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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黄秀萍 陈凯莉 折树洋 金瑜 李月 

摘要 

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是老年人获得健康支持的重要方式。本研究以曾为家中老年人进行在线健

康信息替代搜寻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扩展的信息寻求综合模型（CMIS）为理论框架，通

过问卷调查法（N=321）探讨大学生为家中老年人进行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的行为特征及

影响因素，以期为老年群体健康信息传播提供新思路。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为家中老年人

进行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的内容和搜索平台都相对基础；健康意识压力对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

为影响并不显著，可能存在其他潜在情绪中介以及行为内驱力不足的情况；在孝文化牵动下

显著性通过信息载体效用影响大学生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自我效能感作为代际反哺的

内在动力亦是影响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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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ernativ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older adults to access health support. 

In this study, we took 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conducted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ubstitution 

search for the elderly at hom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used the extended Comprehensive Model 

of Information Seeking (CMI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ubstitution 

search for the elderly at hom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N=321),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to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tent and search platforms of college students' alternativ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ing 

for the elderly at home are relatively basic;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awareness pressure on alternativ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ing behavior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re may be other potential emotional 

mediators as well as insufficient behavioral internal motivation; filial piety culture influences the 

college students' alternativ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ing behavior through the ut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carrier; self-efficacy is an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intergenerational feedback; and 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is a key factor in college students' alternativ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ing 

behavior. Self-efficacy, as an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intergenerational feedback,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alternative search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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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突出解决好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中国政府网，

2022）。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5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提出，发

挥政府在促进健康老龄化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倡导个人和家庭积极参与，共同构建老年友好

型社会（中国政府网，2016）。如何处理好他们所面临的健康问题，是我国进行积极老龄化

实践需要回答的重要社会议题。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知识的普及，互联网逐渐成为了人们进行健康信息寻求时的

常见媒介（Zimmerman, M. S., & Shaw Jr, G，2020）。然而，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不平等现象

长期存在，不仅体现在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接入层面，也体现在用户对 ICT 的使

用动机、信息素养、ICT 使用能力等多个方面（闫慧，2011）。由于主观或客观因素的限制，

老年群体较难通过互联网进行健康信息寻求，因此能够使用互联网的家人或朋友在老年人健

康信息搜寻、识别和分享方面就发挥着重要作用（Abrahamson, J. A., Fisher, K. E., Turner, A. 

G., Durrance, J. C., & Turner, T. C，2008）。从个体与社会范围而言，健康信息的替代搜寻不

仅是互联网时代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特殊现象，也是弥合健康领域“数字鸿沟”的重要方式

（周敏，郅慧，2022）。 

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作为数字原住民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和健康素养，代替老年人

进行在线健康信息搜寻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并提供必要的支持（Richardson, K., & 

Barkham, M，2020）。但目前国内对替代长辈搜寻线上健康信息主要以意向研究为主，对替

代搜寻行为的探讨较少；以父辈替代搜寻为主，较少关注处于更加弱势的老年群体。故研究

选取曾有过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信息寻求综合模型（CMIS）

为研究框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大学生为家中老年人进行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具有

何种特征？影响大学生为家中老年人进行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的因素是什么？本文对国

内大学生的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展开研究，对我国提高老年群体健康水平、优化健康

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健康信息寻求 

健康信息寻求行为是指个人获取与健康、健康促进、健康风险和疾病有关的信息的搜索、

查询和使用等活动（Lambert, S. D., & Loiselle, C. G，2007）。它包括主动搜寻和替代搜寻，

区别在于信息的直接受益者不同（Sadasivam, R. S., Kinney, R. L., Lemon, S. C., Shimada, S. L., 

Allison, J. J., & Houston, T. K，2013）。互联网的到来使得在线健康信息寻求成为可能，并随

着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在线获取健康信息成为一种普遍行为（Wang, X., Shi, 

J., & Kong, H，2021）。 

近些年，随着社交媒体兴起和世界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成为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研究的主

