｃｔｉｏｎ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ｏｎＵｓ 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 ｃｅＯ

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Ｃｒｏｗｄ ｓｏｕ ｒｃ ｉｎ
ｇ
Ｔｒａｎｓ ｃｒｉ

ｐ
ｔｉｏｎ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 ｉｔｉｅｓ

：ＡＳｏｃ ｉｏ
—

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Ｓ
ｙ
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

ｙ
Ｐｅｒｓ

ｐ
ｅｃｔｉｖｅ

１０３

常数
．代達一个元数据字段相对于一个抄途＃ 义难嶽郝義＃襄数 ，

抄．
？任鲁审梭逋过启卽可

数的 比蠢 ；。 辑分的实现方集为 猶任务 时定 获得掛分《

表 ２ 平台功能测试

功 能 行 动 人员 行 动 任务 方法

參隸？赫 项 目 负 责人／数字人 文专家
ｐ
ｔｆ顧鱗獅雜？一獅球鑛鋒

出 声思考法

任务抄 录流程 数字人 文专家
注册并登 录抄录 者账号 ，

认领某
一任务 ，

完成抄

录并 留言
，
最 后提交 。

出 声思考法

任务 审核流程 项 目 负 责入／数字人 文专家 登录专家账号
， 对 已 完成任 务进行 审核和打分 。 出 声思考法

３ ． ２ ． ４ 行动评栖
．

筚—轮迭 遠者爾重于优化过 ：釋的

泰：成性评傲（１

＇

０１１１
（８ １；細 ￡＾幽 ＆１１ ？

？
１ ） 韹 虜成；性评估

可产生＿管氧緣猶解释 ，—系鑛设计中尤为薦

要
＇

＿

＜

１
为了 

ｉ平估和波ａｌ缡一轮ｊｔ代优化的过程

和结巢／笔者在（？魂实施扉替开鸯点小：痕座谈

会
（

：１＝

８ ） ，靡憐 ＿等？括対侧试
？

内餐、 雅
：
程 ，續

巣ｍ及行动＿与虐构成 意见和建懷＾参与

者普遍认为
，
针对不同角色实施 以任务为导 向

的测试鼻審載且成功的 。 霄雜逛代从找术角鹰

优ｆｔＴ憲统功能并修进了部分金键间題 ，如系

鑛着參、用戶ｆｃ册和任务积分等 ，为平台 的有，效

运行提供了 支撑 ，

３
． ２ ． ５＃渴反思

第一轮迭代从技术層面优化 了
■

部分 功能性

ｆ可遍 ：（见＿ ３ 〉
，
使得盛愈＃档案众包＃录苹台能

够支祷不同的飛务流奪 ，为乎＆ 的进一獻貧测

：翼露了■础 。 同时
，

从测试过穩中发现 ，不

业背景赫输能够齡 自＿经＿知健

现不闺问题 ，摄出赛肩看蠢 对平台优化起到了

纖作麗。

表 ３ 第＿轮行动研究的反思总结

功 能 角 色 特征 主要 问题 测 试后改进

管理员

发布员

元数 据 导入、 资源 对 象

导入、 任 务 创 建 、 任 务

发布

①发布 任务 时
，

没有操 作提

示
； ② 内 存较大 的 图 片 上传

失败 。

①增加操作提示
；
②修改服务器上 的

图片 内存参数 ，
确保较大的 图 片 也能

正常 上传及显示 Ｄ

任务抄 录 抄录 员
项 目 广场 、认领任 务 、抄

录 、留 言 、积分

①在 抄 录过 程 中 点 击分 屏

抄录 ，
之前抄 录 的 内容 会被

全部 清 除
；
② 积 分 功 能 不

完善 。

？＿赛滅惠箱＿顧事蠢？

ｉｔ 
６＃

＇＃肩 抅 表专掌ｆ；

＿氣

任务 审核
管理员

专 家
任务审核及打分

专家只 有 在 打分 时 才 能 留

言
，
且 内 容仅 限 该任务 的 抄

录者 与 专 家可 见 。

除任务抄录者和审核专 家外 ， 其他用

户 也能 浏 览专家的 留言和打分 。

３
．
３ 迭代二

一功能性优化和交互性优化

３ ． ３ ． １，

问Ｍ珍断

第二轮迭代在按术改迸中进一步嫌Ｉｆ用户

与等合的交Ｓ：向题 旨隹■高事ｆｃ的使用效傘

从用户体验角 度来眷 ，提升用户与平合交充过

程屮的使掛效率舞增加其满意度的重要西窣，

以隹的研究逋常从 以７几个 ：方面考察手会 的效

率 ：
系翁的响腐財间 Ｊｆ

４

航的粗织聚构 ｓ敏輩的

＿：查＃与蠢准率馨ｄ 盛倉杯挡案众包播翁爭＆

是一个以抄羅任务为导 向猶数字Ａ文平食，＊

２０２０ 年９ 月Ｓｅｐ ｔ
ｅｍｂｅ ｒ

，

２０２０



中ＳＢ和作学由Ｌ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Ｌ ｉｂｒａｒ
ｙ 

Ｓｃ ｉｅｎ ｃｅｉｎＣｈ ｉｎ ａ

本班愈情歲 慧者不仅要漢蠢传统的芊台使

用幾率 ，憲要儀繼于抄攀者与抄擎枉务靈５过

ｐｆ
ｓ产生的向题ｓ

３ ．３ ． ２ 行动计划

根据第二雜隹代的 同题诊断 ， 傘聊段 的研

瓮目 隐蠢在翁＿功能－恍化癒基础 ：

上想優盡麗 ：

性优化 ａ 闻时 ，第一轮迭代的行动评估表明 ，
．仅

凭乘囊内部人员 的 测试很难萬现更多搴统两

题
３


＿此
，

．本轮迭代 ＩＥ式进人公测阶段 ３ 行动 ｉｆ

埘＃包攒三个方Ｗ ｆ０迸
一

夢优 化抄录流程和

审梭流穉，

？參优化检索』 提示＼响应 ：时闾部

交直体验 ｛：⑩优化任务餅６ ：

３ ．３ ． ３ 行动执行

藥
＇

二轮迭ｆｔ的行动执行分为西个阶歎 ：
测

试脉Ｋ 、问题运暴和 ｆｔ：总＃段 、问题讨论粉段、

平台优化阶段
，

具体 内
■

容如表 ４ 所示ａ

表 ４ 第二轮迭代行动执行

行动 执行阶段 行动 人 员 费湯營？ ＿健

测试

（ ２０ １ ８ ．

 ０７ ．

２６
—

２０１ ８ ．

０９ ． １ ５ ）

信 息 管理专 业 的学 生
（
Ｎ

＝
３ １

）

检索 、认领 、完成 并提交
“

盛宣

怀 档案之英文打字体 信函
”

