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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微内容分类组织的复合模式研究

■ 徐晨

［摘　要］分析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分类组织方式各自的比较优势，根据微内容内涵和组织特点，尝试构建
微内容三阶段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这三阶段分别是聚合阶段、机制设计阶段和成型阶段。聚合阶段按照信

息类型对微内容进行聚合。机制设计阶段含分类机制和组织机制，分类机制从类别、词义、词型、词性角度融合

ｔａｇｓ与分面分类法，组织机制从匹配程度、层次关系和标引深度三个方面比较ｔａｇｓ与传统主题词。成型阶段采
用规范、吸纳、推荐三种方式优化ｔａｇｓ，使其能够更好地管理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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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内容（ｍｉｃｒｏｃｏｎｔｅｎｔ）最初是１９９８年由 Ｊ．Ｎｉｅｌｓｅｎ
提出的，指那些能快速清晰反映整体信息内容的类似

元数据的简短标题或主题词［１］，后来随着 Ｗｅｂ２．０的

发展兴起，微内容扩展到 ＲＳＳ、Ｂｌｏｇ、Ｗｉｋｉ等用户聚合

生成内容［２］。本文微内容专指Ｗｅｂ２．０环境下用户贡

献的网络信息内容，即包含在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ｂｌｏｇ、ｗｉｋｉ、
ＲＳＳ、ＳＮＳ、ｏｏ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等 Ｗｅｂ２．０应用中

的文本、视频和图片。Ｗｅｂ２．０信息管理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帮助用户管理、维护、存储、分享、转移微内容，

但这种主题千变万化、格式灵活多样的“碎片化”内容

已很难单纯用传统组织方式管理。

　　本文针对微内容难以分类组织的难题，综合运用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主题词表、叙词表、分面组配法等传统
组织方式，探讨运用最单元化微内容 ｔａｇｓ将两种组织

方式取长补短，构建融合应用模式，来分类组织微内

容，期望该模式能为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微内容有效组织

管理提供参考。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及其相关词汇在国内译
名较多，但大多尚未有公认的译名，因而此处与之相关

的词语皆沿用英文原称。本文采用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而非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是考虑到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涵盖了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

除了静态形成的用户分类方式，还包含了 ｔａｇｇｉｎｇ这种
动态的标引过程。

１　微内容的内涵和组织特点

　　微内容产生于信息传播领域，因而对于其研究常

见于新闻传播类研究文献中。当前在信息管理领域相

关文献不多，主要集中在国内，且多数只将微内容作为

一种信息服务辅助工具，探讨其在图书馆管理、本体语

义网、信息构建等其他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３－４］，而非

视其为研究主体进行分析。国内目前将微内容作为主

体观察对象的主要是王国才和蔡淑琴等。王国才将微

内容列为研究对象，但用尚限于理论探讨的语义网来

分析微内容，目前显然缺乏运用的可行性［５］。蔡淑琴

等关注微内容的序化过程及相关推荐系统构建，从理

论上罗列了多种方法手段，不过对具体针对如何运用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中的ｔａｇｓ，将其融合已有传统分类组织进

行动态序化并未涉及［６］。

　　微内容涵盖面较广，从其贡献角度分，有贡献内容

和贡献结构两类。贡献结构的微内容指网址、用户点

击等不具备独立内容涵义的数据，数量较少且无实际

内容涵义；贡献内容的微内容是微内容的主要部分，提

供独立内容产品。微内容涵盖了用户生成内容，因为

微内容不仅有用户创作产生的网络资源，也有用户根

据各自兴趣和目标转发和组织的其他资源。

　　微内容有三大组织特点，即复杂多类型、片段自组

织和群体智能性。复杂多类型由微内容的组成多样性

所决定，本文所限定的微内容就包含了文本、音频、视

频和图片等多种信息类型。片段自组织是微内容容量

决定的，微内容顾名思义，内容信息量较小，甚至有些

都是片段化和零星分布的，很难管理，不过因为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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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用户自发产生的，这种无序碎片化的信息在不断

演变聚合过程中，自行组织形成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的

自组织体系。群体智能性是片段自组织的结果，单个

用户的使用方式是无章可循的，但一旦一类或者一群

用户以相类似的方式不约而同地使用组织同一主题或

相关信息，这种使用模式就慢慢被规定下来并被广泛

共享，成为新的被认可的使用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网络新词的产生以及权威词典对该类词的兼容吸

