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高校共青团B站不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也是情

感交流、情感建立、情感互动的场域。但现有研究仍缺乏对高校共青团B站用

户情感交互意愿影响因素及其机理的深入探索。本研究以刺激—有机体—反

应（SOR）理论框架和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探究了“信息生态系统（S）—用户

情感卷入（O）—用户情感交互意愿（R）”的影响机理以及用户情感卷入影响

其情感交互意愿的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共青团B站构建的信息生

态系统对用户情感卷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情感卷入对情感交互意愿有显著正

向影响；情感卷入在信息生态系统与情感交互意愿的关系中起着显著中介作

用；数字素养在情感卷入与情感交互意愿的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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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网络育人能

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1］。2023年10月，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联合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指出，高校基

层团组织要牢牢把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深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格局中发挥主力军作用［2］。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做好高校共

青团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成为当前一个重大课题。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个情感交互的过程［3］，增强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是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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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可持续开展的基础。当今，数量庞大的高校青年群体凝聚在共青团社交媒体账号周围，他

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评论、点赞、转发等功能实现形式多样的信息和情感交互。通过促进用

户之间开展这种有意义的沟通，能够深入推动主流价值观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增进青年群体

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从而提升高校共青团的思想引领力。

社交媒体是用户建立网络、分享信息或情感的平台。目前，虽然已有大量开展互联网用户

交互机制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研究不足：（1）多聚焦于互联网用户信息交互意愿［4］与信息

交互行为［5］的影响因素探索，缺乏对用户情感交互意愿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研究；（2）现有研究认

为用户的社交网络结构［6］、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内容要素［7］以及技术特征与环境氛围［8］等外部因

素均会对用户情感交互意愿产生正向影响，鲜有探究用户心理要素对其情感交互意愿的影响研

究；（3）以往研究也较少考虑影响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能力要素，缺乏对具备什么能力特质的用

户才会被激发出更强烈的情感交互意愿的探索。

当今，在众多新兴数字媒介中，B站作为内容和表现形式鲜活、功能强大的社交媒体，备受

青年群体青睐。高校共青团利用B站平台逐步形成了用户群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重合、

拟态空间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场域共生的新型发展格局。因此，本研究以高校共青团B站

作为研究情境，采用SOR理论框架检验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

件。通过促进高校青年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形成情感共振与心灵共鸣，凝聚思想共识，有效提

升高校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一、研究框架与理论基础

（一）社交媒体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相关研究

在现今技术条件下，社交媒体塑造的全新“拟态环境”已经具备了强烈的情感交互性，学界进

而围绕有效激发用户利用社交媒体积极进行情感表达、交互与共享的影响因素展开了深入探

索。比如，林（Lin）等通过探究Facebook用户的社交网络结构与其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发现拥

有较大网络密度的Facebook用户具有更加强烈的情感表达意愿［9］；陈忆金等研究发现，包括新闻

故事、采访、人物等多种新闻视频的内容要素均对B站弹幕用户的“情感表达的针对性”“情感倾向

的交互性”和“情感交互的实时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0］；纪雪梅等研究发现，在线健康社区情境

中，健康话题价值性、感知平台有用性、社区群体联结、社区群体认同等均对用户情感交互意愿产

生正向影响［11］。然而，从总体来看，已有研究都仅从外部因素的视角展开用户情感交互意愿影响

因素的探索，尚未深入探究用户心理要素与能力要素等关键个体特质对其情感交互意愿的影响。

（二）SOR理论框架

SOR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精简、结构化的理论视角，用来探索个体所经历的外部刺激对他

们内部心理状态的影响以及个体随后的行为反应［12］。这一框架包括刺激、有机体与反应三个

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机体的心理要素在探索外部刺激对行为反应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

作用。用户的情感交互是一个复杂的行为过程，必然会受到各种刺激因素的影响并经由一定的

心理加工过程，形成相应的情感和行为倾向。由此，本研究采用SOR理论框架，立足于高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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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B站这一社交情境，深入揭示当社交媒体用户面对信息生态系统刺激时，会产生何种心理

