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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有用性、易用性、相容性感知在内的拓展技术接受模型（TAM），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种感知对80后高校辅导员信息化“微能力”形成意愿的作用并进行实

证，结论发现：80后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存在结构性差异，对于微博、微信、QQ等微

工具以及相应统计软件的使用能力上，形成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有用性感知”，在对大学生

“微信息”进行甄别、研判及干预能力（素质能力）上，形成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易用性感

知”，在两类能力形成意愿上，“相容性感知”总存在着显著影响，即辅导员自身的工作风

格、性格特征、内在理念发挥着重要意愿形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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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 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技术（如微博、微信、微店、微电影等）日益改变着大

众的学习、生活、工作、娱乐、交流习惯,世界正大步迈入“微时代”。在我国高校校园中，以微

博、微信为主要代表的“微技术”得以广泛运用，成为广大90后大学生获取咨询与时事新闻、进

行情感倾诉、交友的主要工具，一些调查研究已对这一客观事实作出了证明，例如，郑晓娜

(2014)开展的一项针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208所高校2500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中，微信使

用普及率高达84.7%，且有超过4成的微信使用超过了1年[1]。中国校园市场联盟发布的《2016中

国校园市场发展报告》披露，微博是大学生首选的资讯信息获取的平台，新浪微博以61.2%的使

用率高居第一[2]。“微技术”所具有的信息传播移动性、微小性、即使性、互动性、复杂性决定了

其对大学生是一把“双刃剑”，既极大的丰富了大学生学习、生活、社交的形式，提升了学习效

率，也使得主流思想观念受到强大冲击，不少学生染上“微瘾”，变成了“手机控”，对网络信息普

遍存在盲从心理，轻信各种负能量新闻与谣言，甚至变成彻底的“转发达人”，这对高校舆情管

理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不利影响。

在“微时代”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而这一工作的具体实施者——

辅导员，又应如何应对呢？有研究指出，同样善于利用“微技术”的80后辅导员与年龄代沟最近

的90后大学生在网络运用上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大学生指导与管

理工作[3]，而工作开展的顺利与否关键在于“微能力”的形成，即利用微信、微博、QQ等微工具

对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与相应网络舆情进行干预、以实现辅导目标的能力形成[4]。按照技术决定理

论的观点，只要一项技术足够先进，主体就会接纳它并逐步形成运用它的能力，正如本文所探

讨的“微技术”，按照逻辑意义上讲90后辅导员会加强对其运用，形成“技术能力”（如微博（信）

的信息发布与交流沟通、数据统计分析）、“素质能力”（如对大学生微博微（信）发布内容的

研判与关键信息识别、观点纠正与干预),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90后辅导员尽管也非常熟练

运用微技术，但完整的“微能力”并没有形成，关键原因是能力形成意愿低下，即不愿意丰富相

应能力，正是基于这一情形，本文采用拓展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从有用性、易用性、相容性感知三个视角，分析它们对80后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的

影响，分“技术能力”、“素质能力”两个方面讨论三种感知对两种能力形成意愿的影响是否具有差

异，最后基于分析结果进行讨论，这对80后高校辅导员信息化 “微能力”提高有着较强启示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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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理论模型与假设

1. 有用性与易用性感知

借鉴Davis[5]（1989）的定义，在本文研究情形下将“有用性感知”定义为：80后辅导员主观上

认为微技术能力有助于监测、识别与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走向正确的方向，并能够提高辅导工作

的水平与效率；将“易用性感知”定义为：辅导员认为“微能力”的形成与使用中的容易程度。辅导

员的工作职责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针对大学

生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进行教育引导，起到化解矛盾、促进校园和谐的作用。辅导员是否愿

意投入足够的精力、通过外界学习与自我学习形成“微能力”，取决于这些能力是否有助于上述

目标的实现，如果在工作实践中有前人成功的“示范案例”，则他们的能力形成意愿越强烈。提

出假设：

H1：有用性感知正向影响80后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即有用性感知程度越高，形成