曰 志记 录

问题记录及 汇 总

（
２０ １ ８ ． ０７ ．２６

—

２０１ ８ ．０９ ． １ ５
）

学 生代表
（
Ｎ ＝

ｌ
）

随时 记 录 并 向 负 责人 反 馈 测

试 问题
线上调研

项 目 负 责人 （ Ｎ
＝

ｌ
） 汇 总 测 试 问题 记 录整理

问题讨论

（
２０ １ ８ ． ０９ ．１ ７

—

２０１ ８ ．０９ ． ２０
）

学生代表 （ Ｎ 

＝

 ５ ）

项 目 负 责人 （
Ｎ ＝

ｌ
）

系统 开发人 员 （
Ｎ ＝

ｌ
）

研 究 者 （ 即笔者
，
Ｎ 

＝
２

）

针对 学 生 在抄 录过程 中 提 出

的 问题进行讨论

线上 头

脑风暴

平 台 优 化

（
２０ １ ８ ． ０９ ．２３

—

２０１ ８ ．１０ ． １ ５
）

：Ｓ？：ｆｆ ，ｔＡ ｌ Ｃ
；

Ｋ＾ ２
）

落实优化设计 系统优化

事测试阶段 ， 项 目组辑募了藤盡修信息霄

理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 ３ １ 人来蠢加此次

獅试Ｕ射试
：

往务为餘索 、
认领 ，瓮成并提交

“

盛

裏文ｆｆ字体樁爾
＂

。 从整体上霉 ^

文打字体儈函 ：感平台上所有抄录任务
＇

中悬倚单

的
一養 虑到本轮优化的最＿ ＿敢是遽裔乎

鲁使用敎攀．

，
测试翁只寶囊ｆｔ：

性
＇

龍■商的问題

＃需关漥到抄录翁 内寄Ｓ面Ｖ因而选敢筒单任

獻进行测试《

在河題记录嚴ｔｃ总 辭段 《 ＊ ｔ现功能性何

题： ３个 ？不會■本鸾露：间爾： ３个 ，
包括梅素策略

单
一

、变 擊有歧夂和－猶菌片显示不垂１任

务重复Ｍ麵苘个
，
包括抄鏡 内

：容宠德保存和琮

翳＿職觀＊

齊间瘇时舊升段：

，采《鐵上鼻應风暴输方式

ｐｖｇ）针对上述忙总的抄 ；
ｔ ｉ

ｓ
ｊ齄进柠讨论 ．＃论

葛第 四 十六翁 第二四九 期 Ｖｏ ｌ ． ４６ ．ＮＯ ．２４９

的Ｂ 轉＿有两竞 ｒ

—

鼻从找术－課餘析这繼问

题能本能解决 ，
二是从体验角糜＿讨如树优化从

而得ＳＷ好的交互体验ｅ 眞和生赛讨ｉｆｔ愤是■

ｆ长时阀不操作． ＿动退 出？＿的问题ｓ 馨统

开爱人员认为翁？要继鑛保留该功能，但可以通

过歲聳紂Ｍ提醒＿＿决这个间邀６ 拳生代＊从

任务這實提出了解决该间题的舅一个思路 ， 即将

任务讲分得寓加＿輕麼 ，
从而缩短＿个＿秀的抄

患財輒ａ 此朱关予食他的功能问題 和交 问

题 线 ｉＢｆ论也确歲了相应的解决方集ａ

：＃平＆ｔｔ化阶段 ＜ 系鑛开发人员根据同题

舰 ０■果癌赫平会的输二 ：轮优化餅 》： 義

励 嵐的蓃新优化之启Ｖｉｆｌ人邊在树蠢士

对优 ：化后的ｓ
ｐ＃迸ｆｌｔ：报層

３ ． ３ ． ４ 臂动＿

针对第二耠迭代 藥者侧ａ于对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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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ａｎｈ ｕｉ

，
ＺＨＡＯＹｕｘ ｉａ ｎ

ｇ ，
ＬＩ ＵＷｅ ｉ＆ＺＨＵ

Ｑ
ｉｎ
ｇ
ｈ ｕａ

： ＡｎＡ ｃｔｉｏｎ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ｏｎＵｓ 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 ｃｅＯ

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Ｃｒｏｗｄ ｓｏｕ ｒｃ ｉｎ
ｇ
Ｔｒａｎｓ ｃｒｉ

ｐ
ｔｉｏｎ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 ｉｔｉｅｓ

：ＡＳｏｃ ｉｏ
—

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Ｓ
ｙ
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