状态并形成情感交互意愿的作用机制。

1. 社交媒体的信息生态系统

信息生态理论强调，信息生态系统是信息人与信息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由具有

信息行为能力的信息人、信息技术、信息内容与信息环境共同组成［13］。在SOR理论框架中嵌入

信息生态理论能够发现外部刺激对用户信息交互意愿的影响［14］。高校共青团B站情境构成了

一个信息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其中信息发布者（信息人）、社交话题（信息）、社交环境（信息环

境）和信息技术的和谐发展可能会激发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由此，本研究引入信息生态理论

探究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影响因素。

具体来看，作为信息发布者的高校共青团B站是用户情感交互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引领用户情感的走向；社交话题是用户探讨与交流的对象，用户对话题的偏好度、关注度与话题

本身的价值都可能影响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从社交环境来看，高校共青团B站要营造出和谐

融洽的社交氛围，实现群体的情感交互；信息技术能够提供友好型的系统操作界面和环境，从而

促进用户情感交互。由此，本研究运用信息生态理论将信息发布者、社交话题、社交环境与信息

技术作为情感交互意愿的外部刺激要素展开深入探讨。

2. 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卷入

在SOR理论框架中，有机体作为中介变量代表个体的心理状态，包括认知状态与情绪状

态。在社交媒体情境中，信息生态系统可能会通过刺激用户的情绪状态最大限度提升用户的情

感交互意愿。情感卷入是个体内在的情感唤醒程度，强调用户的感觉和情绪状态［15］。徐孝娟

等将情感卷入引入SOR理论框架中，探究社交媒体用户受到外部环境刺激后产生的内在情绪

状态，研究发现，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人、信息内容、信息环境和信息技术都会对用户的情感

卷入产生积极影响［16］。由此，本研究将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作为一个重要的心理

状态来探究社交媒体信息生态系统对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影响。

3. 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

SOR理论框架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应，本研究中的反应部分是指社交媒体用户受到信

息生态系统刺激后产生的行为结果，即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情感交互意愿指社交媒

体用户在未来通过高校共青团B站与其他用户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的一种意愿，反映了社交媒

体用户与其他用户产生情感交互的可能性，而用户的行为意愿往往是其实际行为的有效预测因

子［17］，因而本研究使用行为意愿来代表用户的实际行为。由此，本研究将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

作为SOR理论框架中的反应部分。

（三）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是数字化情境下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形成的数字知识、数

字意识和数字能力的综合体。具备数字素养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能够在数字社会伦理道德的约

束下，通过个体自我调控和社会共享调节合理、有序地开展信息资源、认知、情感等多方面交互，

形成稳健的社会连接网络［18］。数字素养不同的个体在使用网络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体验会有所

差异，数字素养较高的个体往往有更深刻的情感体验并擅于表达与交流情感，数字素养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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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往往缺乏在虚拟空间体验、表达与交流情感的能力，这映射出社交媒体用户数字素养的不

同可能会造成其情感交互意愿的差异。因此，本研究也将数字素养作为重要变量，检验其在情

感卷入对用户情感交互意愿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

二、研究假设

（一）社交媒体信息生态系统与情感卷入

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生态系统，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信息生产和情感流动，深刻影

响着用户情感交互的形式和深度［19］。在社交媒体情境下，用户不是孤立存在的，有相同兴趣爱

好的用户之间通过交换情感能量，寻找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交环境可

以划分为群体联结和群体认同。群体联结是指用户间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强度可以用来衡

量个体间的社会距离，而建构水平理论认为，近的社会距离能够提高互动双方的熟悉度，使个体

有更高的情感卷入［20］；群体认同是个体对其所属群体身份的知觉及其所付诸于此群体身份上

的价值与情绪［21］，其实质是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而自我分类理论认为，群

体身份将驱动并影响群体成员的情绪抒发与表达［22］，这会强化群体成员的情感卷入。高校共

青团B站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交环境，用户通过强化群体联结，逐步形成群体认同，进而产生对