意愿越强烈。

另一方面，“微能力”形成意愿不仅取决于作用感知的大小，还取决于形成成本，如果微博、

微信等技术的操作与数据分析学习过程过于“痛苦”，在大学生海量且碎片化的信息中进行关键

要素提取与研判的工作让人感觉过于无从着手，更难以采用正确的沟通方式进行干预，即使掌

握了上述能力，高频率、日常化的能力使用会带来倦怠感，长此以往，辅导员会觉得能力形成

与运用的难度过大、成本过高，则会导致放弃能力形成、深化与运用。不仅如此，能力形成与

运用的高成本会逐步降低辅导员对“微能力”有用性的感知，即如果相比于其他工作方式，“微能

力”形成与使用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精力乃至经济成本，则意味着其效用不高。提出假设：

H2：易用性感知正向影响80后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即易用性感知程度越高，能力

形成意愿越强烈。

H3：易用性感知正向影响有用性感知，即易用性感知程度越高，有用性感知程度越高。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上述结论在“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两者间的差异，“技术能力”本质上

是一种软件操作能力，包括利用微博、微信发布信息、转发、评论、语音聊天、图片视频的处

理，以及数据统计与图文分析等，这一能力主要是使用软件自有功能完成信息传递与挖掘，“素

质能力”是一种依附于人的软能力，例如对各种信息进行真假辨别、从碎片化信息中掌握大学生

思想动态、运用网络语言与学生进行沟通，以起到思想与行为干预的目的。相比而言，“技术能

力”的形成成本比较低，因为80后辅导员本身多为本科与研究生毕业，玩微博、刷微信也是他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拥有高学历的他们在数据统计功能的学习上也不需花费太多的精力，所

以对于“技术能力”，辅导员主要是关注其有用性而非易用性；相反，“素质能力”的形成无教材可

循，需要在工作中进行长期积累，才能“潜移默化”的掌握识别、沟通、干预技巧，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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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所以辅导员主要关注这一能力形成与运用的“易用性”。因此，本文为验证这一假定，将

“微能力”意愿分成两类，分别进行建模实证。提出假设：

H4：对于“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有用性感知对80后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有差异。

H5：对于“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易用性感知对80后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有差异。

2. 相容性感知

高峰[6](2011)认为：“很多教师由于技术与他们长期形成的观念、教学方式或风格等相冲突，

并没有采纳新技术。”同样，辅导员是否愿意形成“微能力”不仅决定于有用与易用感知，还与他

们本身主观的思维意识、性格有着很强的关联，比如，一些辅导员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很严

肃的事情，必须面对面沟通，在网络与实体空间里，大学生往往具有双重人格，微博、微信上

表达的观念并非他们真实所想，所以形成“微能力”来做统计分析、信息研判、干预没有太大意

义；另一些辅导员认为：很多不良的“网络语言”带来了很强的负面影响，做思想政治教育和学

生辅导的我们，应当用实事求是、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与学生沟通，而且我提倡严格管理，一

定要在学生心中形成严肃而非好说话的形象，否则学生会拿你不当回事；还有一些辅导员认

为：不能过于强调辅导员“微能力”的形成，要因事、因时而异，大学生对于那些不针对其个人

的、泛化性的话题（如社会时事、学校政策变化，等）通常更能在网络上表达其真实观点，但

对于针对其个人的话题（如个人学习态度、恋爱、家庭关系，等）在网络上并不会真实表达，

所以，再强大的微能力也起不到效果。总之，辅导员个人理论“哲学”与新能力的不匹配、冲

突，意味着两者间的不相容，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本文将相容性感知定义为：辅导员认为“微能

力”与其工作需要、内在理念、工作风格等相匹配的程度。同样，考虑到80后辅导员相容性感知

对两种“微能力”形成意愿影响的差异，分两种情况进行考察。提出假设：

H6：相容性感知直接正向影响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 ，即相容性感知程度越高，形成

意愿越强烈。

H7：对于“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相容性感知对80后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有差异。

另外，考虑到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与能力运用水平之间的关系，提出正向关系假设，即微

能力、技术能力、素质能力形成意愿正向影响对应能力的运用水平，如图1中的H8、H9、H10。

依据上述假设与分析，最终形成拓展为3个维度的技术接受模型（TAM）并构造出如如图1所示

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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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性感知

易用性感知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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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能力形