要对象（李月琳，蔡文娟，2012）。但此类研究中地区多聚焦于城市，对健康信息相对匮乏

的农村地区关注较少（贺建平，杜宝珠，黄肖肖，2021）；视角多从健康信息的主动搜寻出

发，对健康信息的替代搜寻行为有所忽略，并非所有老年人都能通过互联网进行健康信息获

取，如美国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老年人惯于从传统媒体寻求健康信息，而非互联网

（Jacobs, W., Amuta, A. O., & Jeon, K. C. ，2017）。因此本研究将扩大考察范围，将健康信

息更为匮乏的农村地区囊括在内，并重点关注健康信息的在线替代搜寻行为。 

（二）健康信息替代搜寻 

健康领域的替代搜寻行为是一种普遍的日常信息活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

示，大约有 50%以上寻求健康信息的互联网用户会代替他人进行信息搜寻。这种“非医学专

业人员由于他人的求助或出于对他人的关心，代理他人利用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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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Sadasivam, R. S., Kinney, R. L., Lemon, S. C., Shimada, 

S. L., Allison, J. J., & Houston, T. K. ，2013）。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经常发生在家庭内部

（Reifegerste, D., Bachl, M., & Baumann, E，2017），尤其在老年人群体中更为显著（Ramsey, 

I., Corsini, N., Peters, M. D., & Eckert, M.，2017）。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

身体健康状况变差（杜鹏，2013），且健康素养普遍偏低（姚宏文，石琦，李英华，2016），

他们较少通过网络关注健康信息，直接因素在于健康意识不足（朱姝蓓，邓小昭，2015）。

他们难以利用互联网直接搜索到所需的健康信息，而是更倾向于委托他人搜索（陈明红，李

思婷，曾贝欣，2022）。 

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老年群体与年轻一代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加剧，但数字时代的到

来也为代际反哺提供条件（周晓虹，2011）。年轻一代替长辈搜寻健康信息是一种典型的代

理式反哺，研究表明具有高等教育经历的个体在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意向

（Kinnane, N. A., & Milne, D. J. ，2010）。其中大学生被视作相对高知群体（马道明，2015），

尤其在数字时代，他们逐渐成长为“智者”，在互联网信息使用方面“反哺”长辈（张大伟，

谢兴政，2020）。加上“孝文化”的牵动，年轻个体对家庭里的老年成员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和义务感（汪倩倩，2020）。因此，为应对源自家里老年人健康意识不足等压力，并出于情

感，大学生最有可能承担替代搜寻者的角色。 

目前青年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方向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期（宋小康，赵宇翔，朱庆

华，2022），更多变量有待实证考究。因此，本文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新的理论框架，

整合新的变量，力求更全面地了解大学生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驱动因素。 

（三）信息寻求综合模型 

信息寻求综合模型（CMIS）主要包括三个变量类型：前因变量、信息载体因素和信息

寻求行为（Johnson, J. D., Donohue, W. A., Atkin, C. K., & Johnson, S.，1995）。该理论模型强

调因果关系，认为个体的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受前因变量和信息载体因素的影响。 

 

图 1：信息寻求综合模型（CMIS） 

人口统计学因素是指人们对各种健康相关信息来源的使用因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种

族而异（Hartoonian N,Ormseth S R.Hanson E R.et al.，2014）。有研究证实年轻、受过良好教

育、城市户籍的人更倾向于进行替代搜寻（Dolničar, V., Grošelj, D., Hrast, M. F., Vehovar, V., 

& Petrovčič, A.，2018）。但一旦接入互联网，人口因素则变得不再重要（Brodie, M., Flournoy, 

R. E., Altman, D. E., Blendon, R. J., Benson, J. M., & Rosenbaum, M. D.，2000）。因此，研究

选取性别、年龄、户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口统计因素，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直接经验指个人对疾病的直接体验程度，这种体验可能从疾病症状和个人社交网络中获

得（Johnson, J. D., & Meischke, H.，1993）。Reifegerste 等人证实直接经验对健康信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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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搜寻有直接影响（Reifegerste, D., Blech, S., & Dechant, P.，2020）。 

显著性是指健康信息对个体的重要性，与个体感知到的健康威胁程度有关（Michael C

ummings, K., Becker, M. H., & Maile, M. C. ，1980）。个体寻求健康信息的动机与疾病

感知和个人相关性有关，显著性为个体进行健康信息寻求提供了潜在动力（周敏，郅慧，2

022）。 

信念指个体的效能信念。与“自我效能感”概念相近。在网络健康信息搜寻中，自我效

能感被认为是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重要动因之一（万文智，宋小康，赵宇翔，朱庆

华，2020），且已有相对成熟的量表。为了方便后续研究测量，研究选择自我效能感来替代

原模型中的信念。 

信息载体因素包含了信息载体特征和信息载体效用，前者主要与信息内容属性有关，如

编辑语气、传播潜力等，后者则将媒介提供的信息直接与个体的需求联系起来，比如媒体中

包含的信息对个人的目的是否重要和相关（Johnson, J. D., & Meischke, H.，1993）。CMI

S 常将两者与信息来源的可信程度与易用程度联系在一起（Johnson, J. D., Donohue, W. A.,

 Atkin, C. K., & Johnson, S.，1995）。 

该理论对健康信息寻求行为有着较强的适配性和解释力，各变量对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