ｙ
Ｐｅｒｓ

ｐ
ｅｃｔｉｖｅ

１０５

愈众包抄 事舍通＿础功能和食麗体验进 ｆｊ＃

｛ ，

，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 ，

测阶段的平齊优化效果＾ 启 发式评估是
．一种非

茁式的对用性分析方法
，

養常利用？家翁魏

评俄溪系讓是齊 輕脅 预：幾误窠 Ｗ 
Ｃ用性原

则》３

１
本研究选取尼盔森十犬邴用性原则作为

雜标准
，利用线上咨海的方式邀请系儀开隶

人Ｍ Ｃ ：

Ｎ

＝
１

） 项 目
＇

焚奮人（ Ｓ 

＝１
） 和参与测试的

學４代遽ｐＣ＾２
） ） ！

ｉＷ台进行＿估 。 评估餘藥＿

明 ，从功能敎用和交Ｓ：体验的亀度来響？域平台
１

Ｂ餐能醪？本購 ：
ｆｅｆｌｆｐ 

Ｓｔ霄
：求

，

但仍有
一些细

．需襄迸一參 如李体大小 、翻虞方式以座

帮助文
＇

档的说明等Ｔ

３ ． ３． ５ 学另择思

，二输迭代一貪面从技 鐘面优化 合

的鄯聲功能 ， 面从用户角麗魏迸 了突２

体验的不足 （姐＿ 
Ｓ ）

，

进而摄升 了难秦的使甩效

率 ，为平合的正式ａ用提供了保障■

〇
．？时 ，

反思

丰脾段的测试域擊 及抄录 餐暴面 的问题

：并役春穑到重姐
，
如个别困难任＃的完成滅羞

：費不好 这些何麵蠢下
一轮迭代研霃中需要关

霖齒戴＆难美

表 Ｓ 第二轮迭代的反思总结

分类 问题 描述 优 化及 改进

基本交互 性

检 索 策略

单
一

只 能 通过题名 检索 。

加入 了 唯
一

标识符 、发 布者 、任务 状态等检

索方式 。

手稿 图 片

显示不全
１．？？１＃＊＊處舅淨

在不损伤 图 片 质量 的 前 提下进 行压 缩 ，
从

而 加速 图片 响 应时 间 。

任务交互 性

抄 录 内 容

无法保 存

抄录肘若长时 间不操作 系统会 自 动下线
，

无法进行保存且必须重新刷新网 页
，

但刷

新后没保存的抄录 内容会消失 。

①设置 时间 提示
；

②对任务进 一步细 分
，
减 少每个 任 务 的抄

录时 间 Ｄ

反馈提 示

不友好

用 户 提交抄录 内 容后 没有相 应 的 通 知

或者提示
，
不知道专家是否审 核 。

在导航栏最 后添加 信封 符号
，
可 以 直接 显

示 用 户 的未读通知和 反馈 。

３
．
４ 迭 代三一交互 性优化 和个性化 需求

优化

３ ． ４ ． １
■

间靡断

第三轮迭代建立在平合冷追动 阶段 ，
力求

将讨繁机＿ 、抄 ？紙戰臂理和巢户 的个

性此霱求相猶合
；

兼廳技术 与社会Ｍ參食

鐵聋鮮領：

霖众包抄＿平發中的突敵与统一 ，
从

而提升用户 輯惫靡 ，
吸引蕈多盡愿者使用读 ：平

台＊ 本轮迭代主幾 于不词苗＃６句个性化＿

枣＾根振用户需求优化平台使用体验 ，解决平台

＿动的 困樣
， ０ 时 ，

＿二轮迭代的结果显歡
，

減：＿任务的誠截麄较：低 ，
如何養过乎台的优

化乘提升甩户的抄拳内睿廣幾姐＿＿讀需囊关

建崩 ｆ可题： ｆｔ

３
．

４ ．
 ，

２ 行动计划

本教逡代３Ｈ滅进人警ｆｔ 的冷■动盼段 ３ 根

据问邇珍断
，
本阶段＿ ｇ的

一

：方猶基协谪事＆

的技术系：统和社会系鑛的ＫＫ性 进行以用户

为中心＿个性你需求优化 ；Ｉ方爾是解禽上

轮迭代的遗 留 间麄 ．＆升抄录Ａ容的 虜；鐘ｓ＿

此
，
本轮迭代的拧动计爾焉：包括Ｍｆ４方面 ？ＩＰＳ

升交互友好性
；②满足相关领域使用者 的需求

，

？

③農 ．弁故讓 内
：

容的廉 ；鐘１纏 ：靈 ：養￥合 的用 户体

：歌， ：解麟？ 动阿歷？＿本轮分析齡鱗

遍动疥段 ，
讀＿塞？

？逾倉的抄 ：蒙体验 ， ：１＃样本的

数巔刺多样性有较裔的荽求 ， 如何迸」 猶Ｉ推

ｒ
．ｔ ｆｊ真多的人参匈迸＊ ，暴本次行动计却谢簟

＊每虑的 问鑪， ＃对这些问题 ，
嫡赛与项 ■＆

２０２０
年

９月Ｓｅ ｐｔ ｅｍ ｂｅ ｒ
，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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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 ｉｅｎ ｃｅｉｎＣｈ ｉｎ ａ

處入＃ｆｅ进 ５次讨论
，

巔翁决窗以协作式竞

寨的方式班層此次选代研

３ ．４ ． ３ 行執执ｆ
ｆ

，２０ １ ８部 １〇顏 中傷到 ２０１９＃１ 顏 中隹丨

＾南：ｇ

大補息管＿＿和上＿ ＿猶＿賴

题为
…

对话盛宣怀 ，
钡略历史 ； 古籍数字化 ，

传承文化遗产
”

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竞赛ｓ 读竞

＿以盛懈 ■攀馨 霉倉平翁， 两爾全 ：肩痛

校招募感兴趣的荸生进行线上
＇

古籍手稿数字化

抄录ａ 笔者和ｆｃ织方希蓮厝由该竞赛洁动 ，

一

方商推ｒ平合，ｓ
—言商基予康戶的戾债优化

：

平會 ｓ
；藁轉 ，通过＿上＿下相爵奮的推广方

？

式，

鑛義到 ６ ３名参職香业涵
：

敎氣历史氧

图书馆、情报与挡案管理 、计算机 、数学等，本

轮迭代研食依托毚赛修 ｓｆｅ屬开：

＃
患？包括六个

Ｊｔ段 ｒ任务逸＃及发布 、抄暴培训 、抄录義问翦

记录．

、
：专＃审栽及 丨可题记攀Ｊ可题讨论 、乎台优

化 （ 见虐 Ｓ
） 。

表 ６ 第三轮迭代行动执行

行 动 执行 阶段 行动人员 修 行 动方法

任务选择及发布

（
２０ １ ８ ．１ ０ ．１ ７

—

２０１ ８ ．１０ ． ２２
）

项 目 负责人 （ Ｎ
＝

ｌ
）

笔者
（ Ｎ

＝
ｌ

）

选择并发 布合 适 的抄 录任 务
，

保证任 务 的细 粒度切 分
，
以及

任务的难度 区分 。

线上 头脑风暴

抄 录培训

（
２０ １ ８ ． １０ ． ３ １

）

项 目 负责人 （
Ｎ ＝

ｌ
）

编写培训 资料
，
并对参 与 者 进

行线上培训
。

线上培训

抄录及 问题记 录

（
２０ １ ８ ．１ １ ． ０ １

—

２０１ ８ ．１ １ ． ３０
）

抄 录者 （
Ｎ 

＝
６３

）

随机领取 抄 录任务
，

每 个任 务

均包含 ３５ 张左右的 手稿 图片
；

及 时 记 录抄 录过 程 中发 现 的

问题
， 并反馈 给项 目 负责人 。

记 录整理

项 目 负责人 （
Ｎ ＝

ｌ
）

整理汇 总抄 录者反馈 的 问题 。 线上 头脑风暴

专家审核及 问题记 录

（ ２０ １ ８ ．１ ２ ． ０ １
—

２０１ ８ ．１２ ．

２０ ）

古典文献专家 （
Ｎ 

＝
５

）

审 核所有 提 交 的 抄 录任务 ， 并

提 出 问题反馈 。

黟 时 砭ｔ

项 目 负责人 （ Ｎ ＝
ｌ ） 整理汇 总专家反馈 的 问题 。 反馈 汇 总

问题讨论

（
２０ １ ８ ．１ ２ ． ２ １

—

２０１ ８ ．１２ ． ３ １
）

抄 录者代表 （ Ｎ

＝
４ ）

专家代表 （ Ｎ

＝
２

）

项 目 负责人 （ Ｎ
＝

ｌ
）

系统开发人 员 （ Ｎ
＝

ｌ
）

研 究者 （ 即笔者
，
Ｎ

＝
２

）

针对 抄 录 者在抄 录过程 中 以

及 专 家 在 审 核过 程 中提 出 的

问题进行讨论 。

线上访谈

线上 头脑风暴

平 台 优 化

（
２０ １９ ． ０ １ ． ０３

—

２０１ ９ ． ０ １ ． １ ８
）

攀真籍象爲梟４
．



Ｎ
＝

２
）

落实优 化设计 Ｄ 系统优化

在任务选择及发布阶段
，
趣者认为抄彔住

务的切分■儀更加细輯虞化 ，

从而爾＿每个ｆ

任务的抄拳埘私 同时 ，
项Ｓ

：负责人表 平台

魏摘歡，
为 Ｔ保獅＿＿背碧＿＿

都能找到會适的任务 ，任务＿难易載麗：Ｋ懷 ；ｆ

麻分
，
既巍猶足业余魏者細皆体手稿 ，

也要有适普令业人士的攀香手稿 。 襄过项 Ｉ负

省人与趣看的讨论
，
按照＿ 、屮 ，＃槪＿ ２ ：３

：５

的比倒发布抄录任务 ｅ

萑抄攀培侧 阶歎 ，身了解决篥二轮迭代 屮

提到的抄暴慶應本裔的 问 本轮送代研究 中

采用＿上徽舊群＿貪式迸？ｆ远篇增ｆＬ 墙训 内

容包携＝３十金面 ：

—■轺滅魏案的會蕞，

二是对竟赛规则予以说明 ３傷针＃如何使用

葛第 四 十六翁 第二四九 期 Ｖｏ ｌ ． ４６ ．ＮＯ ．２４９



张轩慧 赵宇翔 刘 炜 朱庆华 ： 数字 人文众包抄录 平台 用户体验优化 的行动研究 ：

基子社会技术系统 理论

ＺＨＡＮＧ Ｘ ｕａｎ ｈｕ ｉ
，

ＺＨＡＯＹ ｕｘｉ ａｎｇ ，

Ｌ ＩＵＷｅ ｉ＆ＺＨＵＱｉｎ ｇｈｕ ａ
：ＡｎＡｃ ｔ ｉ ｏｎＲ ｅｓ ｅ ａｒｃｈ ｏｎＵ ｓｅ ｒＥｘｐｅ ｒ ｉ ｅｎ ｃ ｅ Ｏ ｐｔ ｉｍ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ｔｈ ｅＣ ｒｏｗ ｄｓ ｏｕｒｃ
ｉ
ｎｇＴｒａｎｓ ｃ ｒ