纳，也就是说网络普通大众的群体智能被认可并成为

新的使用规范。

　　早在Ｗｅｂ２．０出现前，业内针对网络信息组织就
出现过应该采用人工语言还是自然语言的争论，张琪

玉等知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检索用语发展大趋势

是检索语言的自然语言化和自然语言的检索语言化，

是两者的初级结合到完全融合的过程［７］。随着网络信

息发布主体下放到单个用户，这种融合性的趋势就发

展得愈加明显，针对微内容的分类组织也就自然步入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组织分类的融合之路。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中ｔａｇｓ是单元化微内容，同时自身也
有内容涵义。不过为了简化研究，本文将 ｔａｇｓ定位为
一种功能结构化的微内容，是用来管理微内容的。

Ｔａｇｓ兼具分类和标引组织的特征，其简短性、高效链接
性和关联特征可以将大量微内容进行分类组织管理。

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符合微内容自身特点的复合式分

类组织管理模式，即融合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分类组
织方式来分类组织微内容。

２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分类组织方式
融合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分类组织的比较融合研究是
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从最初预测发现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ａｇｇｉｎｇ的端倪并分析其概念特征，到批判式地看待其
可能的价值作用，再到充分肯定其巨大作用，探讨比较

与传统分类组织方式的优劣，并思考两者可能的结合

方式。以下按此类研究发展过程进行阐述。

　　国外这类研究最初是从专家对新生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ａｇｇｉｎｇ的不同态度引发的。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的出现使一
些信息科学领域的专家关注到这个能充分调动用户积

极性的信息组织方式，Ｃ．Ｓｈｉｒｋｙ、Ｍ．Ｎ．Ｕｄｄｉｎ、Ｃ．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纷纷撰文分析这种组织方式的价值作用，
预测其未来走向［８－１０］。不过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的缺陷也是
不可忽视的，Ｅ．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Ｍ．Ｇｕｙ、Ａ．Ｎｏｒｕｚｉ、Ｅ．Ｓｐｅｌｌｅｒ皆
分析过其在语义、表述精确度和组织有效性等方面的

问题［１１－１４］。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是一柄双刃剑，蕴含着潜在的利用
价值，又存在着不少明显缺陷。唯有客观看待它，充分

分析它相对于传统组织方式的优势和劣势，才能更好

地运用它。在这个方面，国外部分专家就较理性地进

行了探索和尝试。Ｊ．Ｔ．Ｔｅｎｎｉｓ不仅将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
ＬＣＳＨ（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Ｈｅａｄｉｎｇｓ）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比较分析（尤其是在架构和功能方面），而且还

从中提炼出了未来索引所需要的元素［１５］。Ｅ．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更进一步结合实例分析了如何使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
主题分类法相结合，让它们并行为信息组织和资源整

合服务［１１］。Ｋ．Ｙｉ则借鉴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的优势提出了
改进ＬＣＳＨ的方法，并用一些统计学指标进行了小范
围验证［１６－１７］。Ｅ．Ｍｅｎａｒｄ将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分类
组织方式的融合对象瞄准图像信息［１８］，拓展了过去主

要着眼于文本信息的局限。

　　国内研究人员对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分类方法的
异同比较最初是伴随着挖掘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信息组织机
制和应用开发的研究而产生。这类比较研究作为一种

独立研究的较少，多数是站在图书馆应用领域进行探

讨，分析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在图书馆信息组织和服务中的
应用可能性［１９－２２］。随着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应用开展，从更
广阔视角具体思考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和传统分类组织方式
的融合的文章逐步出现。范炜在开源内容管理系统

Ｄｒｕｐａｌ资源架构中试图将受控词表和 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进行
结合，在两种分类组织的融合上进行了初步尝试［２３］。

陈伟探讨了如何利用分面分类法控制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进
一步思考了ｔａｇｓ形成后的控制过程［２４］。滕广青、毕强

和高娅则利用关联规则和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算法来

分析揭示ｔａｇｓ的导航体系［２５］。

　　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目前针对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和
传统分类组织方式融合的研究，在以微内容为研究对

象，充分利用两种分类组织方式的特点，对微内容的分

类组织全过程进行整体阐述方面比较欠缺。对于微内

容分类组织而言，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中的ｔａｇｓ同为用户贡献
分享，符合大众用户使用模式，是一种平面化的组织方