影响已得到多项研究验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研究尝试在网络情境下探讨个

体的线上健康信息替代寻求行为，并认为该模型目前存在一些核心要素尚未纳入，将根据具

体的研究对象整合其他变量，以发展更为契合的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基于“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年轻个体对家中老年人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

义务感（汪倩倩，2020）。为应对源自家中老年人健康意识不足的压力，大学生最有可能成

为健康信息的替代搜寻者。因此，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人口统计学因素作为控制

变量，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在信息寻求综合模型中将“信念”替换成“自我效能感”变量，

并加入“健康意识压力”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适应性补充和修正，对大学生健康信息替代搜

寻行为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已有研究将模型中的“信息载体特征”

和“信息载体效用”由此前具有“物质性”的具体媒介转化为“人”，即替代搜寻者（周敏，

郅慧，2022）。在本研究中，大学生对家中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直接经验、健康意识压力、显

著性等将通过替代搜寻者（即信息载体的效用）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因此，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H1：大学生的直接经验正向显著影响信息载体的效用。 

H2：大学生的健康意识压力正向显著影响信息载体的效用。 

H3：大学生对家中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显著性正向显著影响信息载体的效用。 

H4：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正向显著影响信息载体的效用。 

H5：信息载体的特征正向显著影响信息载体的效用。 

H6：信息载体的特征正向显著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 

H7：信息载体的效用正向显著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 

H8：大学生的直接经验通过信息载体效用显著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 

H9：大学生的健康意识压力通过信息载体效用显著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 

H10：大学生对家中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显著性通过信息载体效用显著影响健康信息替代

搜寻行为。 

H11：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通过信息载体效用显著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 

H12：信息载体特征通过信息载体效用显著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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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扩展后的信息寻求综合模型 

（二）研究变量操作化与测量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有直接经验、健康意识压力、显著性、自我效能感、信息载体特征、

信息载体效用以及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本研究所有量表均来源于国内外标准化量表，并

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进行评价。此外，研究将人口统计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男、

女、其他）；户籍所在地（城镇、农村）；年龄（填空题）；最高学历（大学专科、大学本

科、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表 1：变量的测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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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对象与资料搜集 

本次研究以曾主动为家中老年人在互联网上搜寻过健康信息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以

此为筛选题项。通过问卷调查法开展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在研究对象活跃的社交圈

和网络社群发放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6 日至 24 日，总计回收问卷 417 份，剔除筛

选项、作答时间过短、存在缺失值的 96 份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问卷 321 份，有效回收率

77%。本研究采用 SPSS26.0 对 321 份答卷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研究借鉴《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对老年人的界定，问卷中所指老年人为“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的测量问卷共设 20 个条目。其中，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问卷健康意识压

力、显著性、自我效能感、信息载体特征、信息载体效用 5 个变量进行了信度检测。经检验，

各变量的内部一致信度均高于 0.7，表明数据信度可靠。由于“直接经验”和“健康信息替

代搜寻行为”两个变量的测量题项较少，故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对该变量的题项进行检验，

结果呈正向显著关系，符合标准。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所有量表均源于国内外标准化量表，

考虑到研究对象、研究地域等实际情况，题项略有删减和修改，但总体上内容效度相对良好。 

表 2：变量信度及相关系数结果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在本项研究中，女性人数占比 72.9%，男性占比为 27.1%。城镇户籍人数占比（50.8%）

略高于农村（49.2%）。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的人数占比最多，为 53.3%，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占比次之，为 36.4%。大学专科学历的占比最少，为 10.3%。由于前文提及在文献综述的

基础上，将人口统计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本研究还进行单因素 ANOVA 分析，分别

检验性别、户籍和学历等人口统计变量对因变量“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有无显著性影响，