群体的情感卷入。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社交环境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即社交环境的群体联结与

群体认同均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

共同关注的社交话题和以数字平台为媒介的互动可以令人们产生精神共鸣，这就使得社交

媒体可以通过话题汇聚人们的情感表达。第一，吸引力模型认为，用户对互动对象的选择与彼

此间信息的契合度联系密切［23］。比如，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在解码信息发布者共享的视觉元

素主题时，当用户感知到信息发布者的价值观、审美、兴趣与自身具备较高相似度时，就更易于

产生相互吸引，并进一步激发用户的情感卷入［24］；第二，当社交媒体用户感知到话题的有用性、

易用性等信息价值程度高或低时，会刺激他们产生欣喜、平静、期待或烦躁、疑惑、愤怒等正面或

负面情感［25］。高校共青团B站通过创建与发布符合当代青年思想价值、情感需求以及认知规

律的话题内容，增强高校共青团B站的思想引领力、文化向心力和群体感召力，就可能引发青年

用户的情感卷入。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社交话题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即社交话题的相关度与价

值性均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

信息发布者凭借较强的响应力、渲染力与引导力等优势，能够形成以其为群体中心的社交

网络和较高的人气关注度，因而极易唤起信息接收者正向的情感效应。从响应力来看，信息发

布者对用户关注的信息内容的响应速度会左右用户对事件的关注程度和情感倾向，且这种响应

力越强，越有利于激发用户的情感卷入［26］；从渲染力来看，带有情绪渲染的信息能够通过富有

表现性的情感抒发进行情感输出，唤起用户的情感共鸣与情感卷入［27］；从引导力来看，信息发

布者的引导力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体验具有导向作用，有利于引发用户的情感卷入，实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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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发布者与用户在情感上的互融互通［28］。高校共青团B站在主流价值观传播的过程中，响应

能力强，承载的情感力量厚重，在青年群体中发挥着强大的舆论引领力，这些都可能令青年群体

产生积极的情感卷入。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c：信息发布者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即信息发布者的响应力、

渲染力与引导力均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

社交媒体作为当代社会交往的叙事基础设施，凭借其精心设计的技术架构，例如设置转发、

点赞、评论以及表情包等信息技术工具与情绪标签，形成了便于用户间相互引用、模仿与共情的

情感机制，有效激活了用户的情感表达意愿。社交媒体界面的核心是“移动”，用户的感知移动

性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的愉悦度、唤醒度及满意度等情感体验［29］；信息技术能够为用户参

与情感劳动提供有效服务，进而带来可共情的感知体验，这一共情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卷

入［30］。高校共青团B站利用信息技术的移动性与服务性激发用户的情感唤醒与共情体验，就

可能令用户产生深层次的情感卷入。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d：信息技术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即信息技术的移动性与服

务性均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卷入。

（二）情感卷入与情感交互意愿

“感知—情感卷入—行为意愿”理论模型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情感卷入作为激发

行为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在该理论模型中起中介作用［31］。任何在线交流都不仅限于信息之

间的互换，它需要情感卷入和情绪认可，从而激发网络互动者的情感表达［32］。用户的情感卷入

是情感交互意愿发生的前因，对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具有直接预测作用。比如，陈忆金等通过