式，弱点主要是较为随意；而传统分类组织由专家制

定，具有较好的规范性和权威性，是一种从上至下的组

织模式，弱点是不符合普通用户的使用习惯。这两种

组织方式的优劣恰好相对，不仅仅对微内容，而且对整

个网络信息资源组织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在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ａｇｇｉｎｇ的ｔａｇｓ出现之前，网络信息组织一般常用的是
等级结构，这种分类方法等级条目之间无法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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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结构过于严格，若与 ｔａｇｓ进行融合，很难进行交
融。本文建议采用分面分类法这种较为适合超文本链

接且相对灵活的知识组织方式，也贴近人们多角度描

述事物的思维习惯。

３　面向微内容的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
探讨

　　为了表达的方便简捷，本文将“面向微内容的
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组织方式结合应用模式”简称为
“面向微内容的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图１列出的是
笔者提出的面向微内容的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

图１　面向微内容的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

　　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聚合阶段，按不同的信息类型特点即文本、图片、视频

进行聚合。刘军曾借鉴文献分类思想对微内容进行聚

合［２６］，但考虑到其主要针对图书馆数字参考进行使

用，且与本文界定的微内容范畴不同，故未采用。第二

阶段是机制设计，从分类和主题标引方式两个角度进

行分析，一方面比较聚合后高频 ｔａｇｓ与分面分类法在
类别、词义、词性和词型的相融合程度，另一方面比较

聚合后高频ｔａｇｓ与传统主题词在匹配程度、层次关系
和标引深度等方面的异同，从而借鉴传统分类组织方

法，构建面向微内容的 ｔａｇｓ分类机制和组织机制。第
三阶段是成型阶段，基于分类机制和组织机制，构成包

含分类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嵌入面向微内容复合式分类

组织成型阶段的用户使用模式，共同指导复合组织模

式系统呈现模式，即ｔａｇｓ的规范、ｔａｇｓ吸纳和 ｔａｇｓ推荐
三种应用模式，其中从 ｔａｇｓ规范模式到 ｔａｇｓ吸纳模式
再到ｔａｇｓ推荐模式，依次成递进关系，前一种应用模式
是后一种应用模式的基础。

３．１　微内容的聚合
　　微内容的聚合本质是为了共享交流和再利用开
发。不同于纯粹机器程序聚合，微内容聚合更多地是

从用户和社会交流层面进行，在这种交流方式中还隐

含着用户聚合和交互的动态过程，将微小的内容从不

同侧面聚合，呈现用户的使用方式和认知特征。

　　微内容的聚合标准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刘军借
鉴文献分类的思想，提出按微内容产生顺序进行聚合，

不过这种聚合方式主要针对图书馆数字参考提出，偏

重服务帮助型和学术学科类［２６］。针对本文所界定的

贡献内容的原创性微内容，笔者建议按信息类型进行

聚合，区分指向不同信息类型微内容的Ｔａｇｓ类型。
　　Ｔａｇｓ依托标注者对于所指向信息的理解感知能
力，有目的地提出用于描述该信息的特征和属性，故以

ｔａｇｓ来分类组织微内容，必然需要考虑微内容自身的
信息类型。Ｔａｇｓ的类型与指向信息有密切关系。例如
Ｅ．Ａｎｇｕｓ等所概括的指向图片的标注词分类［２７］与 Ｓ．
Ａ．Ｇｏｌｄｅｒ、Ｔ．Ｂ．Ｍｕｎｋ和Ｍ．Ｅ．Ｉ．Ｋｉｐｐ等［２８－３０］指向文本

标注词的分类有明显的区别。指向图片信息的 ｔａｇｓ突
出标注的情感表述，对标注内容类型及时间地点和物

品类别层次更多更复杂，并增加了版权方面的多种表

述等。同时用户的群体性对ｔａｇｓ分类也会产生较大影
响，如同样都指向文本标注信息，Ｍ．Ｊ．Ｍｕｌｌｅｒ等［３１］的

分类由于分析站点的用户是 ＩＢＭ公司内部员工，在分
类上就显现出很强的组织自身特点，为此成型阶段引

入用户组织类型这一模块。

　　微内容按信息类型进行内容聚合，保留 ｔａｇｓ与微
内容（即指向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链接。不过微内

容作为聚合底层数据库保留，作为验证回溯的依据；而

聚合后的ｔａｇｓ供第二阶段进行使用分析，ｔａｇｓ之间的
相互关系（如共现、同义替代等）也在聚合中自动存储

供使用。

　　微内容的语言特征是个相对复杂的研究主题，此
次主要采用同种语言归类的原则，在聚合之前先将语

言进行识别。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多语言混

用的情况普遍存在，若出现混搭的多语言 ｔａｇｓ无法识
别的情况，笔者建议回溯其产生的网站归属地国家进

行检测。

３．２　面向微内容的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的机制设计
　　本阶段的机制设计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基于
ｔａｇｓ与传统分类法融合的分类机制，其二是 ｔａｇｓ与传
统主题词匹配度比较。分类机制与组织机制的差异在

