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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环境下信息检索策略实验调查研究
摘　要　人们在网上查询某个问题时 ,采取的第一检索策略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实验调查研

究 ,重点探讨了 WWW 环境下对不同类型的问题人们选择的第一检索策略。在实验中将待查询

的问题分为 4 个方面 :查找具体性问题、查找细节性问题、查找方向性问题、查找可能性问题。

在取得实验数据基础上探讨了存在的共性问题。表 6。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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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因特网的出现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和交流

信息的方式 ,引发了一场新的信息革命。因特网的发

展和普及使人类的信息交流突破了地域和空间限制 ,

拓宽了信息交流的范围 ,实现了瞬间交流。网络上丰

富的信息资源使人们可以得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

的信息 ,但并不意味着人们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

息。因此 ,采取正确的检索策略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人们在查询某个问题时 ,通常会采取几种

策略 ,但是 ,人们采取的第一检索策略 (主要集中在

直接输入地址、主题指南、搜索引擎和检索词) 往往

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解决一个问题的开端。问题的

切入点找准了 ,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检索任务。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验 ,研究从被查询的问

题出发 ,考察被调查者对不同问题作出的第一反应 ,

即他们采取的第一检索策略。为此 ,本实验将待查

询的问题分为 4 个类型 : ①查找具体性问题。指问题

的结果明确、具体 ,信息来源确定、可预测。②查找

细节性问题。指问题的结果有一定范围 ;信息来源

不确定 ,无法预测。③查找方向性问题。指问题的

结果范围广 ,具有开放性 ;信息来源确切 ,可预测。

④查找可能性问题。指问题的结果范围极广 ,更具

开放性 ;信息来源不确切 ,不能预测。

针对上述的每一类型问题各设计了 4 个题目 ,

共 16 个题目。这些题目随机出现在调查表中 ,考察

被调查者选择的第一检索策略。

实验调查发现 ,人们在进行检索策略的选择时 ,

往往喜欢使用输入检索词、搜索引擎、主题指南、直

接输入地址这 4 种策略来解决问题 ,而其他方法用

得很少。为此 ,本实验将全部 16 个问题使用这 4 种

策略来考察。通过实验调查 ,考察每个问题人们采

取的第一检索策略。这 16 个问题是 :

查找具体性问题 :

(1) WTO 现有多少个成员国 ? 各大洲分布情况。

(2)进入世界百强企业的中国企业有哪些 ?

(3) Intel 公司现任总裁是谁 ?

(4)据最新统计 ,全世界目前人口有多少 ?

查找细节性问题 :

(5) 2001 年利用因特网的用户情况 ,如 :国别、年

龄、性别、收入等。

(6) 2001 年世界电子图书增长最迅速的领域 ?

(7)加拿大近 2 年来有哪些针对移民的新政策 ?

(8)下一届 IFLA 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 ? 讨论的

主题是什么 ?

查找方向性问题 :

(9)查找有关人工智能和电子商务方面的资料。

(10)在预防艾滋病工作中 ,世界卫生组织都做
了哪些努力 ?

(11)如何申请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

(12)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实施数字图书馆计划中
是如何解决版权问题的 ?

查找可能性问题 :

　　(13) 9111事件对美国社会带来了极大影响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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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如何 ?

(14)在世界杯足球赛中 ,引起暴力行为和骚乱
的原因是什么 ?

(15)在 Web上能够获得哪些北极熊的图片资料 ?
(16)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欧洲和美洲的做法

有何不同 ?

2 　实验的数据来源
本实验的调查对象是黑龙江大学 3、4 年级的学

生 ,他们分别来自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和电子工程
学院 ,其中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学生占 80 %。被
调查的这些学生对网络非常熟悉 ,经常利用学校的
计算机或个人的计算机上网。他们对网络信息的检
索能力和对问题的理解能力都很强。在被调查的学
生中 ,有 62 名男生 ,44 名女生 ,共 106 人。全部问题
以调查表的形式发给每个学生 ,他们经过认真思考 ,

对每个问题选出自己认为最满意的答案。本实验得
出的各种数据正是基于该调查表完成的。

3 　WWW环境下对不同问题采取的相应策略实验调查
本实验提供的 16 个问题是随机出现在调查问卷

上的 ,被访者并不知道题目的类型 ,调查结果如表 1。

表 1 　不同类型问题检索策略统计

序号 输入地址 主题指南 搜索引擎 输入检索词

1 9 30 24 43

2 11 42 24 30

3 38 20 17 30

4 2 38 34 32

5 11 34 40 21

6 5 45 32 24

7 18 43 33 12

8 9 25 29 43

9 1 23 36 44

10 27 35 18 26

11 40 33 25 9

12 31 38 27 11

13 6 48 18 34

14 17 28 22 41

15 20 6 56 24

16 7 31 38 28

合计 252 519 473 452

比例 ( %) 14186 30160 27189 26165

　　从总的检索结果看 ,选择每种检索策略的数量

依次为 :主题指南 519 个 ,占 30160 % ;搜索引擎 473

个 ,占 27189 % ;输入检索词 452 个 ,占 26165 % ;直接

输入地址 252 个 ,占 14186 %。但涉及到具体类型的

问题时 ,情况又有所不同。表 2～表 5 总的检索策略

数均为 424 (即 :被调查的学生总数 ×4 种策略)个 ,所

得到的百分比是与总数 424 之比。

表 2 　查找具体问题检索策略统计

序号 输入地址 主题指南 搜索引擎 输入检索词

1 9 30 24 43

2 11 42 24 30

3 38 20 17 30

4 2 38 34 32

合计 60 130 99 135

比例 ( %) 14115 30166 23135 31184

　　从表 2 看出 ,查找具体性问题采用的检索策略

从多到少依次为 :输入检索词 135 个 ,占 31184 % ;主

题指南 130 个 , 占 30166 % ; 搜索引擎 99 个 , 占

23135 % ;直接输入地址 60 个 ,占 14115 %。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是 ,查找具体性问题需要

