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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阅读类 APP 的用户评价文本进行语意分析，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和使用偏好，为此

类产品提供优化设计方向。方法 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用户使用偏好研究。首先选择一些评分较高的阅

读类 APP 的用户评价，对文本进行归纳和整理。其次利用 ROST CM6 软件对用户评价文本进行语句的

拆解和词频的计算。再对用户的需求进行编码和排序，量化分析用户在使用阅读类 APP 时的偏好度，

明确优化设计方向，构建阅读类 APP 的偏好模型，并对模型结果进行应用和验证。结论 通过阅读类

APP 用户评价可以定性分析用户对产品的满意度，定量挖掘用户潜在的需求和偏好，从而明确此类产品

的优化设计方向，培养用户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其阅读质量，最终提升用户的使用效率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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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PP Users Preference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WEI Yan-li, JIANG Xiao-qing, LI An, XU Xi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semantic analysis of user evaluation texts of reading APPs, the potential needs and preferences of 

users are explored to provide optimization design directions for such products. Conduct user preference research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First, select some user evaluations of high-scoring reading APPs, and summarize and organize the texts. 

Secondly, use ROST CM6 software to disassemble sentences of user evaluation text and calculate the word frequency. 

Then, code and sort the user’s needs,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user's preference when using reading APPs, clarify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direction, build a preference model for reading APPs, and apply and verify the model results. Through 

the user evaluation of reading APPs, it is possible to qualitatively analyze the us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 product, and 

quantify the potential needs and preferences of users, so as to clarify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direction, cultivate users to 

develop good reading habits, improve the reading quality and finally improve users' usage efficiency an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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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

了改变，阅读媒介从原来的报纸、书本，简化到如今

可以随时随地打开的智能手机。移动阅读类 APP 以

其移动性、参与性、交互性等特点，激发了用户的阅

读、传播、评论等兴趣，使阅读类 APP 拥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1]。手机应用商店中存在大量的阅读 APP，

截至目前，市场活跃的移动阅读类 APP 有 400 余款[2]。

然而，国内整体的阅读情况却不是很乐观，根据第十

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年人均读书量

为 3.32 本，与韩国人均 11 本、日本人均 40 本、以

色列人均 60 本相比，国内相对较少[3]。如何使用户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高质量阅读、养成主动阅读的

良好习惯、提升用户使用体验，是目前阅读类 APP

设计的重点。决定用户是否想用一款 APP 的关键因

素在于此款 APP 是否满足了用户需求、是否迎合了

用户使用偏好。在阅读类 APP 的研究中，刘鸣筝等[4]

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了一个评价阅读类

APP 的评估模型，对阅读类 APP 的用户需求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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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分析。韩静华等[5]基于用户感官、交互、情感 3

个方面的体验，对几款典型的阅读类 APP 提出了相

应的设计点来改善用户体验。王晰巍等[6]从用户体验

出发，将移动阅读类 APP 对用户体验的影响分为社

会性价值、情感满足、感知物理示能性、内部组织

环境和阅读价值认知 5 个方面。在阅读类 APP 用户

偏好研究方面，赵之咏[7]以 D&M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为基础，通过研究 90 后大学生对阅读类 APP 的使