分析B站视频弹幕发现，用户进行实时情感交互的行为与用户情感卷入度有密切联系，用户的

情感卷入度越高，产生情感交互意愿的可能性就会越高［33］；贾薇等通过探究用户参与情境下心

理契约对用户价值创造的影响发现，在用户参与企业活动过程中，当企业关心、呵护用户时，用

户受到激励，就愿意在参与中卷入情感因素，与企业进行情感互动［34］。高校共青团B站在进行

主流价值观传播过程中，通过情感召唤、情感动员等策略给用户带来深刻的情感体验，引导青年

群体在情感层面的高度卷入，就可能会激发他们正向的情感表达和积极的情感交互。由此，提

出如下假设：

H2：情感卷入显著正向影响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

（三）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

数字素养由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和实时思考技

能六个方面组成，它既包括以数字使用技能为主的工具维度，又关涉认知、情感和社交等方面的

价值维度［35］。不同社交媒体用户数字素养的差异会显著影响个体情感表达意愿的程度。比

如，德罗西耶（DeRosier）等采用实验法研究发现，当青少年参与数字游戏获得相应的数字社交

技能后，其接受感情与表达情感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36］；朱莎等在探究数字素养对在线环

境下学生协作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时发现，数字素养高水平组的学生在协作解决问题时更注

重与他人建立积极的情感链接［37］；黄伟等也认为，数字技术发展为个体间的交流提供了新的

方式和平台，带来新的情感表达途径，帮助“信息贫困者”提升数字素养，能够有效促进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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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交互［38］。由此，本研究认为，青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差异会显著影响他们以数字化形式进行

情感交流的能力，因而在用户形成情感卷入后，数字素养高的用户可能具有更高的情感交互意

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素养在情感卷入与情感交互意愿之间的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基于SOR理论框架，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研究认为，高校共青团B站所打造的

信息生态系统（刺激）会使用户产生情感卷入（有机体产生的心理状态），进而提升用户情感交互

意愿（行为反应）。其中，社交环境、社会话题、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技术是反映信息生态系统的四

个解释变量；情感卷入是反映用户心理状态的中介变量，而数字素养对用户情感卷入与情感交

互意愿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信息生态系统
社交环境
群体联结
群体认同

社交话题
相关度
价值性

信息发布者
响应力
渲染力
引导力

信息技术
移动性
服务性

情感卷入

数字素养

情感交互意愿

刺激（S） 有机体（O） 反应（R）

图1 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情感交互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涵括了B站平台已有的全部高校共青团账号名目，截至2023年10月10日24时筛选

认证情况为“官方认证”的账号共85个。本研究对全国85个高校共青团B站号的用户进行了问

卷调研。首先，随机选取了湖北省5所高校95名本科生展开了小范围的预调研，回收有效问卷

83份，结果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其次，在研究团队中遴选了15位研究人员通过问卷

星平台、微信群、QQ群于2023年10月15日—11月30日面向全国85个高校共青团B站的用户发

放电子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975份。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显示，在性别方面，男性占

52%、女性占48%；在年龄方面，18岁以下的用户占7.9%、18—23岁占35.8%、24—29岁占25.6%、

30—35岁占17.5%、36岁及以上的占13.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博士研究生占6.9%、硕士研究生

占17.5%、本科生占67.9%、专科生占7.7%；每日B站使用时长方面，使用时长在20分钟及以下的

人数占4.7%、21—40分钟的占15.0%、41—60分钟的占42.1%、1小时以上的占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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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的测量

社交环境、社交话题、信息发布者、信息技术、情感卷入、数字素养与情感交互意愿是本研究

主要关注的7个变量。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参考现有量表，对英文量表采用回译方法。借鉴李

（Lee）等（2001）［39］的研究构建了群体联结量表，共3个题项；借鉴塔杰费尔（Tajfel）等（1986）［40］

的研究构建了群体认同量表，共3个题项；借鉴纪雪梅等（2022）［41］的研究构建了社交话题的相

关度与价值性量表，各有3个题项；信息发布者的响应力、渲染力、引导力测量借鉴邓春林等

（2023）［42］的研究成果构建，其中响应力与渲染力各有4个题项，引导力有3个题项；信息技术的

移动性与服务性测量借鉴陈明红（2020）［43］等的研究成果构建，各有4个题项；借鉴蔡奇科夫斯

基（Zaichkowsky）（1994）［44］的研究构建了情感卷入量表，共4个题项；数字素养测量借鉴沈鹏熠

等（2022）［45］的研究构建，共3个题项；情感交互意愿测量借鉴周涛（2019）［46］等的研究构建，共3

个题项。量表中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完全不赞同=1，不太赞同=2，一般=3，比较