ｉｐｔ
ｉ
ｏｎＰ ｌ ａ ｔｆ ｏｒｍｉｎ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 Ｈｕ ｍａｎ
ｉ
ｔ

ｉ
ｅ ｓ

：ＡＳｏｃ ｉ
ｏ －Ｔｅ ｃｈ ｎ

ｉ
ｃ ａ ｌ Ｓｙ ｓｔｅｍＴｈ ｅ ｏｒｙＰ ｅ ｒｓｐ ｅ ｃｔ

ｉ
ｖｅ

抄录平 台展开讲解 。

在抄录及问题记录 阶段
，
考虑到 部分抄录

任务较为 困难
，

仅凭个人力量很难完成
，

允许以

协作的方式进行抄录 。
６ ３ 名抄录者 自 由 组队

，

随机领取了平 台上的 ２ １ 个任务
，
每个任务包含

约 ３５ 张手稿 图 片 。 该 阶段涉及的主要问题包

括
： 建立线上的 即 时交流群组

，

以供提问 、及时

解答及讨论
；
增加抄录 内 容修改功能

，
以便对他

人提交的抄录文本进行批注 和修改
；
通过讲故

事的方式介绍抄录任务
，
以 帮助非专业抄录者

了解任务情境
；
统
一

审核标准
，
以避免专家 审核

中 出现的主观性问题 。

在问题讨论阶段
，

讨论组 （ Ｎ
＝１ ０

）
认为

，

部

分问题很难在短时 间 内 完成优化
，
如 以讲故事

的方式进行任务展示
，
虽然这是

一个非常好 的

建议
，

很多文化遗产机构也逐渐开始尝试利用

数字化 的故事叙述 （ 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Ｓ ｔｏｒ

ｙ
ｔｅ

ｌ ｌ
ｉ ｎ

ｇ ）
来演 ７Ｋ

文化产品 的历史背景
［
５ ８

］

，
但这对技术有较髙 的

要求 ，
同 时还要设计故事脚本 、绘制分镜等 。 就

目 前来看
，
盛宣怀档案众包抄录平 台 的技术 团

队很难突 破这些技术瓶颈 。 与此 同 时
，

针对构

建即时讨论群组 的问题
，
部分讨论成员 建议在

平 台上增设论坛功能
，

供用户 交流讨论 。
然而

，

其他行动人员普遍认为 论坛交流存在时滞
，

相

比之下微信 、 ＱＱ 等 即 时社交媒体的应用更加便

捷
，
经过讨论决定在盛宣怀档案众包抄录平 台

上提供群组链接
，

感兴趣的用户 可 以通过链接

加人到群组 中
，
与项 目 负责人 以及其他用户 进

行实时交流 。 针对培训 问题 ，
学生代表认 为抄

录前的培训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们 的

抄录 内容质量
，但是培训 形式可 以更加简单化 ，

如完善平 台上的帮助细则
，
关联更丰 富的 网络

资源
，
便于抄录者 自 行学 习 。 针对审核标准 的

问题
，
讨论组综合考虑 了任务难度 、错误率等 因

素
，

制定 了统
一的审核标准 。

平 台优化阶段共历 时两周
，

系统开发人员

根据问题讨论结果落实 了平 台 的第三轮优化设

计 。 此外 ，
为 了让抄录者更加 了解盛宣怀档案

的历史 知识
，

项 目 负责人通过关联数据技术将

盛宣怀档案 知识库①与盛宣怀档案众包抄录平

台对接 。 知识库平 台包括盛宣怀的档案资源及

其信函 网络和 社会关系 网络等
，

一方面为 抄录

平 台提供资源支撑
，

另一方面对于人员培训或

者深人 了 解盛 宣怀 档案 知 识也 能发 挥积极

作用 。

３ ． ４ ． ４ 行动评估

在第三轮迭代的行动评估中 ，
评估小组 （ Ｎ 

＝

８
）分别从行动执行的六个阶段及平 台呈现的最

终效果对行动结果进行总结性评估 （ Ｓ ｕｍｍａｔｉ ｖｅ

Ｅｖａ
ｌ
ｕａｔｉ ｏｎ

） 。 从任务设计角度 ，
对任务的难度 和

粒度进行区分和细化 ；
从抄录模式角度

，

协作抄

录的模式给抄录者提供了相互交流学 习 的机

会
，
能够激发他们 的 参与 动力

；
从社会 支持角

度
，
即 时通信群组一方面能从组织层面提供针

对专业问题 的解答
，
另一方面能从社会层面 为

用户提供
一

个社交的平 台 。 总体上看 ，
项 目 负

责人和系统开发人员认为
，

通过本轮行动研究

了解 了不 同参与者对于平 台 的使用体验以及个

性化需求
，
虽然部分需求暂时无法实现

，
但从长

远来看
，

对于平台 的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

３ ． ４ ． ５ 学 习反思

第三轮迭代根据不 同用 户 的个性化需求进

一步优化了平 台 的用户体验 （见表 ７
） 。 从实践角

度看
，
本阶段的行动完善 了用户对于任务粒度 、

任务难度 、任务展示 、群体协作 、社会支持 、抄录

内容修正以及审核标准的需求
，

优化结果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用户 的满意度
，
同 时改善 了抄录内 容

质量
，
实现了行动 的预期 目 标 。 从理论角度看 ，

本轮研究丰富 了数字人文项 目 冷启动 阶段的用

户需求理论 ，
弥补 了现有研究注重技术需求而忽

视用户个性化需求 的局限
，

为冷启动 阶段的数字

人文平台推广提供了理论指导 。

① ｈ ｔ ｔ

ｐ ：

／／ ｓｄ ． ｌ
ｉｂ ｒａ ｒ

ｙ ，

 ｓｈ ．

ｃｎ／ｓｄ／ ｈｏｍ 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０ 年９月Ｓｅ
ｐ

ｔｅｍ ｂｅ ｒ

，

２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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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第三轮迭代的反思总结

