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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社交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浪潮，极大地丰富了大众的生活体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但与此

同时，也为大众带来了一系列信息焦虑的挑战。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在当前移动社交媒体的背景下，大众

所面临的信息焦虑现状、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当前对于此类焦虑所采取的干预策略的研究动态。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本文旨在全面评述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大众信息焦虑的研究进

展，分析国内外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并提出相

应的建议，为解决大众在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焦虑问题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思路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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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social media has greatly enriched the public’s life experience and 
provided unprecedented convenie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brought a series of information 
anxiety challenges to the public.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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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xiety faced by the publi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bile social media, the deep-seated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trends of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this kind of 
anxiety.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ublic information anxiety in the mobile social me-
dia environment and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
ing suggestions to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ideas and strategies for solving the information 
anxiety of the public in the mobil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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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科沃发布的 2023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指南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跃升 10.67 亿，

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5.6%，在庞大的网民群体中，移动社交媒体用户占比 95.13%，“全民社交”的现象

越发突出(社交媒体管理平台 KAWO 科握，2023)。其中，微信作为当代最受欢迎的社交软件之一，具有

庞大的用户群体。根据《2023 年微信年度报告》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底，微信用户已达 12 亿。微

信承载着个体与家人、老师、朋友、同学沟通交流的功能，并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服务向用户传播一

定的科学信息和学习资料，在用户的个人生活和学习生活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移动社交

媒体的普及和微信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用户所面临的信息压力也日益显著。冗杂的微信消息、频繁的

公众号推送等，导致信息爆炸，使得用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筛选和处理这些信息。这种信

息过载的现象不仅影响了用户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信息焦虑的问题。因此，深入研究移动社交媒体

环境下的用户信息焦虑现象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了解用户所面临的信息焦虑现状、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以及当前所采取的干预策略，研究可以为社交媒体平台提供设计上的改进建议，帮助用户更好地应对信

息过载和信息焦虑问题。同时，这也将推动高等教育心理健康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政策制定等多个领

域的发展，为构建更加健康、和谐的社交媒体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2. 关于信息焦虑的概念和类型 

2.1. 信息的概念 

哈特莱在《贝尔信息电话》上发表的论文“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中最早对“信息”一词作出

明确定义，他认为信息是指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Hartley, 1928)。对“信息”一词作出最高概括性和

最大外延的规定的是香农(C.E. Shannon)，他提出信息熵，并指出信息是用于降低或消除不确定性的要素

(Shannon, 1948)。对于信息的定义，国内权威学者则认为信息是经过一系列处理，以可检索的形式存储的

数据(陈庄等，2021)。综上所述，信息是为了消除不确定因素而出现的、具有新内涵的可检索数据。 

2.2. 焦虑的概念 

对于焦虑的定义最早起源于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之父 Kierkegaard 最早提出了有关焦虑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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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阐述，他认为“焦虑是面对自由的晕眩(dizziness of freedom)，是被缠绕的自由”，在他的观点中焦虑

是随着自我意识形成和自由选择的意愿的出现而产生(Kierkegaard, 1981)。在心理学大词典中，焦虑是指

当个体面临难以克服的障碍或无法实现的目标，引发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削弱，致使失败感和内疚感累积

而形成的紧张、不安的情绪状态(朱智贤，1989)。除此之外，据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心

理学基础》的权威定义，焦虑是一种因遭遇不顺心因素所触发的消极情绪反应，它主要源于对潜在危险

或威胁或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却感到力不从心的强烈预期和内心困扰。综上所述，焦虑，作为一种错综复

杂的心理现象，通常体现在对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过度关注、持续的紧张状态以及对潜在风险的恐惧之

中。在移动社交媒体中，有一类用户极具特殊性，即研究生群体。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显示，研究生心理

健康问题越发凸显(傅小兰等，2021)，尤以焦虑现象为主，在研究生的日常生活中，焦虑的存在是普遍而

常见的，一旦焦虑的程度超出正常范围或持续时间过长，它可能演变为一种心理障碍，对个体的心理健

康和日常活动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Gin et al., 2021)。 

2.3. 信息焦虑的概念 

信息焦虑的研究历史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其发端可归结于信息媒介焦虑的初步探讨。在这一

阶段，学者们基于信息载体的差异性，对信息焦虑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涵盖了计算机焦虑(Muhammad, 
2017)、图书馆焦虑(Jacobson, 1991)和互联网焦虑(Presno, 1998)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为后续深入理解信