赞同=4，完全赞同=5。代表性题项如表1所示。考虑到用户个人特征对情感交互意愿可能存在

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每日B站使用时长作为控制变量，控制这些因素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

表1 量表的代表性测量题项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社交环境

社交话题

信息发布者

信息技术

情感卷入

数字素养

情感交互意愿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群体联结

群体认同

相关度

价值性

响应力

渲染力

引导力

移动性

服务性

题项

我与高校共青团B站中的其他用户交流频繁

高校共青团B站的使用能让我获得归属感

我在高校共青团B站经常可以浏览到我感兴趣的话题

我认为高校共青团B站发布的大多数话题内容是有用的

我认为高校共青团B站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很快

我认为高校共青团B站的情感表达与氛围营造能力强，对我的情绪
影响大

高校共青团B站的设置议程与价值取向会影响我的情感判断

我可以随时随地浏览高校共青团B站

高校共青团B站为我与其他用户的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我浏览高校共青团B站时经常会看到一些令我情绪激动的内容

我能熟练使用高校共青团B站的链接分享、导航按钮、菜单和搜索
等功能

我愿意在高校共青团B站里分享自己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

因子载荷

0.900***

0.801***

0.807***

0.791***

0.856***

0.934***

0.844***

0.815***

0.877***

0.878***

0.799***

0.807***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使用MPLUS8.3与SPSS2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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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00）估计法，检验了信息生态系统与情感卷入、情感卷入与情感交互意愿之间的直接效

应，以及数字素养的调节效应与情感卷入的中介效应。

（一）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由表2可知，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818—0.901之间，CR值介于

0.818—0.901之间，均大于0.7这一最低门槛要求，表明量表整体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检验。首先，本研究借鉴的是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保证了测量量表的内容效度；

其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X2/df=1.383，RMSEA=0.027，CFI=0.976，TLI=0.973，SRMR=

0.028，这表明测量模型充分拟合；再次，由表1和表2可知，各变量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

荷值介于0.742—0.934之间，均大于0.7且高度显著，所有潜变量的AVE值介于0.601—0.753

且均大于0.5，CR值介于0.818—0.901之间，均大于0.7。综合来看，量表整体具有较好的聚敛

效度；最后，由表2可知，每个潜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间的相关

系数，这反映出测量量表的区别效度良好。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应对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运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法进行了检验。第一，将7个变量

的测量题项全部输入SPSS29.0中展开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二，采用Promax旋转的主轴因子分

析，结果显示，第一个未被旋转的最大成分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7.647%，低于临界标准40%。

由此判定研究数据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明显，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2 相关系数、信度及区别效度的分析结果

潜变量

群体联结

群体认同

相关度

价值性

响应力

渲染力

引导力

移动性

服务性

情感卷入

数字素养

情感交互意愿

Cronbach’sα

CR

AVE

注：对角线上加粗的值为AVE的平方根，左下部分为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1

0.868

0.535

0.154

0.221

0.058

0.014

0.159

0.086

0.119

0.359

0.282

0.249

0.901

0.901

0.753

2

0.796

0.129

0.137

0.083

0.119

0.160

0.109

0.162

0.358

0.276

0.281

0.838

0.838

0.633

3

0.781

0.339

0.108

0.107

0.090

0.094

0.149

0.401

0.185

0.243

0.823

0.824

0.610

4

0.781

0.125

0.097

0.080

0.140

0.136

0.377

0.188

0.246

0.823

0.824

0.610

5

0.824

0.397

0.339

0.173

0.196

0.352

0.172

0.145

0.894

0.894

0.679

6

0.829

0.368

0.119

0.177

0.348

0.222

0.216

0.896

0.897

0.687

7

0.815

0.148

0.123

0.415

0.267

0.217

0.855

0.856

0.664

8

0.806

0.444

0.417

0.281

0.309

0.881

0.881

0.650

9

0.808

0.444

0.220

0.281

0.881

0.882

0.653

10

0.823

0.462

0.615

0.892

0.894

0.678

11

0.775

0.549

0.818

0.818

0.601

12

0.779

0.824

0.822

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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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模型检验