个性化需 求 需 求描述 优化结果

１

？

壬务ｔ度 錄轉ＭＪｆｆｉｔｅ氧

任务难度 有 区分 。 保证任务难度 的难 、中 、易 比例为 ２ ： ３ ：５ 。

任务展示 以 讲故事的 方式进行任 务展示介绍 。

目 前无法实现 ＶＲ／ＡＲ、多媒体动画 或游戏化的任务展示方

式
，
最终以 丰富任务描述文本 的方式弥补这一不足 。

群体协作
有些抄录任 务比较 困难

，

仅凭个人力 量很

难完成
，

希望以协作的方式解决这一 问题 。

允许 多 个人抄 录一个项 目
，
同肘在招募 抄录 志愿 者时 强

调群体协作 的 重要性
。

社会支持

提供即 时 交 流 的 渠道
，

一方 面为 抄 录者

提供解答疑 问 的 支持
，

另
一方面 为广 大

用 户 提供
一个社交 的平 台 。

在盛宣 怀档 案众包抄 录平 台 上提供群 组链接
，

感 兴趣 的

用 户 可 以通过链接加入 到群 组中
，
与 项 目 负 责人及 其他

用 户 实时 交流 。

抄录 内容修正
发现他人提 交 的 抄录 内 容 有误 时 ， 可 以

对抄录文本进行批注和修 改 。

增设对抄录 内容修 改 的功 能 。

审 核标准 统
一

审 核标准 。 综合任务难度 、错误 率 等 因素制 定统
一

的审 核标准 。

４ 关键行动结果分析

４
．
１ 实践结果

餐过三翁 ：行动研究
ｓ盛宣 業众包抄暴

乎隹完成 了从功能性优化到交 ：真性优化再到个

性化需求优化的迭代：歲壞？ 三轮测域：镦東段，

平台贿細甩户 ＬＩ５人
，
经过 ８ 个月的輸动

盼＆ ， 倉 ２０ １９
？ 

１ ０ＪＴ中訇开論着粮秦處愿倉 自

发加Ａ乎台进行＃議 ６ ：

魏里 ２０２０ 年 ２ 顏 ：驗 ，新

增＿？， ３５ １ 人 ，麗每读鑛 愈的雷＿鐘与

Ｗ藥屬 、诶■平会被持缘使用 ， 井遂衡形成核心

用户 ：群体 。 从实践结果．寒着
， 本行动研究解决

了
＿倉怀翁秦众包抄最事台用芦体验 ：Ｍｉｌ的向

题 ，提升Ｔ￥
？

台的使苗单

４
＿ ２ 理论结果

４ ． ２ ． １ 挂术系统的理论思考

（ １ ）引入游戏化元素 ，
设计积分公式 。 游戏

化设计 ＝ｆｔ
Ｈ齊 知 名 的数宇人文众包抄＿平脅

Ｏ
ｌｄＷ—±＿了辑好的体现 ，

以积分、购氟

排行镑 、进拿条为 ：主》游戏化元攀的引 人 ，
吸引

了大批蛊廪者鑫与到： ｆｆｉ ｉｉ
：

警稿 的 抄彔播务

中
［

丨的
。 同时ｖ

Ｔｒａｎ ｓｃ ｔｉｈ ｅＢｅｎｔｈａｍ
项 琴

２ 耳推缉了
一系列揮戏化抄录轉尝试 深 羅

者韵好坪＿ 黎 因＃ ，卿會的功能性优化 阶段 ，

本研究引人了积分和排行衡＆两种藓戏化ｊａ象

籴燴親平舍的用卢体验 ５ ：

以種的积分规廁通常

和疳户 的活跋度和蜜：虚住Ｉ的数量ｆｔ钩 ，僧这

种积分魏则并不遼甩于手稿众包抄學平性。 抄

拳觀 礎抄录＿的職，？ｉ＊

量
＃
因此 ，露要馨重夸處抄录 内睿：

质 积 ：分计

雲 ：中的ｆｅｉ＿＊

？以上考鐘 人文會象从

任务难度 、 抄录字数 、专家评分等方商看竽４设

计了截康于数字人文錢包抄录平脅的甩户毅分

公或 ｐ 續果事萌 ．

ｔ这种积分策略不仅能够激聚

抄韋眷的参与动力 ，
：

而且能够赛
一

＿獲鏖上保

证抄軸容廳４

（ ２ ）：任务细粒度 、难靡讀隹分８Ｐｆｗｓｗｍ

ｉＶａｆａｍ參志ｊ撰文认为 ，越１单的任务覺计越能

增＿公拿参，翁ｆｔ＊并提开厲彙Ｍ Ｓ


ＭｅＥｎｆｅｙ 也

捋審賴同敗观点 ，
他认为 ：文化遗严靈愈包项 目

应铍通过简化任奢的方式 ：率提衰用 ：户前厨献纖

及任奢的：齋成朦量＊
ｅ
然而

，雜不襄播
＇

有的数

字人文：
：类众包项 目都是衡单易操作 的 ，部梦知

识密應謹柱參相对复蠢 、．Ｈ难 ， ：食藤ｆｔ务过：去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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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轩慧 赵宇翔 刘 炜 朱庆华 ： 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台 用户体验优化的行动研究 ：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ａｎｈ ｕｉ

，
ＺＨＡＯＹｕｘ ｉａ ｎ

ｇ ，
ＬＩ ＵＷｅ ｉ＆ＺＨＵ

Ｑ
ｉｎ
ｇ
ｈ ｕａ

： ＡｎＡ ｃｔｉｏｎ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ｏｎＵｓ ｅｒＥｘ
ｐ
ｅｒｉｅｎ ｃｅＯ