息焦虑的本质与影响奠定了基础。 
信息焦虑(Information Anxiety)一词最早由沃尔曼在 1989 年的著作《信息焦虑》中提出。他认为信息

焦虑是由于个体获取信息的速度与信息更新速度无法一致而产生的焦虑情绪，“由于在我们真正能够理

解的信息与我们认为应该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着持续增长的鸿沟，对信息的焦虑感就产生了”，即当人

们面对海量信息时，获取信息的速度与信息更新的速度无法保持一致时，个体会产生错失情绪、缺少足

量信息而产生的焦虑感等不安情绪(理查德·索·沃尔曼，2001)。Erfanmanesh 等人在 2012 年又在沃尔曼

信息焦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搜寻焦虑，即在信息搜寻中个体产生的不安、紧张的焦虑情绪

(Erfanmanesh et al., 2021)。Girard 等人总结国外信息焦虑对于信息焦虑的概念界定主要包括理解信息维

度、信息过载维度、确定信息存在维度、寻找和获取信息维度这五个维度(Girard & Allison, 2008)。因为

信息焦虑一词最早在国外的计算机科学和图书情报等领域出现和发展，国外对于信息焦虑的概念研究已

较为成熟，在国内，学者对于信息焦虑的定义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阐述(陈世华，刘爽，2023)，总结学者

的定义，认为焦虑是用户在收集、获取、处理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个体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所引起的

个体紧张、不安等的复杂情绪状态。国内学者对于信息焦虑的类型研究，主要认为信息焦虑的类型包括

信息过载焦虑、信息素养焦虑、信息输出焦虑等(韩悦，刘天琦，2021)，在当代多元化社交媒体使用的环

境下，信息焦虑也出现了新的类型，包括信息错失焦虑(王琳等，2023)、信息交流焦虑(王艺，连家兴，

2023)、信息安全和储存焦虑(姚丝绦，2024)等。综上所述，信息焦虑，作为一种复杂的情绪状态，主要源

于个体在面临海量信息时，由于内外部环境因素的交织影响，导致无法高效地筛选、处理及整合信息，

从而引发的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反应。主要包含对信息数量的焦虑、信息能力焦虑等，以及信息焦虑在

社交媒体迅速发展时代出现的新兴类型。 

3. 信息焦虑的产生原因和相关理论 

3.1. 信息焦虑的产生原因 

信息焦虑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其产生的原因众多，综合近年的国内外研究，可以分为外部原

因和内部原因。首先，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个体的信息素养、信息需求、个体心理特征等。在信息素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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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能力较低的个体会体验到更高的信息焦虑感(王琳等，2023)；如今，信息获取方式愈加多样，尤

其是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当各种信息获取的途径无法满足个体对外界的

需求时，个体会产生更强的信息需求，并加重个体心理的信息焦虑体验(袁静，李柯，2020)；个体心理特

质作为重要的因素也深刻影响个体的信息焦虑，其中较强的完美主义、较低的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

成就动机都会产生较强的信息焦虑体验(梅松丽，曹锦丹，2010)，另外在 Wilson 等人的研究中，发现个

体的信息焦虑还与人格特质相联系(Wilson et al., 2010)。另外，网络成瘾和依赖(韦耀阳，2014)、社交恐

惧症(王琳等，2023)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信息焦虑程度。信息焦虑产生的外部原因主要包括

信息过载、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信息渠道多样化等。信息过载是指当信息量巨大，超出人认知系统所能

接受或处理的范围，以至出现故障或混乱的状态(徐瑞朝，曾一昕，2017)。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个体无

法有效处理信息，最终产生信息焦虑(张海，谢靖，2023)。另外，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也会影响个体的信息

焦虑程度。还有学者认为碎片化信息也会影响个体的信息焦虑(陈泓历，2022)；除此之外，信息获取渠道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也越来越多元化，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信息共享平台大范围使用，信息的生

产和传播都受到流量的影响，信息获取渠道的丰富也会对个体的信息焦虑产生影响(陈世华，刘爽，2023)。 

3.2. 信息焦虑的相关理论 

根据上文总结，信息焦虑的产生原因复杂多变，可以用许多理论来解释其产生和变化。从信息焦虑

理论研究上看，信息焦虑的提出者沃尔曼撰写的 Information Anxiety，堪称信息焦虑研究的经典著作。在

沃尔曼 1989 年所著的 Information Anxiety 中，信息焦虑被首次提出，他认为“由于在我们真正能够理解

的信息与我们认为应该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着持续增长的鸿沟，对信息的焦虑感产生了”(Wurman, 1989)；
“事实上，信息焦虑是数据和知识之间的一个黑洞”。之后，沃尔曼在他 2000 年的著作 Information Anxiety 
2 中提出信息焦虑的产生原因，该著作的中译版本总结这五个方面的原因包括：1) 不理解信息内容；2) 
对需要理解的信息数量不知所措；3) 意识不到所需信息的出现；4) 不知道在哪里查询信息；5) 知道在