用偏好，得出了强化产品特色、提供个性化服务是用

户最关心的偏好。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目前对阅读

类 APP 的研究比较倾向于用户体验方面，范围较广，

对用户偏好的研究只是部分内容，没有深入进行探

索，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内容分析法对用户偏好进

行深度挖掘，找出用户在使用阅读类 APP 时的关注

重点，从而构建用户偏好模型，并对其进行应用与

验证。 

1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特征研究的系统、客

观的定量研究方法[8]，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中所包含

的信息先进行定量的编码分析，然后根据编码结果得

出更深层次的定性分析，常用于新闻传播学、政治学

和社会学科等方面，应用范围逐渐变广[9]。内容分析

法的重点在于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和深层信息的挖掘。 

笔者基于内容分析法，首先研究用户在使用阅读

类 APP 时对不同使用需求的重视程度，然后深入挖

掘用户的使用偏好，利用偏好模型找到更多设计内

容。内容分析法步骤见图 1。首先选择几款评分较高

的阅读类 APP，对其中的用户评价文本进行归纳整

理，利用 ROST CM6 软件对评价文本进行句子拆解

和词频计算，得到多个分析单元。其次对编码方案

进行设计，将分析单元进行有效分类。编码完成后，

可利用 SPSS 数据处理软件对编码结果进行信度计

算，以保证编码结果有效。最终得到偏好的编码结

果。依据编码结果，对用户偏好进行重要性排序，

并构建偏好模型，为阅读类 APP 的优化设计提供明

确方向。因此，通过内容分析法对阅读类 APP 进行

分析，从用户需求着手深入研究用户偏好，是文中

的重点。 
 

 
 

图 1  内容分析法步骤 
Fig.1 Steps of content analysis 

2  阅读类 APP 评价文本收集与分析单元提取 

2.1  阅读类 APP 评价文本收集 

首先需要进行内容文本的收集，本次内容文本为

用户评价。在线用户评论是用户对产品的真实反馈，

对用户和企业来说是重要的潜在情报[10]。在手机 APP

应用商店中，可以查看当前软件的评分、评价、下载

数量等信息，并以此衡量这款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因

此可使用 APP 商店中的用户评价作为此次样本收集

的来源。在 APP 应用商店中搜索“阅读”，可以得到

很多阅读类 APP 产品，根据下载量选择排名前 5 的

APP 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见图 2。排名前 5 的阅读

类 APP，分别是微信阅读（103 万次）、番茄小说（98

万次）、小说阅读器（92 万次）、百度阅读（46 万次）、

QQ 阅读（40 万次）。 

 

 
 

图 2  APP 商店中排名前 5 的阅读类应用 
Fig.2 Top 5 reading APP in the APP store 

 
根据评价类型中“最有帮助”对评价样本进行筛

选，在筛选过程中排除了一些凑字数、恶意的评价，

对各 APP 搜集有用的 10 条评价，5 个 APP 共计 50

条，共 50 个分析样本，50 条评价样本概况见表 1。 
 

表 1  50 条评价样本概况 
Tab.1 Summary of 50 evaluation samples 

评价序号 评价来源 数量 

1—10 微信读书 10 条 

11—20 番茄小说 10 条 

21—30 小说阅读器 10 条 

31—40 百度阅读 10 条 

41—50 QQ 阅读 10 条 

 

2.2  阅读类 APP 分析单元提取 

确定了内容文本之后可以进行分析单元的提取。

分析单元即将用户评价样本拆解成一个个分词，并进

行分词筛选和频数计算。可以将 50 条评价分别储存

为 txt.文本格式，然后将文本导入 ROST 软件中进行

分析。ROST 是一款可进行文本内容处理的内容挖掘

软件，可对文本内容进行分词和词频计算，因此，可

以利用 ROST 分别得到分词文本和词频文本，最后将

结果进行统计，得到 95 个分析单元，共计 238 个词，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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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5 个分析单元 
Tab.2 95 analysis units 