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Ｃｒｏｗｄ ｓｏｕ ｒｃ ｉｎ
ｇ
Ｔｒａｎｓ ｃｒｉ

ｐ
ｔｉｏｎ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Ｄｉ

ｇ
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 ｉｔｉｅｓ

：ＡＳｏｃ ｉｏ
—

Ｔｅｃｈｎ ｉｃａｌＳ
ｙ
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

ｙ
Ｐｅｒｓ

ｐ
ｅｃｔｉｖｅ

１０ ９

常是由专业人士嫌＿
，
＿＿＿

＿就墨

典型的例＃？ 为 了減轻抄拳者 的负 氣，本研究

实施了两种优化方或 ＾将氣杂的 ，于輕备多

的抄：翁任务细粒度化 ，菌为抄班傭单 、完成快捷

的任务很＿使抄拳者課锝心理上爾成就感和

满：

足感二遍证任赫难攙上無魏
，．

从而

满足不Ｍ能力 抄录者的需求 。 绪果奢明 ，在任

务粒度细化的情況Ｔ ，
抄录者 ６ＳＳ戚甩时更少 ，

同时完鹿旗是复＿
ｓ＆＃卜 ，

本補香业會貧的抄

聶着倾禽乎逸捧与食 己能力謂城面的任

４ ．２ ．２ 社会系统的 ：＿思考

（ １ ） 线下一线上协作抄录模式 。 传统 的在

线手稿抄＿调个体的叢力 ，壤雜从纖体Ｊ１看 ，

整个＝抄攀平？瘴轰包协作的模式：，但羅聚秦到

每个任务上乘看 ，

ｆ
抄彔着实际上条碰立完成的 ６

这种方式難于依赖抄看者歯个人能力 ？＿迸行

复蠢任 ：务的抄录財＃食一處 的烏 ，

限他ｄＭＨｄｈａ

等撵出＞在竟鲁纖的众包项 目 ＿引入协作 ，

Ｉｆ以

莓黎地处理任多 的可分鮮 。 因此 ：

ｔ
．本研齊

在截Ｓ轮迭代中＿斌引 人协作机制 １＃霜抄ｆｔ

者以协作组团Ｐ—４ 人 ） 的難＿加抄 ：讓意馨５

行藥结果晶麗出线下一＿上 的协怍模其 ，
几乎

＿组戚员都宥鏡７的社邊关？ ，

他们裉据对组

内成员的 了解 ，制窠合埋的协作抄學计讓ｓ＿时

庫期在线Ｔ进行究流讨班， 针对不认识的字＿

纖商议 决方德 ａ 蠢个鑛下 线上的协作抄

緣就程 ，
打破了合作的瓶霸、抄筆者们能够相ｍ

督铤 、
：相里着助 ，愤手鲁抄讓从枯燥的个人應务

转为愉快的协作任务 ｐ

（ ２ ｝？ｙｐ动ｆ
ｔ变媒体的即时突雜—食？＿

外很多知名 的手攄众包抄逢宇台设计了在幾讨

论功能 ．然而 、从具体爾在缪黎据嫌看＾ 内憲管 ？抄

录平台的讨论区性住存在在线 人数不多 、
提问反

馈不身时 、沟逋突流不顺杨＿句题ｓ 如今 ｓ移动

书＊處体的ｒ泛使用为解决麻
一

问灣緣供了契

机 。 因此
，
本研禽減弃了抅 ＩＩ在线讨论Ｍ的传统

．路 ，转而利用微詹的群麗劝能为：萌 目发龜方、

抄录眷 、审爾专家等多 ；ｕ德提供了４个即时突滝

与痛享的率台 ｂ 这个平＆一古面为抄录者提供

了解答：疑询的：＿ ｔ毎
一

Ｉｒ面也为 广大用户创造

了“个顧平化的社麵匈 ．

？

５ 结语

本研究逸联上＿国书馆开发的盛意杯爵案

众包抄攀手脅为研萍対象 ．从社会技术系霖理论

的角度对抄議塵徽学人文項 Ｓ平合用：户 体验优

化进行了行 研繁ａ谭了三餘達代 ，从功

能性优化到交ｓ性优化苒到个性化霈求优化 ， 研

＊的关ｉｓ点从技 農面遂渐扩屬到技术与人的

突貢■廣 ，
＿讀了功能体验 、靈真体验 、情感体猶

这３个核心 的用户＃验攀麼 研究方獲遵循规

范的 彳Ｔ
＊

动研究象式
；

嫌 ；ＩＳｐａｓｋｅｗｉ ｌｌｅ 和Ｍｙ＿提

出的 四个碁＿蘩囊Ｍ１如表 ８ 所韋 ｅ

表 ８ 行动研究要素匹配

序号 行 动研究 的基本要素 本研 究 中涉及 的行动 要素

１

有 明 确 的行 动 目 的
，
且 建

立在理 论之上

行动 目 的 ：
优化盛宣 怀 档案众包抄 录平 台 的用 户体验

；

理论基础 ： 社会技术系 统理论 。

２

采取 实 际 的 行 动
，
用 于 揭

露背 后 的理论价值

针对平 台 的功能 体验 、
交互 体验 、

情感体验 执行 了 三 轮迭代优 化
，
为 期 １ ８

个 月 。

３

理论 支撑行 动
，

行 动 发 展

理论 ｔ＃ 疔动研究 的 开 膂 ＆ 鲁于射＃ ＃果 犮 ｓ 了４会技 表系軛瓔忒

４ 機 ＩＰ＿纖ｉ纏＃
笔者针对实际 问 题设 计行 动 目 标 、行 动 方案

，

采集行 动 数 据
，
深入 把握行

动 研究 的 每
一个环节 。

２０２０
年

９月Ｓｅ ｐｔ ｅｍ ｂｅ ｒ
，

２０２０



ｎｏ 肀曲８私作学抵 Ｊｏ ｕｒｎａ ｌ ｏｆＬ ｉｂｒａｒｙ 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ｉｎＣｈ ｉｎ ａ

最后
，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第
一

是行动角色 的二元性问题
［ ６３ ］

。 在本研究 中
，
开

发人员和项 目 负 责人既是平 台 的设计者 、
管理

者
，

又是本次平 台用 户 体验优化行动研究的 团

队成员 。 这种二元性可能会使行动 人员过多地

代人 自 我主观判断
，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动结

果的偏差 。 第二是技术和 时间等客观限制 。 尚

有部分用户体验问题没有解决
，
如 利用 ＶＲ／ＡＲ

技术 、多媒体技术
，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任务

展示等没有完全落实 。 第三是结果的完备性和

普适性问题 。 本研究 以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 台

作为用户体验优化的研究对象
，

尽管从技术 系

统和社会系统 中 提炼 出 了关键的行动 结果 ， 但

结果根植于特定 的情境和具体的实践 中
，

尚待

实证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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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Ｍａｎａ

ｇ
ｅｍ ｅｎ

ｔ
，
２００７


，

４４
（
４

） ： ３ ８４
－

３ ９６ ．

［ ２７ ］Ｄ
ｊ

ａｍａ ｓｂ ｉＳ ，


Ｓ ｉｅ

ｇ
ｅ

ｌＭ ，


Ｓｋｏｒ ｉｎｋｏＪ ，



ｅｔ ａ
ｌ

． Ｏ ｎ
ｌ
ｉｎｅｖｉｅｗ ｉｎ

ｇ
ａｎｄａ ｅｓ ｔｈｅｔ ｉｃ

ｐ
ｒｅｆｅ ｒｅ ｎｃ ｅｓｏｆｇ

ｅｎｅ ｒａ ｔ ｉｏｎ
ｙ

ａ ｎｄ ｔｈｅｂａ ｂｙ

ｂｏｏｍｇ
ｅ ｎｅｒａｔ ｉｏ ｎ

：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ｇ 
ｕ ｓｅ ｒｗｅｂｓｉ ｔｅｅｘ

ｐ
ｅ ｒｉ ｅｎｃｅｔ ｈｒｏｕｇ ｈ

ｅ
ｙ
ｅ ｔｒａｃｋ ｉ ｎ

ｇ 
［Ｊ ］

．Ｉ 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 ｎａ
ｌ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Ｅ ｌ
ｅｃ ｔｒｏｎ ｉｃ

Ｃ ｏｍｍｅ ｒｃ ｅ
，

２０ １ １
，

１ ５
（
４

） ：
１ ２ １

－

１ ５ ８ ．

［ ２８］Ｓａｕ ｒｏＪ ． ＳＵＰＲ －

Ｑ 
：
ａｃｏｍ

ｐ
ｒｅｈｅｎ ｓ ｉｖ ｅｍｅａ ｓｕ ｒｅｏｆ 

ｔｈｅｑ
ｕａ

ｌ
ｉ ｔ

ｙ 
ｏ ｆ ｔｈｅｗｅｂ ｓ ｉ ｔｅｕ ｓｅｒ ｅｘ

ｐ
ｅｒ ｉｅｎｃ ｅ

［ Ｊ ］ ．Ｊｏ 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Ｕ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Ｓ ｔｕｄ ｉｅｓ
， ２０ １ ５ ， １ ０ （ ２ ） ： ６８

－

８ ６ ．

［
２９

］ＦｕＢ
，

Ｎｏ
ｙ 
ＮＦ

， 
Ｓｔｏ ｒｅ

ｙ
ＭＡ ．Ｅ

ｙ
ｅｔ ｒａｃ ｋ ｉｎ

ｇ
ｔｈｅｕ ｓｅｒｅｘ

ｐ
ｅ ｒｉ ｅｎｃｅ －ａ ｎ ｅｖ ａｌｕ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ｏｎ ｔｏ ｌｏ

ｇｙ
ｖ ｉｓｕ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ｔ ｅｃｈｎ ｉ

ｑ
ｕｅｓ

［ Ｊ ］
．Ｓｅｍ ａｎ ｔ

ｉ
ｃＷｅｂ

，
２０ １ ７

，

８
（

１
） ：


２３

－

４ １ ．

［
３０

］Ｗ ｏｚｎｅ
ｙ 
Ｌ

，

ＭｃＧｒａ ｔｈＰ Ｊ
，

Ｎｅｗ ｔｏ ｎＡ
，

ｅｔａ
ｌ ．

Ｕ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ｌ
ｅａｍ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ａｎｄ ｐ