于，分类机制面向聚合形成一定数量的ｔａｇｓ类型，是基
于长期时间段的，而组织机制则针对用户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
时选择描述事物的用词，是短期时间点的产物。分类

是通过一段时间ｔａｇｓ的积累，纵向规范分门别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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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由横向进行关联度的合理界定，穷尽展现描述

事物。

３．２．１　Ｔａｇｓ与分面组配法的融合　从分类角度，将
ｔａｇｓ的分类特征及其与传统分类方式中最适合网络信
息组织的分面组配法进行比较融合，拟根据分面分类

法的理论，分析聚合后 ｔａｇｓ的类别、词义、词性和词型
与分面分类法的相容程度。考虑到ｔａｇ的多样性，此次
主要以聚合后高频 ｔａｇｓ与分面组配法进行融合，并根
据微内容类型及其Ｗｅｂ２．０站点应用特征思考ｔａｇｓ的
分类机制设计。

　　类别是最重要的融合指标。类别指分面组配法对
应的类目，主要是理顺 ｔａｇｓ类别与分面组配法类目的
从属关系。分面组配法较其他传统分类方法灵活，最

大的特点的是面的相互独立及互不相关性［３２］，相对于

ｔａｇｓ分类又有其概念专属性，依据其合并一些相关程
度大的ｔａｇｓ，规范ｔａｇｓ，保证类别独立性。词义、词性和
词型则是基于词个体本身进行规范。词义是在ｔａｇｓ所
在语言体系广泛使用涵义，若某个 ｔａｇｓ是多义词或出
现隐含义，就需要回溯到该 ｔａｇｓ高频出现的语境下进
行分析；若出现同义词，则以词频界定常用词义。词性

即词类，是国际通用语言标准和语法规则，从名词、动

词等词类特点分析标注词的不同表现和特征，并进一

步区别主要词类的分类和组合特点。词型指抛开词义

之后词的字面结构，主要是词的变形（单复数等形式）

和词语符号搭配情况。

３．２．２　Ｔａｇｓ与传统主题词匹配　从主题标引角度，归
纳不同信息类型下的高频主题，拟比较描述同一事物

时，ｔａｇｓ与传统主题词表在概念关系、层次关系和标引
深度等方面的匹配程度，其中视情况适当采用用户调

研方式，思考可融合的主题标引模式。这种模式的最

终目的是建立独立于 ｔａｇｓ和传统主题词的主题表，剔
除恶意或错误的ｔａｇｓ，选用用户贡献集中的 Ｔａｇｓ，计算
ｔａｇｓ共现频率，选择与其有层次关系的主题词，筛选失
去使用效率的主题词，界定不同主题的标引深度。

　　比较指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其一是匹配程度。笔者参考 Ｍ．Ｗｅｔｔｅｒｓｔｒｏｍ的文
章［３３］，又分三个标准：匹配、部分匹配和不匹配。具体

选择标准如下：匹配指标注词可以在本语系的受控词

表中找到词形和词义都全部匹配的主题词；部分匹配

是指通过查询所找到的相应主题词与原标注词，只有

词形或词义某一方面能匹配；不匹配是指参照标注词，

在词表中进行词形和词义的反复查询对照，仍无法找

到相匹配的标注词。

　　其二是层次关系，即区分是上位词还是下位词。
这个主要评价用户 ｔａｇｇｉｎｇ时与专家 ｔａｇｇｉｎｇ的概念范
畴，通常情况下专家的传统主题词更为笼统，多是 ｔａｇｓ
的上位词。层次关系还包括共现关系，即同时出现的

ｔａｇｓ。
　　其三是标引深度。这里借用情报语言学中的概
念，是指对文献情报内容进行标引的程度，简单地说，

指标引一篇文献所用的标识数量，此处指标注一条网

络信息所使用的ｔａｇｓ数目。这个比较指标主要通过比
较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主题词描述同一微内容的标引
深度，思考能最有效而准确地描述该微内容的 ｔａｇｓ
数量。

３．３　面向微内容的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的成型阶段
　　分类机制是 Ｔａｇｓ分类模式的基础，组织机制是
Ｔａｇｓ标引模式的基础，两者共同构成了嵌入面向微内
容复合式分类组织成型阶段的用户使用模式，共同指