哪里查询信息但是不知道查询途径(理查德·索·沃尔曼，2001)。与此息息相关的信息科学理论也是国内

外学者研究信息焦虑时较多关注的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即信息迷雾理论，信息迷雾是指具有不确定

性、模糊性的信息环境，信息迷雾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主要有信息混乱、信息虚假等现象(赵柯然，王

延飞，2021)，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也会影响个体处理和加工信息时的心理环境(张海，谢靖，2023)。除

此之外，信息焦虑的产生还可以用信息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国内外均有学者从信息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刺

激–机体–反应理论(S-O-R)解释信息焦虑的产生(刘畅等，2021)。另外，社交恐惧、疲劳、成瘾理论与信

息焦虑的关联度也较高，从国内外近年研究可以看出，信息焦虑与当今的社交媒体高频率、大范围使用

的现象也密切相关，许多研究者从社交的相关理论的角度研究信息焦虑的产生(Kamalou et al., 2019)。除

此之外，国内外也有部分学者从认知理论出发研究信息焦虑理论，包括认知负荷理论(李旭等，2018)、信

息加工理论(吴贤华等，2018)等都是重要的认知理论视角。 
综上所述，信息焦虑产生的原因和理论视角多样，目前国内外对于信息焦虑的理论研究已有近五十

年之久，对于信息焦虑的概念解释，往往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第一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也有

不同诠释和侧重，对于信息焦虑的理论阐释从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领域展开，整体来说，信息焦虑的概

念、产生原因和理论视角研究已较为完善，针对信息焦虑的测量和干预措施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发展

方向。 

4. 关于信息焦虑的测量 

据教育部统计显示，2023 年，我国在学研究生达 388.29 万人，其中在学硕士 327.05 万人，在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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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 万人。在校硕士研究生数量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为了实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我

国正稳步扩大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规模，硕士研究生队伍不断壮大，在读硕士研究生将面临着巨大的

就业压力(兰晨，2019)。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了进一步发挥好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高校不

断加大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在读硕士研究生面临着学业上的科研压力、信息压力等，种种压力不

断累积，为硕士研究生群体带来多元的心理压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焦

虑、抑郁等。《2019 年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的专题报告揭示，在接受调查的研究生中，有

高达 35.5%的学生可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抑郁症状，60.1%的研究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这一发现

凸显了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严峻性，亟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而高校心理健康指导通常面向本科

学生，缺少针对解决研究生的特殊心理问题的措施，缺乏有效性(李素敏，米志旭，2022)。科技迅速发展，

在移动社交媒体普及的时代，研究生群体可能也面临着信息焦虑的困扰。国内外学者研究信息焦虑所制

定的量表也多是以研究生、本科大学学生为被试进行测量。 
科学准确地评估硕士研究生的信息焦虑情况对于干预其信息焦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信息焦虑的测

量方法主要包括量表测量、实验研究以及基于生理指标(Kamalou et al., 2019) (如心率、血压等)的生理测

量。关于信息焦虑的测量，国内外均有研究针对信息焦虑制定量表，在国外，Erfanmanesh 团队所采用的

方法被广泛认为是成熟且严谨的构建模式。这种方法在行业内享有盛誉，被视为制定有效量表的标杆。

通过精心的设计与实施，该团队成功构建了一个既科学又实用的测量工具，为评估研究生的信息焦虑程

度提供了有力支持。该方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在实际应用中表现优异，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

的参考与借鉴。Erfanmanesh 团队的信息焦虑量表包含六个维度：信息资源障碍、计算机互联网障碍、图

书馆障碍、信息检索障碍、技术障碍和主题识别障碍(Erfanmanesh et al., 2012)。国内学者也积极制定信息

焦虑量表，其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主要有曹锦丹及其团队制定的信息焦虑量表(Information Anxiety 
Scale, IAS)，该量表经过一系列的验证和调整，具有较强的信效度，主要包含信息检索系统质量、个体检

索能力、信息利用能力、个体认知类型、个体信息需要、认知和知识结构六个维度(程文英等，2014)。 
目前国内外学者制定的信息焦虑的量表测量对象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等，另外，国外学者

也有研究关注青少年群体(Dhir et al., 2018)或特定疾病患者群体(Richards et al., 2016)。国内外学者对于量

表的设计和调整基本都基于一定的问卷调查或与其他方式相结合，其中，量表测量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之