ｅ ｒｆｏ ｒｍ ａｎｃｅ ｅｖａ
ｌ
ｕａｔ ｉｏ ｎｏｆ

ｉｎｔ ｅ
ｌ ｌ

ｉ

ｇ
ｅｎ 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ｎｄ  ｉｎ ｔｅ ｒｖｅ ｎ ｔ ｉｏ ｎｓｏｆ ｔｗａ ｒｅ
 ：
ａｄｅｌ

ｉｖｅｒ
ｙｐ ｌ

ａ 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ｅＨｅａ
ｌ
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ｖ ｅｎ ｔ ｉｏ ｎ ｓ

 ［ Ｊ ］ ．Ｈ ｅａ
ｌ
ｔｈＩ ｎ 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ｃｓ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


２０ １ ６ ， ２２

（
３

）
： ７ ３ ０

－

７４３ ．

［
３ １

］Ｎｅｗｍ ａｎＧ
，

Ｚ ｉ ｍｍ ｅｒｍａｎＤ
，

Ｃｒａ
ｌ ｌＡ

，

ｅｔａ
ｌ ．

Ｕｓｅ ｒ－ｆｒ ｉｅｎｄ ｌｙ 
ｗｅ ｂｍ ａ

ｐｐ
ｉｎ

ｇ ： ｌ
ｅｓ ｓｏｎ ｓ ｆｒｏｍａ ｃｉ ｔ ｉｚｅ ｎｓｃ ｉｅｎｃｅｗｅ ｂ ｓ ｉ ｔｅ

［
Ｊ

］
．

２０２０ 年９月Ｓｅ
ｐ

ｔｅｍ ｂｅ ｒ

，

２０ ２０



１ １ ２ 私作学相？

 
ｊ．ｎａ ｌ ｏｆＬ ｉｂｒａｒｙ 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ｉｎＣｈ ｉｎ ａ

Ｉ ｎ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Ｇｅ ｏ
ｇ
ｒａ
ｐｈ

ｉｃ ａ
ｌＩｎ ｆｏ ｒｍ ａｔ ｉ ｏｎＳｃｉｅｎｃ ｅ

，

２０ １ ０
，

２４
（ 

１ ２
） ：


１ ８５ １

－

１ ８６９ ．

［ ３ ２ ］Ｖ ａ ｎ Ｓｃ ｈａｉｋ Ｐ


，

Ｌｉｎ
ｇ

Ｊ ．Ｔｈｅ ｒｏｌ
ｅｏｆ 

ｃｏ ｎ ｔｅｘ ｔ ｉｎ
ｐ

ｅ ｒｃ ｅ
ｐ

ｔ ｉｏ 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ｅｓ ｔｈｅ ｔ ｉｃ ｓｏｆ 

ｗ ｅｂｐ
ａ
ｇ
ｅｓ ｏｖ ｅｒ ｔ ｉｍ ｅ

［ Ｊ ］
．Ｉ 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Ｈ ｕｍａ ｎ
－

Ｃｏｍｐ
ｕ ｔｅ ｒＳ ｔｕｄ ｉｅｓ


， ２００９ ， ６７ （ １ ） ：

７ ９
－

８ ９ ．

［
３３

］Ｂ ｉ
ｌｇ

ｉ ｈａ ｎＡ ．Ｇｅｎ Ｙｃｕ ｓ ｔｏｍｅ ｒ
 ｌ
ｏ
ｙ
ａ

ｌ
ｔ

ｙ 
ｉ ｎｏｎ

ｌ
ｉｎｅ ｓｈｏ ｐｐ

ｉｎ
ｇ

：
ａｎ  ｉｎ ｔｅ

ｇ
ｒａｔｅ ｄ ｍ ｏｄｅ ｌｏｆ

ｔｒｕ ｓ ｔ

，

ｕ ｓｅｒ ｅｘ
ｐ
ｅｒ ｉｅｎｃ ｅａ ｎｄ ｂ ｒａｎｄ ｉｎ

ｇ

［ Ｊ ］ ．Ｃｏｍｐ
ｕ ｔｅ ｒｓｉｎＨｕｍ ａｎＢ ｅｈａｖ ｉｏｒ

，

２０ １ ６
，

６ １


：


１ ０３

－

１ １ ３ ．

［ ３４ ］Ｐ ｅｅ Ｌ Ｇ ，



Ｊ ｉａ ｎ
ｇ

Ｊ


，



Ｋ
ｌ
ｅｉｎ Ｇ ．Ｓ ｉ

ｇ
ｎａ

ｌ
ｉｎ

ｇ
ｅｆｆｅ ｃｔｏｆ 

ｗｅ ｂ ｓｉ ｔ ｅｕ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ｏｎ ｒｅ

ｐ
ｕ ｒｃ ｈａｓｅ ｉｎ ｔｅｎ ｔ ｉ ｏｎ

［Ｊ  ］
．Ｉ 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Ｍａｎａ
ｇ
ｅｍ ｅｎ ｔ


，

２０ １ ８
，

３ ９
：
２２ ８ 

－

２４ １ ．

［
３５

］Ｄｅ ｎ
ｇ
Ｌ

，

Ｔｕｒｎｅ ｒ ＤＥ
 ，
Ｇｅｈ ｌ

ｉｎ
ｇ
Ｒ

，

ｅ ｔａ
ｌ ．

Ｕ ｓｅ ｒ ｅｘ
ｐ
ｅ ｒ ｉｅｎｃｅ

，

ｓａｔ ｉｓ ｆａｃｔ ｉｏ ｎ
，

ａｎｄ ｃｏｎ ｔ ｉ ｎｕａ
ｌｕ ｓａ

ｇ
ｅ ｉｎ ｔｅ ｎｔ ｉｏｎ ｏ ｆ 

ＩＴ
［
Ｊ

］
．

Ｅ ｕｒｏ？

ｐ
ｅａ ｎＪｏ 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Ｉｎ ｆｏ ｒｍ ａｔ ｉｏ ｎＳｙ
ｓ ｔｅｍ ｓ

， ２０ １ ０ ， １ ９
（

１
） ： ６〇

－

７ ５ ．

［ ３６ ］Ｔｅ ｒｒａｓＭ．Ｃｒｏｗｄ ｓｏｕ ｒｃｉｎ
ｇ

ｉｎ ｔ ｈｅ 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ｈｕｍａ ｎｉ ｔ ｉｅｓ
［
Ｍ

］
／ ／Ｓｃｈ ｒｅｉｂｍ ａｎ Ｓ ， Ｓｉｅｍｅ ｎ ｓＲ

，

Ｕ ｎ ｓｗｏｒ ｔｈ Ｊ ．Ａｎｅｗｃ ｏｍ
ｐ
ａ ｎ ｉｏｎ

ｔｏ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Ｊｏ ｈｎＷｉ

ｌ
ｅ
ｙ ＆Ｓｏ ｎ ｓ

，

Ｌｔｄ
， 
２０ １ ６ ．

［ ３ ７ ］Ｇｉｂｂ ｓＦ
， Ｏｗｅｎ ｓＴ ．Ｂ ｕ ｉ

ｌｄ ｉｎ
ｇ ｂ

ｅ ｔ ｔｅｒ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 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ｔｏ ｏ
ｌ
ｓ

：

ｔｏｗａｒｄ ｂｒｏａ ｄｅｒａｕｄ ｉｅｎｃ ｅｓａｎｄｕ ｓｅ ｒ－ｃ ｅｎ ｔｅ ｒｅ ｄ ｄｅｓ ｉ

ｇ
ｎｓ

［ Ｊ／ ＯＬ ］
．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Ｑ ｕａ ｒｔ ｅｒ

ｌｙ ，


２０ １ ２ ， ６ （２ ）［ ２０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６ ］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ｄｉ