序号 分词/词频 序号 分词/词频 序号 分词/词频 序号 分词/词频 序号 分词/词频 序号 分词/词频

1 读书阅读/37 17 打发时间/3 33 语意不通/1 49 方便/1 65 好看/1 81 简单上手/1

2 永久免费/34 18 舒服/2 34 闲暇/1 50 穿越/1 66 无需注册/1 82 发表意见/1

3 广告/8 19 惊喜/2 35 赚币/1 51 无限金币/1 67 无需登录/1 83 夜间模式/1

4 界面设计/8 20 鼓励/2 36 分类方式/1 52 增长知识/1 68 想看类型/1 84 弹窗内容/1

5 功能/7 21 分类/2 37 陪伴/1 53 深色模式/1 69 书源丰富/1 85 经典书籍/1

6 听书/7 22 社交/2 38 海量小说/1 54 便宜/1 70 碎片时间/1 86 海量/1 

7 付费氪金/7 23 读者/2 39 无限卡片/1 55 便捷/1 71 简约大气/1 87 简洁/1 

8 种类齐全/7 24 互动/2 40 更新及时/1 56 激励/1 72 分类明确/1 88 首页推荐/1

9 书币/4 25 世界评价/2 41 搜索功能/1 57 互相关注/1 73 没有广告/1 89 友善/1 

10 无限/4 26 充电提升/2 42 英文原版/1 58 互相推荐/1 74 主动权/1 90 书量/1 

11 选择权力/4 27 奖励机制/2 43 获得点赞/1 59 丰富细节/1 75 评价互动/1 91 网友/1 

12 体验感受/4 28 趣味乐趣/2 44 深夜模式/1 60 功能好用/1 76 闲暇时间/1 92 一起评价/1

13 错字/3 29 情感/2 45 流行/1 61 心理暗示/1 77 资源丰富/1 93 积分/1 

14 新书/3 30 兑换书籍/2 46 强制/1 62 心理反馈/1 78 需要学习/1 94 查看书友/1

15 代金卡券/3 31 赚点小钱/2 47 签到积分/1 63 爱上读书/1 79 时长兑换/1 95 书的质量/1

16 兑换书币/3 32 休闲/1 48 不会孤独/1 64 穿越类型/1 80 内容丰富/1    
 

3  阅读类 APP 编码方案设计与编码信度计算 

3.1  编码方案设计 

确定了分析单元之后需要将单元进行编码。编码

方案通常有 3 个来源，分别是数据、已有的相关研究、

已有的理论[11]。编码可以根据归纳的方式进行推理。

为了研究用户有哪些使用偏好，可首先从用户需求入

手，通过用户不同的需求来找出更多的用户偏好，再

对其进行编码，因此，将使用需求作为一级编码指标、

使用偏好作为二级编码指标。根据对阅读类 APP 的

文献研究情况来看，可将用户需求分成 4 个基本模块，

分别为社交需求、情感需求、功能性需求、阅读需求，

并根据需求和用户评价结果的内容，归纳总结出 13 个

使用偏好作为二级编码指标。编码方案设计见表 3。 

社交需求指用户在阅读时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

“书友”，或是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得到

社会认同，提升自己的存在价值。情感需求包含了情

感化、个性化等需求，在强调用户体验的今天，情感

化越来越受到关注。功能性需求包括操作是否简单、

是否有小福利，例如阅读时长兑换无限卡、书籍是否

需要购买等需求。阅读需求指书本资源是否丰富、是

否能满足用户求知需要等。以下将根据这 4 类需求对

不同用户偏好进行定量研究。 

3.2  编码信度计算 

基于前文已经得到的分析单元，开始进行编码工

作。为了保证编码过程的有效性和公平性，该研究选

择了 2 位研究生作为编码人员，并对编码人员进行简

单的培训。在编码过程中，若出现有歧义的词，会对

词进行适当的调整，继而重新编码，以保证编码的 

表 3  编码方案设计 
Tab.3 Coding scheme design 

一级编码：使用需求 二级编码：使用偏好 

1. 结识朋友 

2. 读书分享 社交需求 

3. 点赞评价 

4. 心情放松 

5. 工作解压 情感需求 

6. 知识储备 

7. 操作简单 

8. 听书、搜索、分类 功能性需求 

9. 福利因素 

10. 书籍丰富 

11. 是否收费 

12. 界面设计 
阅读需求 

13. 有无广告 
 

有效性。另外，为了保证编码的结果是可信的，需要

对编码人员进行信度测试。Cohen's kappa 系数是一种

可以衡量分类精度的数值，可用来计算编码结果的一

致性可靠度[12]。可以利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来计算

kappa 值[13]。将 2 位研究生的编码结果数据导入 SPSS

软件中，并进行数据运算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利用 SPSS 计算 kappa 值结果 
Tab.4 Calculate the kappa value by using SPSS 