为了深入探究信息生态系统、情感卷入及情感交互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首先构建

了情感卷入变量中介作用路径模型（模型1），并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1中，再将数字素养变量纳

入其中构建调节作用路径模型（模型2）。在模型2中，数字素养调节了情感卷入与情感交互意

愿的关系。模型1和模型2中各个变量均取测量题项的平均值。

表3 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结果

假设路径

直接效应

H1a: 社交环境→情感卷入

群体联结→情感卷入

群体认同→情感卷入

H1b: 社交话题→情感卷入

话题相关度→情感卷入

话题价值性→情感卷入

H1c: 信息发布者→情感卷入

响应力→情感卷入

渲染力→情感卷入

引导力→情感卷入

H1d: 信息技术→情感卷入

移动性→情感卷入

服务性→情感卷入

性别→情感交互意愿

年龄→情感交互意愿

受教育程度→情感交互意愿

每日B站使用时长→情感交互意愿

H2: 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数字素养→情感交互意愿

调节效应

H3：情感卷入×数字素养→情感交互意愿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模型1

β

0.340***

0.206***

0.345***

0.207***

0.207***

0.149***

0.195***

0.298***

0.241***

0.036

-0.034

-0.002

-0.021

0.545***

标准误

0.041

0.049

0.040

0.043

0.037

0.034

0.038

0.036

0.038

0.082

0.039

0.066

0.049

0.036

模型2

β

0.340***

0.206***

0.345***

0.207***

0.207***

0.149***

0.195***

0.298***

0.241***

0.033

-0.009

-0.016

-0.008

0.277***

0.273***

0.319***

标准误

0.041

0.049

0.040

0.043

0.037

0.034

0.038

0.036

0.038

0.077

0.036

0.062

0.046

0.037

0.039

0.039

由表3可知，在情感卷入中介作用模型中，社交话题、社交环境、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技术对情

感卷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用户情感卷入对情感交互意愿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高校

共青团B站打造的信息生态系统有利于促使用户产生情感卷入，而用户情感卷入度越高，其情感

交互意愿越强烈。由此，假设H1a、H1b、H1c、H1d和H2均得到验证。同时，表3还显示用户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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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对其情感卷入与情感交互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成立。此外，由图2可知，数字素养高的斜率

大于数字素养低的斜率，这表明用户产生情感卷入后，数字素养高的用户具备更强烈的情感交互

意愿，即数字素养可以强化情感卷入对情感交互意愿的正向影响。由此，H3得到验证。

情
感
交
互
意
愿

低情感卷入 高情感卷入

低数字素养
高数字素养

图2 数字素养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情感卷入的中介作用，在控制用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每日B

站使用时长之后，检验结果表明，情感卷入在群体认同与用户情感交互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显

著且为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情感卷入在群体联结、话

题相关度、话题价值性、响应力、渲染力、引导力、移动性及服务性与情感交互意愿之间的中介效

应显著且为完全中介作用（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而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情

感卷入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中介效应结果（Bootstrap=5000）

中介路径

群体联结→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群体认同→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话题相关度→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话题价值性→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响应力→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渲染力→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引导力→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移动性→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服务性→情感卷入→情感交互意愿

直接效应

效应值

0.024

0.092

0.020

0.057

-0.647

0.025

-0.033

0.062

0.023

95%置信区间

［-0.050，0.097］

［0.012，0.172］

［-0.059，0.100］

［-0.025，0.139］

［-0.148，0.019］

［-0.050，0.100］

［-0.118，0.053］

［-0.016，0.140］

［-0.057，0.104］

间接效应

效应值

0.170

0.169

0.206

0.192

0.202

0.155

0.222

0.194

0.222

95%置信区间

［0.123，0.221］

［0.121，0.222］

［0.156，0.261］

［0.143，0.244］

［0.149，0.263］

［0.109，0.205］

［0.165，0.284］

［0.145，0.248］

［0.172，0.281］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为了考察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本研究依托SOR理论框架和信息