一。通过设计合理的问卷，可以收集到大量关于研究生信息焦虑的数据，进而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

实验法则是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研究生或其他被试在不同情境下的信息焦虑反应，从而揭示信息焦

虑的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访谈法则是通过与研究生或其他被试进行深入的交流，了解其信息焦虑的具

体表现和影响因素，从而为研究信息焦虑提供更加详细和深入的信息。 
综上所述，信息焦虑的测量方式多样，主要以量表为主，且经过近年来学者对量表的不断测验和完

善，以及各领域学者对于测量维度的不断探讨，使信息焦虑的测量方式不断科学化。但是国内外学者的

量表多是针对信息焦虑整体进行测量，缺少对具体的信息焦虑种类的测量，例如信息安全、信息错失等。

另外，信息焦虑量表的测量多是针对短期内被试的信息焦虑情况进行测量，且数据缺少更新，在当下社

交媒体高频使用情况下，缺少对信息焦虑的新的表现形式进行测量等。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对具体的信息

焦虑种类和新的表现形式进行测量，并拉长实验时间，收集动态数据。 

5. 关于信息焦虑的干预措施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移动社交媒体的高频次使用，信息焦虑的表现已不再与沃尔曼在 1989 年

初次提出的信息焦虑的表现相同，其解决措施也随之变化。探讨信息焦虑的干预措施，对于缓解信息焦

虑、提升个人和社会的信息处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上文总结，国内外信息焦虑量表的被试多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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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群体，对于信息焦虑的干预措施也多针对研究生群体。经国内外学者研究，总结对于研究生信息焦

虑的干预措施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5.1. 提升信息处理能力 

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背景下，硕士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力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息挑

战。信息焦虑因此成为他们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则是缓解这一焦虑的有效途径。

学校应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将其视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素养课程的设计应涵盖信息检索、信息评估、信息整合与信息创新等多个方面，旨在培养学生的信

息意识和信息技能(龚花萍等，2020)。通过教授高效的信息检索技巧，学生可以快速定位到所需信息，减

少在信息海洋中的迷失感；信息评估教学则帮助学生识别信息的真伪和价值，避免被误导或陷入信息陷

阱；信息整合与信息创新则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知识和价值。此外，学校还

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学者进行讲座或工作坊，分享他们在信息处理和学术研究中的经验和技巧。这些实

践活动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还能激发他们对信息处理的兴趣和热情。通过一系列信息素

养教育措施的实施，硕士研究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从而有效缓解信息焦虑。实践效果方

面，已有研究表明，信息素养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信息检索效率和信息评估能力，减少他们在信息

处理过程中的迷茫和焦虑感。同时，通过信息整合与信息创新的教学，学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质量也将得

到显著提升。 

5.2. 各方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干预 

针对硕士研究生信息焦虑的心理干预是缓解其心理压力、建立积极心态的关键。除了传统的认知行

为疗法(CBT) (Pandzic et al., 2023)、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陈世华，刘爽，2023)外，还应构建全方位的心

理支持体系，以更好地应对信息焦虑。认知行为疗法(CBT)通过改变个体不合理的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

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应对策略。对于硕士研究生而言，CBT 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信息焦虑的根源，学会

如何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情绪反应，从而减轻焦虑感。心理咨询则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倾诉和寻求帮助

的平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学生分析问题、提供建议，并教授他们应对压力的技巧。心理教育

则旨在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和自我调适能力。学校可以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和研

讨会，向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传授应对压力、管理情绪的方法。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心理健

康相关的社团活动和志愿服务，通过实践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此外，学校还应建立与家庭、社会的联

动机制，形成全方位的心理支持体系。家长应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与他们沟通、交流，为他

们提供情感支持和帮助。社会则应加强对心理健康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和理

解。研究表明，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的综合干预，硕士研究生的信息焦虑水平将显

著降低，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全方位心理支持体系的构建也将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

心理支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 

5.3. 基于技术，优化信息环境，完善信息服务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成为缓解硕士研究生信息焦虑的重要手段。通过加

强信息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可以有效降低学生的信息焦虑水平。国内学者从图

书馆领域出发，提出了加强信息资源整合和优化的建议(张海，谢靖，2023)。学校图书馆应利用先进的技

术手段，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馆藏资源进行智能分类、标注和推荐。同时，还可以建立学科信息服

务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快速获取所需信息，还

能提高他们的信息筛选和评估能力。国外学者则指出，可以利用智能手机传感器和个性化深度学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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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手段来检测信息焦虑的情况并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Jacobson & Bhattacharya, 2022)。例如，通过开

发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实时监测学生的信息使用情况和心理状态，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建议。