kappa 值 渐进标准 

误差 a 近似 Tb 渐进显

著性 

协议测量 Kappa 0.766 0.053 12.716 <0.001

有效个案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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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结果，本次 kappa 值为 0.766，Cohen's 

kappa 系数的一致性含义见表 5。由表 5 可知，系数

在 0.61~0.80 时编码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此次编

码结果的可信度是较高的，证明结果有效。 
 

表 5  Cohen's kappa 系数的一致性含义[13] 
Tab.5 Consistent meaning of cohen's kappa coefficient[13] 

Cohen's kappa 系数 一致性强度 

<0.02 较差 

0.21~0.04 一般 

0.41~0.60 中等 

0.61~0.80 较强 

0.81~1.00 强 
 

4  阅读类 APP 用户需求与偏好编码结果分析 

4.1  阅读类 APP 用户需求编码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内容分析，可得到总数量为 235 个词的

内容分析结果，见表 6。可以看出，用户在使用阅读

类 APP 时关注的使用需求顺序依次为阅读需求（134）

>功能需求（54）>情感需求（31）>社交需求（16），

根据使用需求的重要性程度可以进一步对用户的使

用偏好进行分析。 

4.2  阅读类 APP 用户偏好编码结果分析 

在用户使用偏好中，用户对书籍是否丰富（61）、

书籍是否收费（42），以及在阅读过程中是否有福利

因素（25）较为关心。用户对书籍是否能够分享（4）、

是否能增加知识（5）、和是否能收到点赞和评价（6）

一般关心。对偏好的收集和整理可以帮助设计者更加

了解用户在使用阅读类 APP 时所关心的问题，从而

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详细的用户偏好分布见图 3。 
 

 
 

图 3  编码结果之用户偏好占比 
Fig.3 Percentage of user preferences for coding results 

 

根据以上偏好分布结果，可提炼出在进行阅读类

APP 设计时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如下。 

1）丰富书籍展示区，强调资源充足。对用户来

说图书的丰富是最基本的需求。由马斯洛需求理论可

知，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若一款阅读类 APP

的资源不足，就失去了吸引用户使用的最基本的要

素。因此，在一款阅读类 APP 的首页有必要尽可能

多地展示书籍，从而增强用户对阅读的兴趣。 

2）设计福利机制，吸引用户每日读书。用户在

使用阅读类 APP 中十分在意奖励机制，有了奖励更

能鼓励用户去阅读。例如，微信阅读中的“无限卡”

奖励机制，无限卡的获得较为容易，用户可以通过分

享好友链接、集赞等互动方式获得无限卡。有了无限

卡便可以随意选择书籍进行阅读，因此对用户来说会

形成一种“即使不读书也要获得无限卡”的心理。游

戏化的思维和有趣的元素能够激励用户行为，促进用

户的使用欲望[14]。 

表 6  内容分析结果 
Tab.6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使用需求 使用偏好 编码结果 词频 占比/%

结识朋友 22，23，57，94 6 2.55 

读书分享 24，45，58，75 4 1.7 
社交需求 

总数量：16（6.8%） 
点赞评价 25，43，82，91，92 6 2.55 

心情放松 18，19，20，12，34，37，48，56，61，62，70，76，74 19 8.09 

工作解压 17，29，32，28 7 2.98 
情感需求 

总数量：31（13.2%） 
知识储备 26，52，63，78 5 2.13 

操作简单 5，49，55，66，67，81，89，46 14 5.96 

听书、搜索、分类 6，41，59，60，88，21，36，72 15 6.38 
功能性需求 

总数量：54（22.98%） 
福利因素 9，10，15，16，27，30，31，35，39，47，51，79，93 25 10.64 

书籍丰富 
1，8，14，38，40，42，50，64，65，68，69，77，80，

85，86，90，95 
61 25.96 

是否收费 2，7，54 42 17.87 

界面设计 11，84，4，44，53，71，83，87 18 7.7 

阅读需求 

总数量：134（57.06%） 

有无广告 3，13，33，73 13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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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当添加社交功能，放松用户心情。现在几