成意愿

素质能力形

成意愿

技术能力

形成意愿
H4

H4

H5

H5

技术能力

运用水平

素质能力

运用水平
H7

H7

微能力运

用水平

H9

H8

H10相容性感知

图1 理论模型

注：图中实线表示基础假设，虚线表示区分“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情形下的假设

Ⅲ. 实证分析

1. 问卷设计、调查与信效度检验

在理论界，从TAM中两个维度（有用性、易用性感知）对各种技术、商品为人所采纳、接受

的研究文献很多，也有不少成熟量表，但具体到本文辅导员“微能力”的感知，暂时还没有成型

的量表。因此，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的内涵，设计出可观测变量，并邀请

有关高校教育专家与心理学专家对问卷进行修正，以及在预调查中结合样本回答情况进行二次

修正，最终得到如表1所示测量题项。

本文调查对象为来自山东济南、青岛、烟台，江苏南京、无锡、苏州等6个地区13所高校的80

后辅导员，共实地发放问卷400份，经过二次回访对问卷回答情况进行确认，得到有效问卷329

份，有效率为82.25%。其中，男性与女性分别为173和156位，比例接近1:1，被访者中超过80%

拥有硕士学历。所有题目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回答，1-7表示“非常不赞同”至“非常赞同”，为避

免因地区差异引起的测量偏误和共同性缺失，将所有样本区分为山东与江苏两组，对每一个指

标观测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未发现有明显差异，故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

进行探索性分析与结构方程拟合之前，需要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检验，Kaiser-Meyer-Olkin

统计量为0.913，巴特莱特球体检验值的伴随概率为0.0001，说明适合探索性分析。按照特征值

大于1的标准进行主成分提取，共提取出6个主成分，累积方法贡献率高达89.2%，说明潜变量能

够较大程度的包含观测变量信息。进一步计算出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R),发现均处于0.7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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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平均抽取方差（AVE）均高于0.5，总之，量表具有较好的组合信度与收敛信度。

表1 测量条目与因子载荷、CR、AVE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测量条目 标准载荷 CR AVE

有用性感知

“技术能力”

有用性感知

拥有“技术能力”让我与学生沟通更加便捷与生动 0.897

0.911

0.875

0.921 0.762学会各种“微”统计软件有助于识别关键信息

玩转“微工具”有助于突破空间、时间限制

“素质能力”

有用性感知

学会了从碎片化语言中识别关键信息，把握学生思

想就更加容易了
0.765

0.702

0.799

0.788 0.587
如果能形成了基于“微语言”的表达、回应能力，则可

以提高对话效率，减少学生抵触心理，增强感染力

对大学生微工具信息运用特征（如）与舆情进行把

握，能够降低微工具对大学生的负面危害

易用性感知

“技术能力”

易用性感知

掌握微信（博）的各种功能并不难，使用也很方便
0.903

0.891
0.941 0.779微信（博）粉丝统计工具与数据分析工具学习、使

用容易

“素质能力”

易用性感知

学会微语言和网络流行词，难度不大

0.788

0.792

0.803

0.819 0.628

学会较自如的从大学生的微语言中发现关键特征，

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很容易实现

通过微工具对大学生形成有效引导与干预的能力，

特别是沟通技巧，难度大

相容性感知

“技术能力”

相容性感知

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能力”使用符合工作需要 0.798

0.813

0.846

0.845 0.679“技术能力”使用符合我的工作理念

“技术能力”使用符合我的工作风格

“素质能力”

相容性感知

在大多数情况下，“素质能力”使用符合工作需要 0.822

0.903

0.876

0.931 0.779“使用能力”使用符合我的工作理念

“使用能力”使用符合我的工作风格

微能力形成

意愿

“技术能力”

形成意愿

我愿意在大学生辅导工作中加强对“技术能力”的学习

与运用
0.689

0.701

0.778

0.776 0.518
我愿意在大学生辅导工作中总是使用“技术能力”

我会强化与他人的交流，以使我的技术能力更强

“素质能力”

形成意愿

我愿意在大学生辅导工作中加强对“素质能力”的学习

与运用
0.823

0.913

0.844

0.910 0.701
我愿意在大学生辅导工作中总是使用“素质能力”

我会强化与他人的交流，以使我的“素质能力”更强

微能力使用

水平

“技术能力”

使用水平

采用微工具与学生沟通已经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方法 0.702

0.761
0.794 0.534

能够熟练使用微工具统计工具

“素质能力”

使用水平

从大学生网络资料（QQ空间、微信朋友圈）中，我

能找出关键信息
0.799

0.840
0.837 0.662

我运用网络沟通方法所取得的效果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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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拟合结果与假设检验