结果显示 p 值大小均不符合显著性标准。因此，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在人口统计学分类上

的样本均值并无显著性差异，性别、户籍、学历等变量对因变量无显著性影响。后续分析不

将人口统计学纳入协变量处理。 

2.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特征 

对于大学生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特征（替代搜寻内容类型、替代搜寻平台）采用多

重响应分析以及卡方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在大学生替代家中老年人搜索健康信息的主

要内容里，关于疾病本身的一般性信息（如症状）、日常保健相关信息（如饮食、运动等）

以及与疾病治疗相关的信息（如药物、手术等）的响应率和普及率明显高于其他几项（详见

表 3）。在替代搜索使用平台方面，大学生主要利用搜索引擎（百度等）、社交媒体（微信、

微博等）和问答社区平台（知乎等）来替家里的老年人搜索相关健康信息（详见表 4）。 

表 3：健康信息替代搜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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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健康信息替代搜索平台 

 

（三）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讨各变量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本研究使用 Bootstrap 法，具体操作是在

SPSS26.0 中使用基于 SPSS 开发的 Process 插件，选用模型 4，分别以直接经验、健康意识

压力、显著性、自我效能和信息载体特征为自变量，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为因变量，信息

载体效用为中介变量，置信区间设定为 95%，进行 5000 次重复抽样，检验结果如下（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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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回归分析结果 (N=321) 

 

1.回归分析结果 

直接经验正向影响信息载体效用 (β=0.109，p＜0.01)，假设 H1 得到支持；健康意识压

力对信息载体效用影响不显著（β=0.041，p＞0.05），假设 H2 不成立；显著性正向影响信

息载体效用(β=0.199，p＜0.001)，假设 H3 得到支持；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信息载体效用

(β=0.445，p＜0.001)，假设 H4 得到支持；信息载体特征正向影响信息载体效用(β=0.833，p

＜0.001)，假设 H5 得到支持；信息载体特征正向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 (β=0.408， p

＜0.001)，假设 H6 得到支持。在对信息载体效用与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进行简单线性回

归后（β=0.304，p＜0.001），发现假设 H7 成立。 

 

图 3：回归分析结果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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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效应检验   

Bootstrap 检验法通过从样本数据中重复抽样，根据每次抽样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

行估计，从而对每个效应建立置信区间，当置信区间不包含 0 时，则说明中介效应是显著

的。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6)。 

表 6：信息载体效用的中介效应检验 

 

借鉴已有研究的中介效应检验标准（Zhao, X., Lynch Jr, J. G., & Chen, Q. ，2010），本

研究得出的结果显示在直接经验和显著性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中，信息载体效用应

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且不存在潜在的中介变量，被验证的中介变量与假设理论框架一致，

这与信息寻求综合模型（CMIS）的变量关系相吻合，故认为 H8 和 H10 成立。健康意识压

力在回归分析中对信息载体效用和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都不显著，因此不再讨论中介效

应，认为 H9 不成立。自我效能和信息载体特征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为直接效应，

证明了模型中假设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故 H11 和 H12 不成立。值得说明的是，目前不少学

者认为不再强调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而是报告了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及其显著

性（牛静，孟筱筱，2019）。因此，本研究同时报告了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及其

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信息寻求综合模型（CMIS）及文献回顾，本研究通过加入“健康意识压力”“自

我效能感”两个先行潜变量，用以解释大学生为家里老年人进行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

数据分析显示，大学生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中的大部分研究假设得

到了验证，原有模型中的直接经验和显著性两个变量显著影响信息载体效用，但大学生对家

里老年人健康意识压力的感知不能显著影响健康信息的信息载体效用，也无法促进相应的健

康信息搜寻行为，而自我效能对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影响显著。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作出

如下讨论。 

（一）替代搜寻内容和搜索平台相对基础 

在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过程中，大学生主要利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问答社区平台等来

替家里的老年人搜索相关健康信息，搜索内容主要以关于疾病本身的一般性信息、日常保健

相关信息以及与疾病治疗相关的信息等基础性内容为主，这一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发现较为

一致（谢兴政，张大伟，陈彦馨，2022）。健康信息替代搜寻的渠道相对简单，相较于在线

健康社区、手机健康 APP 等，专业性较低，这可能与大学生的健康素养与媒介使用习惯有

关。在健康信息替代搜寻内容方面，老年人疾病基础信息和日常保健信息的需求较大，对健

康信息的深度内容了解较少。据此，提升大学生的健康信息素养，不仅有助于该群体获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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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健康信息，而且能够从家庭方为老年群体提供相对稳定且高效的健康援助。于健康信