乎任何 APP 都会附带一些社交功能模块，这是因为

讨论和分享已逐渐成为用户操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对于阅读类 APP，也可以适当引入社交模块，

让更多书友在一起分享读书心得和精品书单，趣味化

的阅读过程，可以缓解生活压力、放松心情。然而，

不能完全社交化阅读类 APP，否则容易让用户在操作

时感到迷惑和反感。 

4）优化界面设计，增加美感，提升温度。美观

的界面往往更能吸引用户，让用户在阅读时有更好的

沉浸体验。在有限的界面空间中应该充分利用每一寸

设计空间，强调适当引入品牌设计元素，加强用户对

产品的了解，不仅在视觉上享受，也赋予产品一定的

情感温度，对需求升华，为用户打造更温馨的情感 
 

体验[15]，减少广告等“中断感”因素让用户对产品产

生廉价、无趣等负面印象[16]。 

5  阅读类 APP 用户偏好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5.1  阅读类 APP 用户偏好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对阅读类 APP 用户使用偏好的分析过

程及分析结果，可进行阅读类 APP 偏好模型的构建。

在进行偏好的具体设计时，可根据“丰富书籍、设置

福利、适当社交、提升温度”4 个重要的偏好进行横

向展开，并通过“功能、布局、交互”3 个方面，纵

向将每个重要的偏好进行更明确地说明。通过内容分

析的过程和结果，可以得到阅读类 APP 的用户偏好

模型，见图 4。 

 
 

图 4  阅读类 APP 用户偏好模型 
Fig.4 Reading APP user's preference model 

 

通过前期对阅读类 APP 用户评价文本的收集、

分析单元的提取、编码方案的设计及编码结果的分

析，可以得到 4 个重要的用户使用偏好，并根据“功

能、布局、交互”3 种表现形式进行偏好的设计，具

体方法有以下几种。 

1）丰富书籍。功能层面：可通过首页来尽可能

多地展示书籍，避免留出空白给用户带来迷惑。布局

层面：采用卡片式布局，以瀑布流的视觉形式呈现给

用户，使书较多排列时也不会造成视觉上的混乱。交

互层面：增加分类的数目，给用户更多选择，心理上

让用户觉得库存丰富。 

2）设置福利。功能层面：首页视觉中心的位置

设置福利卡券或每日打卡奖励来吸引用户点击。布局

层面：卡片的布局类似物理世界的优惠券，更能引起

用户关注。交互层面：可以对坚持打卡的用户进行勋

章奖励，设置不同勋章，增加仪式感，或集满勋章可

领取限量版图书。 

3）适当社交。功能层面：阅读过程中可以写读

书笔记、查看他人的读书笔记、或者及时分享书单。

布局层面：以卡片形式呈现好友最近的阅读日记，适

量但不影响用户阅读。交互层面：可进行好友读书时

长 PK，或者组队 PK，从而游戏化读书过程。 

4）提升温度。功能层面：在用户退出再次进行

阅读时，在底部设置温馨弹窗，提醒用户是否继续阅

读。布局层面：利用卡片式布局和色彩搭配让画面更

加充实，减少留白产生的冷漠感。交互层面：对书本

内容加载过程中的动效及缺省图，可以有效利用产品

的 IP 形象进行设计，从而提升用户的品牌认知。 

5.2  阅读类 APP 用户偏好模型的应用 

为了验证阅读类 APP 偏好模型结果的适用性和

可行性，选择一款在应用商店中评分较低的 APP 进

行部分界面的优化设计。此次优化的 APP 为“饭团

看书”，见图 5。目前这款 APP 在应用商店的评分为

3.9 分，评分较低。 

首页作为留住用户重要的功能入口之一，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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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饭团看书 APP 
Fig.5 Fan tuan reading APP 