首先，不对“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进行区分，按照表1中的一级维度标准进行结构方程拟

合，得到基本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假设H1、H2、H3、H6全部得到验证。“易用性感知”对“有

用性感知”和“微能力形成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62、0.212，分别在10%、5%水平显著，即

H2、H3成立；“有用性感知”、“相容性感知”对“微能力形成意愿”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374、0.41

3，分别在5%、10%水平显著，即H1、H6成立；能力形成意愿对运用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301，

在5%水平显著，即假设H8成立。从系数大小上看，“易用性感知”对能力形成意愿的综合效应是

0.562×0.374+0.212=0.422，高于有用性感知和相容性感知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广大的

80后辅导员对QQ、微博、微信等微工具的有用性感知是普遍存在的，但决定他们乐于形成相应

能力并在大学生辅导工作中加以运用的关键还是取决于“易用性”与“相容性”的高低，在积极鼓励

高校辅导员提升微能力运用水平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外部支持，既要提升意愿，也要邀请心

理学、网络语言、信息技术等多学科专家进行培训。

图1 基本模型拟合结果

其次，单独考虑80后辅导员就“技术能力”三种感知对形成意愿的影响进行拟合。从图2看发

现，“易用性感知”对“技术能力形成意愿”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235，在10%水平不显著，对“有用

性感知”的作用系数为0.279，在10%水平显著，这表示在微工具技术能力形成意愿上，80后辅导

员并不关注能力形成所面临的难度，因为他们同样是QQ、微信、微博的主要使用者，在某种程

度上而言，使用的熟练程度、时间长度还要高于90后大学生，所以绝大多数辅导员在微工具的

使用上娴熟程度较高，即使是那些相应专业统计软件，对拥有较高高学历的80后辅导员也并非

难事。“有用性感知”、“相容性感知”对技术能力形成意愿作用系数为0.536、0.612，在5%、1%

水平显著，当今高校中的年轻辅导员微工具技术能力形成意愿高低关键取决于“他们认为主要采

用微工具来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舆情引导以及其他日常事务时，这些微工具使用到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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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起到好的效果，以及是否与自身的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内在理念符合”。

再次，就素质能力的三种认知对能力形成意愿进行拟合，如图3所示。“易用性感知”对“素质

能力形成意愿”、“有用性感知”的作用系数为0.671、0.258，且均在5%水平显著，“有用性感知”

对“素质能力形成意愿”的作用系数为0.109，在10%水平不显著。这验证了本文在理论假设中的

观点，对于辅导员来说，运用微工具本身也许并不是件难事，利用已有的统计分析工具找出关

键指标（如公众人物、热帖）也比较容易，关键在于对大学生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及微博上

的发布内容及回帖进行有效诊断，从而识别出关键信息及学生认知倾向，并要利用包括网络语

言在内的沟通技巧加以正确引导，从而实现有效干预的目的，显然，这种能力的有用性是深入

人心的，但是，其形成也许是一个充满艰辛与曲折的过程，在短期内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困难，

即易用性不高，如果辅导员没有足够的毅力去坚持形成这种能力，必然致使运用水平不高，而

且还会使辅导员认为这些能力的有用性很低。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认为对于微工具使用的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有用性与易用性感知

所带来的能力形成意愿作用是不同的，对于技术能力形成意愿，80后辅导员主要关注其是否对

工作有显著帮助，对于素质能力形成意愿，则主要关注其形成与运用的难度，假设H4、H5得到

验证。另外，相容性感知对技术能力与素质能力形成意愿的影响均至少在5%水平显著，说明作

用没有差异，假设H7被否定；图2、图3中，技术与素质能力形成意愿均对运用水平产生了显著

正向影响（0.162和0.408），假设H9、H10得到验证。

图2 “技术能力”形成意愿模型拟合结果 图3 “素质能力”形成意愿模型拟合结果

Ⅳ. 结论

本文将相容性感知纳入研究框架，形成拓展的技术接受模型（TAM），实证检验了有用性、

易用性、相容性感知在80后辅导员信息化“微能力”形成意愿中的作用，结论认为：80后辅导员

“微能力”形成意愿存在结构性差异，对于微博、微信、QQ等微工具以及相应统计软件的使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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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技术能力）上，形成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有用性感知”，在对大学生“微信息”进行甄别、研判