生态理论，对“信息生态系统—用户情感卷入—用户情感交互意愿”这一过程机制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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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了高校共青团B站所营造的信息生态系统影响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路径模型，证实了用户

情感卷入的中介作用和用户数字素养的调节作用。

第一，信息生态系统会对用户情感卷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再次验证了情感认知

理论的基本观点，用户的情感卷入产生于对外部刺激的认知与评价。情感卷入反映了用户对外

部刺激的关注程度，当用户感知到高校共青团B站所营造的信息生态系统能够满足自身多元化

需求时，就会给用户带来情感体验并激发情感层面的卷入。

第二，用户情感卷入对其情感交互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影响个体

行为意愿、行为方向、行为强度和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情感卷入是引发个体行为的重要情绪

动机［47］，这种动机会促使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情感，从而有效提升他

们的情感交互意愿。

第三，情感卷入在信息生态系统与情感交互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高校共青团B

站打造的公共情感空间能够有效唤起用户的情感卷入，加深其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从而产

生积极的情感交互意愿。本研究验证了SOR理论框架对于用户情感交互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的

适用性，并进一步揭示了信息生态系统对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内在作用机制，证实了用户的情

感卷入具有良好的传导效应，是激发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重要通道。

第四，数字素养显著正向调节了情感卷入与情感交互意愿之间的关系。数字鸿沟理论

认为，不同个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目前，青年群体之间

也存在数字素养鸿沟，数字素养高的用户具备更强的数字技术素养、自我表达能力与互动交

往能力［48］，能够更快速、高效地在高校共青团B站打造的在线社交场域中使用数字工具进行情

感交流与互动。这一结论廓清了信息生态系统发生效力的理论边界，澄明了用户更高的数字素

养更有可能引起他们强烈的情感变化，从而有效激发其情感交互意愿。

针对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从高校共青团B站、B站平台与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三重视角出

发，进一步提出提升用户情感交互意愿的对策建议，具体如下。

首先，高校共青团B站应为青年用户营造一个良好的情感交流场域，构建有时代热度、人文

温度、思想深度、情感厚度的网络育人阵地。一是高校共青团B站应通过丰富互动渠道，构建平

等友好的社交环境，提升用户对共青团B站的归属感；二是应“用心用情”发布更多与用户有关

的优质社交话题；三是应加强权威信息的及时主动转发，并实现与用户的实时互动。同时，还应

利用情感话语表达创设共情情境，赋予主流价值文化传播深厚的情绪渲染力，引导用户形成正

确的思想认知体系；四是应着力关注用户的情感卷入，为用户创造积极的情感体验，满足其多样

化的情感需求，提升用户的情感交互意愿。

其次，B站平台应充分发挥移动技术优势，为青年用户打造充满个性化气息的情感交互服

务环境。B站平台应积极搭建以主流价值文化为核心的移动智能终端，并充分考虑平台界面对

青年用户的友好性，便于他们搜索和获取所需信息；同时，深入调研青年用户的情感需求，精心

设计青年用户情感互构和话语交流的专属板块和栏目，使他们可以通过弹幕、评论、投币、定制

表情包等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其中，通过提升B站平台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为青年用户提供一个

良好的情感交互环境，激发青年用户的情感凝聚及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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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高校共青团B站用户应全面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利用好B站平台实现与其他用户

积极的情感交流与互动。青年用户应增强数字思维、数字认知和数字技能，提升自身的数字胜

任力以及在数字媒介构成的虚拟环境下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的能力；同时，也应充分利用B站

平台打造的开放数字空间，主动与其他用户建立情感联系，通过数字用户彼此间的相互感染、共

情与模仿，促进青年群体对主流价值文化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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