找到确切的答案 ,而输入检索词和主题指南有利于

查找明确答案。特别是输入检索词 ,目标更加明确。

使用搜索引擎排在第 3 位是因为搜索引擎涉及的范

围较广 ,不利于作为第一检索策略 ,而直接输入地址

需要被访者事先记住大量的 URL 地址 ,非常麻烦。

表 3 　查找细节问题检索策略统计

序号 输入地址 主题指南 搜索引擎 输入检索词

5 11 34 40 21

6 5 45 32 24

7 18 43 33 12

8 9 25 29 43

合计 43 147 134 100

比例 ( %) 10114 34167 31160 23159

　　从表 3 看出 ,查找细节性问题采用的检索策略

从多到少依次为 :主题指南 147 个 ,占 34167 % ;搜索

引擎 134 个 , 占 31160 % ; 输入检索词 100 个 , 占

23159 % ;直接输入地址 43 个 ,占 10114 %。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是查找细节性问题需要查找

的结果比较明确 ,有一定范围 ,但信息来源不确定 ,无法

预测。主题指南和搜索引擎分别有利于查找结果较明

确、信息来源不确定的问题 ,因而 ,选择主题指南和搜索

引擎的人数居多。输入检索词排在第 3 位是因为该项

检索策略过于专指 ,使得选择的人数少于前两种。使用

直接输入地址的人数仅有 43 个 ,占 10114 % ,因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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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策略过于繁杂 ,需要事先知道 URL 地址。

表 4 　查找方向性问题检索策略统计

序号 输入地址 主题指南 搜索引擎 输入检索词

9 1 23 36 44

10 27 35 18 26

11 40 33 25 9

12 31 38 27 11

合计 99 129 106 90

比例 ( %) 23135 30142 25100 21123

　　从表 4 看出 ,查找方向性问题采用的检索策略

由多到少依次为 :主题指南 129 个 ,占 30142 % ;搜索

引擎 106 个 ,占 25100 % ; 直接输入地址 99 个 ,占

23135 % ;输入检索词 90 个 ,占 21123 %。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是 ,查找方向性问题时 ,被

访者在分析题目时易与细节性问题混淆 ,在问题的

认识上容易产生偏颇。此外 ,像主题指南这样的检

索策略不仅适用于查找结果确切的问题 ,也适用于

结果范围较广的问题。从统计的结果 ,我们第一次

看到直接输入地址突破 20 %的比例 ,而且还超过了

输入检索词 ,与其他 3 种检索策略的差距很小 ,这在

4 个问题的调查中是惟一较高比例的一次。

表 5 　查找可能性问题检索策略统计

序号 输入地址 主题指南 搜索引擎 输入检索词

13 6 48 18 34

14 17 28 22 41

15 20 6 56 24

16 7 31 38 28

合计 50 113 134 127

比例 ( %) 11179 26165 31160 29196

　　从表 5 看出 ,查找可能性问题采用的检索策略
依次为 :搜索引擎 134 个 ,占 31160 % ;输入检索词
127 个 ,占 29196 % ;主题指南 113 个 ,占 26165 % ;直
接输入地址 50 个 ,占 11179 %。搜索引擎第一次超
过了主题指南和输入检索词排在第 1 位 ,这说明人
们在查找可能性问题时趋于使用搜索引擎。但输入
检索词的比例与搜索引擎也十分接近 ,表明被访者
青睐使用这两种策略。而其他两种策略中 ,主题指
南居第 3 位 ,使用者也较多。只有直接输入地址的人
较少 ,仅占 11132 % ,与其他检索策略相差较远。

4 　结论
通过上述对查找具体问题、细节性问题、方向性

问题和可能性问题在 WWW 环境下检索策略的调
查 ,可以初步形成针对不同问题采取的相应策略 ,这

些策略是被访者的第一检索策略。表 6 是针对不同
类型问题采取的第一检索策略排序 ,所有顺序皆按
使用频率的多少由高到低排列 ,结果见表 6。

表 6 　不同类型问题检索策略频率统计

类　别 第 1 位 第 2 位 第 3 位 第 4 位

具体性问题
输入
检索词

主题指南搜索引擎输入地址

细节性问题 主题指南搜索引擎
输入
检索词

输入地址

方向性问题 主题指南搜索引擎输入地址
输入
检索词

可能性问题 搜索引擎
输入
检索词

主题指南输入地址

5 　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方向

上述结果是通过实验调查得出的结论 ,它只涉

及了问题的第一检索策略 ,只是对解决问题的一点

粗浅认识 ,还需要今后进一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研

究探讨。此外 ,在实验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影响

正确结论的因素 ,如被访者对问题的理解程度、实验

数据的采集是否规范等 ,这些都是在以后的研究工

作中应该引起注意的。

今后的研究工作 ,应继续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细

致地研究各类问题与检索策略间的关系 ;探讨每类

问题可能涉及的所有检索策略 ;广泛采集数据 ,增加

实验组数 ,将实验做得更深更细 ;扩大被访者层次 ,

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局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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