及干预能力（素质能力）上，形成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易用性感知”，并且在两类能力形成意愿

上，“相容性感知”总存在着显著影响，即辅导员自身的工作风格、性格特征、内在理念发挥着

重要意愿形成作用。结合研究结论与笔者认知，提出以下意见：

一是要健全辅导员评价体系，将“微能力”纳入工作考评范畴。“微时代”中的高校辅导工作，

较以往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学生善于且乐于在网络空间中表达自

己真实的想法，因此辅导员形成较高的“微能力”可有效提高工作水平与效率，使高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及就业、课外竞赛等一系列指导工作实施效果更高。本文研究结论指出，有用性、

易用性、相容性感知对辅导员微能力形成意愿有着重要作用，但是，这只是从个体能动性视角

作出的考虑，作为外部因素，高校应优化辅导员考核细则，通过面试、笔试以及学生评价等多

种手段，对其微能力作出考核，对辅导员形成一种逼迫机制，促使其克服客观困难，增强其信

息化教育与实践的理念认同意识。

二是加大外部支持，提高辅导员对微技术的有用性、易用性、相容性感知水平。在技术能力

上，可邀请来自于腾讯、新浪等信息技术企业专家以及计算机、信息网络方面的专业教师对辅

导员进行培训，使他们充分掌握微工具的每一项功能及相应的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在素质能力

上，通过舆情专家与教育专家提高辅导员对微环境下网络舆情的认识与研判水平[7]，提高辅导

员对大学生“媒介化”引导的能力。依托于这些培训活动，既直接向辅导员群体从技术层面介绍

了微工具的强大作用，增强有用性感知水平，也大大降低了辅导员微能力形成与运用过程中的

障碍，提高了易用性感知。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每个辅导员的知识背景、工作特点与性

格有所不同，统一标准的培训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因此，团委等职能部门应对辅导员的上述指

标进行把握，并与专家进行商议，尽可能的将培训方案分类与细化，争取做到对所有辅导员的

契合，以提高相容性感知。

三是提倡辅导员“微能力”使用的均衡性原则。微时代中，各种通信技术使用的异化已经相当

普遍，手机控、微博控、微信控等各种控已经奴役了很多青少年。作为80后辅导员，其工作职

称之一就是要正确引导比他们小十岁左右的90后大学生避免陷入各种“控”，但如果辅导员自身

就属于各种“控”，尽管他们对微工具的应用及各种沟通方式水平非常高，也与提倡“微能力”的初

衷南辕北辙，因此，辅导员微能力形成中应深刻意识到“微”的本质，明确过度与滥用“微工具”所

引起的危害，不能将工作需要当作无目的性“刷微信”、“聊QQ”、“发、转、评）微博”的理由，

避免陷入大学生对辅导员的逆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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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바링허우(80后) 대학 상담사 정보화 ‘마이크로 역량’의

의사 형성에 관한 연구

闫 芳

본 연구는 지각된 유용성, 지각된 용의성 그리고 지각된 호환성을 포함한 확장된 기술

수용모형(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을 기반으로 세 가지 형태의 지각이 중국

신세대 바링허우(80后) 대학 상담사의 ‘마이크로 역량’의 의사 형성에 대한 효과를 분석하

고 확인하고자 하였다. 분석 결과 바링허우(80后) 대학 상담사들의 ‘마이크로 역량’ 의 의

사 형성에 구조적인 차이가 있는 것으로 나타났다. Weibo, wechat, QQ와 같은 채팅 어플

리케이션 및 관련 통계 소프트웨어 사용 능력의 의사 형성에는 지각된 유용성이 유의한

영향을 미치는 것으로 나타났고, 대학생 채팅 정보에 대한 선별, 연구 및 개입 능력의 의

사 형성에는 지각된 용의성이 유의한 영향을 미치는 것으로 나타났다. 두 가지 능력의 의

사 형성에 지각된 호환성이 매우 큰 유의한 영향을 가지는 것으로 나타났다. 즉 대학 상담

사의 업무 방식, 성격 특징 및 내재적 이념이 의사 형성에 중요한 작용을 발휘하는 것으로

밝혀졌다.

키워드: 바링허우(80后) 대학 상담사, 마이크로 역량, 의사 형성, 기술수용모형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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