这些技术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信息行为，还能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和心理健康水平。此

外，学校还应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打造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通过跨领域的合作，整合

各方优势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信息服务。例如，可以与科研机构、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开发新的信息服务产品和技术手段。在实际投入中，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具备为学生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信息获取途径和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服务。通过平台的使用，学生的信息焦虑水平得到显

著降低，信息素养和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提升。同时，平台的建设也促进了学校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为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信息焦虑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提升各方主体的信息处理能力、加强对信息焦虑主体的心

理干预、优化信息环境和服务等方面，但是目前的研究多停留在对信息焦虑的干预策略的探讨，针对具

体措施是否有效也应进行检验，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和适用范围，以及如何将

各种干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系统有效的信息焦虑干预体系。同时，也需要关注研究生群体的

具体信息焦虑问题，提出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6. 总结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于信息焦虑的研究主要从概念和种类研究、产生原因和理论研究、测量研究以及干

预措施的研究开展，在信息焦虑的概念、种类、原因和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开始较早，研究已较为完善。

但是国内外信息焦虑在测量和干预措施的研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信息焦虑的测量方式上，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测量方式逐渐多样化并呈现多学科研究方式相结合并以量表测量为主的特点，通

过学者的持续测验和完善，对测量维度进行深度讨论，测量工具逐渐科学化，但是量表多是整体评估主

体的信息焦虑情况，未能细化到具体的信息焦虑种类的测量，此外，现有量表多聚焦短期内的焦虑状况，

缺乏对长期动态数据的收集，特别是在移动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背景下，对于新涌现的信息焦虑表现形

式的捕捉显得尤为不足。在信息焦虑的干预措施上，尽管已提出了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加强心理干预以

及优化信息环境和服务等多种策略，但当前研究多局限于策略层面的探讨，而具体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尚

未得到充分验证。国内外未来研究重点应更多倾向于信息焦虑的测量和干预措施的研究，另外，考虑当

今社会移动社交媒体的大范围使用，在信息焦虑的研究方面需要考虑变化的社会科技背景，以及在这种

背景下，信息焦虑的新变量、新表现等。评述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硕士研究生信息

焦虑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6.1. 信息焦虑的测量 

在信息焦虑的测量方面，应考虑移动社交媒体大范围使用的社会环境，并且在量表维度的设计上，

主要考虑对具体信息焦虑的类型的测量，并注意动态数据的收集。在信息焦虑的测量领域，我们必须审

慎地考虑到当今移动社交媒体广泛普及和深入使用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

取、处理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同时也对研究生在信息过载和信息不确定性中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因此，在设计和实施信息焦虑的测量工具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社会背景，以确保测量工具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在量表维度的设计上，研究重点是对具体信息焦虑类型的测量。信息焦虑并非一个

单一的概念，它可能源于对信息量的担忧、对信息真实性的怀疑等多种因素。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设计

有针对性的具体量表，全面细致地测量不同类型的信息焦虑，以便更准确地把握研究生的心理状态和需

求。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动态数据的收集。信息焦虑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可能随着个体所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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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心理状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数据收集，了解个体信息焦虑的

变化趋势和规律，以便更好地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支持。 
综上所述，在信息焦虑的测量方面，我们需要充分考虑移动社交媒体的社会环境，精心设计量表维

度，并注重动态数据的收集。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测量和评估信息焦虑的状态和变化，为未来的研究和

实践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6.2. 信息焦虑的干预 

在信息焦虑的干预措施方面，应考虑设想的干预措施对于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有效性，检测具体

措施针对解决具体信息焦虑问题的有效性，以构建一个全面而高效的研究生信息焦虑干预体系。在信息

焦虑的干预措施研究中，针对研究生这一特定群体，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所设想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研

究生群体由于其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和专业性，常常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信息焦虑问题。因此，在设

计和实施干预措施时，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措施能够切实满足研究生群体的特殊需求，并能够有效缓解他

们的信息焦虑。在确定了具体的干预措施后，我们需要对其有效性进行严格的检测和评估。这可以通过

问卷调查、个案研究等多种方式进行。我们需要收集动态的数据来评估干预措施对研究生信息焦虑的缓

解程度、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等方面的效果。同时，我们还需要对干预措施进行反思和改进，不断调整

干预措施，完善和优化干预体系，使其更有针对性和长效性。 
综上所述，在信息焦虑的干预措施方面，我们需要充分考虑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设

计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并严格检测和评估其有效性。通过构建一个全面而高效的研究生信息焦

虑干预体系，我们可以为研究生提供更为有效的帮助和支持，缓解他们在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焦

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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