导复合组织模式具体成型阶段的三种呈现模式。

　　系统呈现方式又分三种具体模式，即 ｔａｇｓ规范模
式、ｔａｇｓ吸纳模式和 ｔａｇｓ推荐模式。用户组织类型的
设置是考虑到ｔａｇｓ分类研究中发现ｔａｇｓ与用户所在组
织特性和自身类型有很强的相关性。若聚合站点为专

业性站点（如科研交流站点）或企业组织站点等非通

用流行站点，则需要根据用户组织类型进行分类组织

机制的调整。

３．３．１　Ｔａｇｓ规范模式　Ｔａｇｓ规范模式是基础，是指用
受控词与ｔａｇｓ比较融合的结果规范用户 ｔａｇｇｉｎｇ时的
一些问题。用户 ｔａｇｓ存在随意性和自我特征，不仅词
语的词义存在一词多义或歧义的可能，词型拼写错误，

倾向采用单一词性抒发自我情绪等分类问题，而且在

标引深度和概念层次上也把握不准，不利于重用和共

享。Ｔａｇｓ规范模式是存储一些规范标准，如及时纠正
用户ｔａｇｓ的拼写错误；在用户使用情绪词或歧义词时
提示其他用户的高频共享词或者与该词共词出现的相

关词等。这些规范标准将服务于推荐模式，在推荐模

式中具体呈现。

３．３．２　Ｔａｇｓ吸纳模式　Ｔａｇｓ吸纳模式是继承一些与
ｔａｇｓ匹配又能更好地反映针对事物的受控词及聚合时
高频出现的新造 ｔａｇｓ或网络词。例如“给力”这个词
过去只是北方方言，但随着其近几年在网络中被普遍

使用，如今该词已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被

人民网、新华网等权威官方站点频繁使用。Ｔａｇｓ吸纳
过程需要界定其归属，即将其纳入相同或相近的类和

主题，若出现一系列新词又无法归类，应该对分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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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和延伸，将同现ｔａｇｓ进行汇总，建立新的分类或将
指向新主题标示出来，这个过程中要尽量控制边缘主

题过多出现。

３．３．３　Ｔａｇｓ推荐模式　Ｔａｇｓ推荐模式是基于 ｔａｇｓ规
范和吸纳后的一种智能阶段，是指在用户进行标注时，

站点或应用会提供一种使用建议，这不仅仅是推荐某

个ｔａｇｓ给用户参考，类似搜索引擎那种下拉高频词提
醒，而且是一种 ｔａｇｇｉｎｇ建议，基于规范后的 ｔａｇｓ，在吸
纳一定ｔａｇｓ后，根据已有分类组织策略给用户提供一
种针对要ｔａｇｇｉｎｇ对象的全方面建议，如该词常用的分
类、标引深度、词性等。例如年轻人最爱使用 Ａｐｐｌｅ手
机，这个词本义是指一种水果，但随着 Ａｐｐｌｅ手机广泛
流行，如今一提 Ａｐｐｌｅ人们就会联想到智能手机及其
背后强大的苹果公司，所以当出现 Ａｐｐｌｅ词时，就基于
已有分类组织策略和规范标准进入推荐模式环节。首

先让用户进行类型选择，即“Ａｐｐｌｅ”究竟是从属于水果
类还是科技类，这样自然将一词多义的问题先规避；若

选择为科技类，则然后提供高频共词如 ｉＯＳ、ｉＰｈｏｎｅ、
ｉＰａｄ等供用户参考，同时提示针对该词常用适合的标
引深度，即ｔａｇｓ标引数目。

４　结　语

　　针对主题千变万化、格式灵活多样的“碎片化”微
内容难以分类组织的难题，笔者通过界定微内容研究

范畴，探讨一种面向微内容分类组织的融合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ａｇｇｉｎｇ与传统分类组织法（即分面分类法和主题词
法）的复合式分类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分阶段分层次，

融合ｓｏｃｉａｌｔａｇｇｉｎｇ和传统分类组织方法的各自优点，
力求针对微内容的自身特征，构建一种分类组织模式，

从而有助于ｔａｇｓ设计有效性、微内容共享效率及微内
容检索查询的准确性等微内容科学合理管理组织的诸

多问题。不过这种模式是一种构建方案和设想思路，

尚处于尝试成型阶段，笔者将在未来研究中继续将之

嵌入Ｗｅｂ２．０环境的微内容平台中进行实证应用和评
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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