 
了用户对平台的第一印象。在 APP 商店中，“饭团读

书”的标签为“拥有海量免费小说资源”，但在首页

中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用户需要点击右上角的“书 
 

城”才能进入书籍界面，这一步增加了操作步骤，并

且在书架没有收藏书单时首页更显单薄。另外在书单

详情页中，页面头部简介和下面内容的分割过于简

单，没有明显的区分，背景较为单调。根据以上偏好

模型中的分析结果，可从 4 个重要偏好入手，并从功

能、布局、交互 3 个层面进行优化方案的设计。 

1）首页问题和解决方法见表 7，首页改良前后

对比效果见图 6。 

2）书单详情页问题和解决办法见表 8，书单详

情页改良前后对比效果见图 7。 

表 7  首页问题与解决方法 
Tab.7 Home pag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解决方法 
问题      

功能 布局 交互 

书籍不丰富 
首页设置为书城，书架放在底部

标签中的第 3 个入口 
采用卡片式布局 

将底部标签栏中的“书城”Logo

以“饭团”APP 的 IP 形象进行设

计，增加操作和视觉上的趣味性 

无福利吸引 
首页设置卡券，放在视觉中心，

吸引用户点击 

以卡片的形式模拟现实世界优

惠券的形式 

卡片的形式便于操作，用户若不需

要可横向滑动取消 

界面温度感弱 
原界面大面积空白，首页进行设

计后充实界面，减少用户困惑感

卡片布局的使用让界面更加柔

和，同时也更有秩序感 

引入 IP 形象的设计让视觉上更有

趣味性 

 

 
 

图 6  “首页”改良前后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home page"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图 7 “书单详情页”改良前后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details page"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表 8  书单详情页问题与解决方法 
Tab.8 Details pag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解决方法 
问题      

功能 布局 交互 

社交功能弱 
可 在 右 上 角 设 置 一 键 分 享 功

能，实时分享书单给好友 

可利用色彩将说明文字和详情

页进行模块的区别 

用户将书单分享给好友后，可设置

反馈提示，告知用户好友已收到 

界面温度感弱 

设置一键将所有书加入书架功

能，减少用户将书一本本加入

书架的繁冗操作 

利用饭团 APP 的 IP 形象作为背

景纹理，一方面能加强用户品

牌认知，另一方面能给用户带

来温馨的视觉感受 

在用户将书单分享给用户后提示

用户“分享成功啦”等有情感温度

的提示语，鼓励用户继续使用。 



第 43 卷  第 8 期 韦艳丽，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阅读类 APP 用户使用偏好研究 163 

 

5.3  阅读类 APP 用户偏好模型的验证 

改良后需要对设计结果进行验证，具体通过调查

问卷的方式进行。分别将首页和书单详情页改良前后

的页面进行对比，观察用户更偏爱改良前还是改良后

的界面。共发送问卷 60 份，有效填写问卷 60 份，问

卷调查结果见图 8。研究结果显示，用户普遍更喜欢

改良后的界面，证明了此次优化设计结果是有效的。 
 

 
 

图 8 “用户更喜欢改良前还是改良后界面” 

问卷结果调查 
Fig.8 "Do users prefer the modified or  
pre-modified interface" survey results 

6  结语 

文中利用内容分析法对阅读类 APP 的用户评价

进行了信息特征的研究，通过将用户评价进行语句拆

解、词频计算、编码设计的方式，总结出了用户在使

用阅读类 APP 时的使用需求，得到其需求强度分别

为阅读需求>功能需求>情感需求>社交需求。通过用

户需求可更进一步对用户偏好进行研究，对不同使用

偏好进行重要度排序，并通过内容分析法的过程和分

析结果来构建阅读类 APP 用户偏好模型，为优化阅

读类 APP 提供设计提供思路，让设计产物更加符合

用户预期，增加用户黏性，同时让设计结果更加有效，

提升用户体验。另外，通过内容分析法对用户评论的

研究，也可以为设计人员在分析其他种类 APP 的使

用偏好时提供一种新思路，为产品的设计或优化提供

一种参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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