息传播的渠道而言，规范搜索引擎中的健康信息、扩大社交平台上老年人常见疾病的科普以

及加强医疗专业平台的推广都将有助于子代为家中老年人获取高质量的健康信息。 

（二）潜在情绪中介的忽视与行为内驱力不足 

回归分析显示，健康意识压力对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在

于大学生为家中老人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形成路径复杂，本文未考虑到焦虑等情绪中

介的影响（谢兴政，张大伟，张潜，段秋婷，2021）。其次，研究表明，情绪在触发对寻求

更多信息的意图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Hartoonian N, Ormseth S R, Hanson E R, et al. ，2014），

具有特定健康风险的人受焦虑等情绪影响，会产生解决病症的目的即意识，使其更易触发健

康信息替代搜寻（Kahlor L A. ，2010）。意向性为意识的基础，它并不总是意味着指向确定

的对象（尹维坤，2018），有意向性也不一定带来具体意识，如果一个心理状态是有意识的，

那么它必定有所呈现，而它向主体所呈现的就是将对象表征所得的东西（王华平，2011）。

本文中健康意识压力源自老年人健康重视程度不足（意向性），并非其健康状况存在特定风

险，因此，由于缺乏解决明确病症的目的（意识），健康意识压力转化为焦虑等情绪的驱动

力不足，使得健康意识压力对替代搜寻的影响并未顺利由意向性延续至意识乃至替代搜寻行

为层面。 

（三）孝文化牵动下的利他倾向 

经验证，显著性通过信息载体效用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分析结果

与假设理论框架一致。显著性指健康信息对个体的意义，与其感受到的健康威胁程度有关，

放至文中情境则意味着大学生能够感知到家中老年人患病的严重性及危险性，清楚健康信息

于“我”而言的重要性，这为健康替代搜寻行为提供了潜在动力。因此显著性包含对家中老

年人健康状况的在意，使得本是利他的健康信息于“我”而言同样重要。因数字化的冲击，

老年人与年轻一代的数字鸿沟扩大（朱颖，万红，2022），在数字技术运用层面，老年人对

年轻群体而言是“他者”的存在（陈友华，宗昊，2023），对数字弱势群体这一“他者”的

关心与责任成为年轻一代自发的意识。加上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是维系社会家

庭的道德准绳，在“孝文化”的牵动下，年轻个体不完全是自私的，也会关心家中长辈。综

上，当年轻个体能清楚感知到“显著性”存在时，会主动做出关心长辈身体健康的行为选择。 

（四）作为代际反哺的内在动力 

自我效能感对于用户的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存在直接效应，这意味着替代搜索者的自

我效能感会直接显著影响其替代搜寻行为，是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重要动因之一

（万文智，宋小康，赵宇翔，朱庆华，2020），尽管文中的中介效应不存在，但仍可能有其

他的中介变量。随着知识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冲击，家庭权威在某些方面发生了转移（张大

伟，谢兴政，2020）。具备良好媒介素养和健康知识的大学生成为一个家庭的重要信息来源，

不仅能通过技术反哺家中长辈，而且可以从信息层面为处于数字化生存困境的老年人提供健

康支持。大学生相较于中老年人拥有更为丰富的媒介使用经验，能够借助网络查找所需信息。

同时，他们受过相对系统的教育，拥有一定的健康知识，面对网络中良莠不齐的健康信息能

够进行相对准确的筛选。大学生在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方面的自我效能感是其进行代际反哺的

内在动力，能够使其更加容易且主动地为家中老人进行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在反哺亲代

中实现个人价值。 

（五）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相对缺乏代表性，未来可以尝试扩

大样本范围，将不同地区的大学生纳入考量，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其次，在扩展

的 CMIS 模型的自变量选择上，可能由于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导致其他变量尚未被发现，未来

同类研究可以探寻更多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变量。最后，在大学生利用互联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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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信息搜寻的内容和渠道上，本研究只将各类健康信息内容和渠道作为描述性条目列出，

并未聚焦具体的某类疾病和某类互联网渠道。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某类疾病以及

不同媒介使用程度对大学生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行为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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