ｇ
ｉ ｔａ

ｌｈｕｍａｎ ｉ ｔ ｉｅｓ ． ｏ ｒ
ｇ
／ ｄｈｑ

／

ｖ ｏ
ｌ
／６／ ２／ ０００ １ ３ ６／０００ １ ３ ６ ．ｈｔｍ

ｌ ．

［ ３ ８ ］Ｓｃｈ ｒｅｉｂｍ ａｎＳ
，

Ｈａ ｎ
ｌ
ｏｎＡＭ．

Ｄｅｔ ｅｒｍ ｉｎ ｉｎ
ｇ

ｖａ
ｌ
ｕｅ ｆｏｒ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ｔｏｏ
ｌ
ｓ

：
ｒｅ
ｐ
ｏｒ ｔｏ ｎ ａｓｕ ｒｖｅ

ｙ
ｏｆ ｔｏｏ

ｌｄｅｖ ｅｌ
ｏ
ｐ
ｅ ｒｓ

［ Ｊ／ ＯＬ ］
．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Ｑ ｕａ ｒｔｅ ｒ

ｌｙ ， ２０ １ ０ ， ４ （ ２ ） ［ ２０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６ ］
．ｈｔ ｔ

ｐ ：

／／ ｄ ｉ

ｇ
ｉ ｔ ａ

ｌｈｕｍａ ｎｉ ｔ ｉｅｓ ． Ｏ ｒ
ｇ
／ ｄｈｑ

／ ｖｏ
ｌ
／４／２／

００００８３／００００８ ３ ．ｈｔ ｍ
ｌ

．

［
３ ９

］Ｒｉｄｇ
ｅＭ

．

Ｌｅ ｔ

ｙ
ｏｕ ｒ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ｓ ｓｈ ｉｎｅ
 ：


ｌ
ｉ

ｇｈ
ｔｗｅ ｉ

ｇｈ
ｔｕｓａ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ｔｅｓ ｔ ｉ ｎ

ｇ
ｆｏｒ 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ｓ
［
ＥＢ／ ＯＬ

］
．

 ［
２０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６ ］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ｐ
ｏ ｄｃａ ｓｔ ｓ ，ｏｘ ．ａ ｃ ．ｕｋ／ ｌ

ｅ ｔ 

－

 ｙ
ｏｕ ｒ 

－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ｓ

－

ｓ ｈｉ ｎｅ 

－

 ｌ
ｉ

ｇｈ
ｔｗｅ ｉ

ｇｈ
ｔ 

－

ｕ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

 ｔｅｓ ｔｉ ｎ
ｇ

－

ｄ ｉ

ｇ
ｉ ｔ ａ

ｌ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ｐ
ｒｏ

ｊ

ｅ ｃｔｓ ．

［
４０

］
张轩慧

， 赵宇翔 ，

王曰 芬 ． 数字人文类公众科 学项 目冷 启动 阶段 的公众参 与动 因研究 ［ Ｊ ］
． 图书与情报

，

２０ １ ９ ， ３ ９
（
３

） ： ６ １
￣７ ２ ．

（
Ｚｈａ ｎｇ

Ｘｕａｎｈｕ ｉ
，

ＺｈａｏＹ ｕｘｉａ ｎ
ｇ ，


Ｗａ ｎ

ｇ
Ｙｕｅ ｆｅｎ ． Ｅ ｘ

ｐ ｌ
ｏ ｒｉｎ

ｇ ｐ
ａｒ ｔ ｉｃｉ

ｐ
ａ ｎ ｔｓ

’

ｍｏ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ｓｉｎｃｏ
ｌｄ

ｓ ｔａ ｒｔｓ ｔａ
ｇ
ｅｏｆｃ ｉ ｔ ｉｚｅ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ｓ ｉｎ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ｈｕｍａｎ ｉ ｔ ｉｅｓｄｏｍａ ｉｎ
［ Ｊ ］

． Ｌｉｂ ｒａｒ
ｙ

ａｎｄＩ ｎ 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９ ， ３ ９ （３） ：

６ １
－

７ ２ ．

）

［ ４ １ ］ＷｕＤ
，
ＸｕＳ ．

Ｈｏｗｕ ｓｅｒ ｓ
ｇ

ａ ｚｅａｎｄｅｘｐ
ｅ ｒｉｅ ｎｃｅｏｎｄ ｉ

ｇ
ｉ ｔ ａ

ｌｈｕｍａｎ ｉ ｔ ｉｅｓ
ｐ ｌ

ａｔｆｏ ｒｍ
？Ａｍ ｏｄｅｌｏｆｕ ｓａ ｂｉ

ｌ
ｉ ｔ

ｙ
ｅｖ 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

［ Ｃ ］
／／Ｉ 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Ｃ ｏｎ ｆｅ ｒｅ ｎｃｅｏ ｎＩ 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Ｓｐ ｒｉｎ
ｇ
ｅ ｒ

，


Ｃｈａｍ


， ２０ １ ９ ：



５４７

－

５５ ３ ．

［ ４２ ］Ｂ ａｒｂ ｉｅｒｉ Ｌ
，

Ｂ ｒｕｎｏＦ
，

Ｍｕ ｚｚ ｕ
ｐ
ａ
ｐｐ

ａ Ｍ ．Ｖｉ ｒｔｕａ
ｌｍｕ ｓｅｕｍｓ

ｙ
ｓ ｔｅｍ ｅｖａ

ｌ
ｕａｔ ｉｏ ｎｔ ｈｒｏｕｇ ｈ

ｕ ｓｅ ｒｓ ｔｕｄ ｉｅｓ
［ 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Ｃｕ ｌ

？

ｔｕ ｒａ
ｌＨｅ ｒｉ ｔａ

ｇ
ｅ

，
２０ １

７
，

２６


：


１ ０ １

－

１ ０８ ．

［
４３

］Ｗｕ ｓ ｔｅｍ ａｎ Ｊ ．Ｕ ｓａ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ｔ ｅｓ ｔ ｉｎ

ｇ
ｏｆ 

ｔｈｅＬｅｔ ｔｅ ｒｓ ｏｆ１ ９ １ ６ 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Ｅ ｄ ｉ ｔ ｉｏ ｎ
［
Ｊ

］
．Ｌｉｂ ｒａｒ

ｙ
ＨｉＴｅｃ ｈ


， ２０ １

７
， ３ ５

（
１

）  ：


１ ２０

－

１ ４３ ．

［ ４４ ］ 胡蓉 ，

唐振贵 ， 赵宇翔 ， 等 ． 移动经验取样法 ： 促进真实情境下的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 Ｊ ］
． 情 报学报 ， ２０ １ ８ ， ３７

（
１ ０

）  ：１ ０４ ６
－

１ ０５ ９ ．（
ＨｕＲ ｏｎ

ｇ ，
Ｔ ａｎ

ｇＺｈ
ｅ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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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轩慧 南京 大 学信息管理 学 院博 士研究 生 。 江 苏 南 京 ２ １ ００２ ３ 。

赵宇翔 南京理工 大 学经 济管理 学 院信息管理 系教授
，博士 生导 师 。 江 苏 南京 ２ １ ００９４ 。

刘 炜 上海 图 书馆 副馆长
，
研 究员 。

上海 ２ ０００３ １
。

朱庆华 南京 大 学信息管理 学 院 副 院长
，
博士生导 师 。 江 苏 南京 ２ １００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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