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  第 14 期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7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53 

                            

收稿日期：2016-04-09 
作者简介：朱上上（1975—），女，浙江人，博士，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设计、产品设计。 

学龄前幼儿父亲移动育儿信息服务设计研究 

朱上上，屠惠惠 
（浙江工业大学，杭州 310023） 

摘要：目的 对学龄前幼儿父亲的移动育儿信息服务进行研究。方法 以服务设计基本原理为基础，在

梳理国内外信息行为和移动信息服务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用户信息行为的移动信息服务设计

模型，结合用户调研，进行学龄前幼儿父亲的移动育儿信息服务系统的设计探索。结论 研究父亲育儿

信息获取、选择、交流和评价行为特征以及移动信息服务期待，提出移动育儿信息服务系统，从线上

和线下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育儿信息获取与交流分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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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 Design for Preschoolers′Fa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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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It studies the mobile childcare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fathers of preschoolers.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ervice design and the research of information behaviors and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s, it proposed mobile information ser-
vices design models based on user information behaviors. Relying on the user research, it investigated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fathers during parenting. By studying the behaviors of preschool fathers to acquire, select, discuss and assess parenting in-
formation and their expectation for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 a mobile childcare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is designed for 
fathers to acquire, exchange and share specific service about childcare online and offline. 
KEY WORDS: information behavior; service design;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s;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 desig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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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逐渐成为个人综合信息的服务平台，给信

息服务行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对人们的信

息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用户作为信息服务

传递过程的能动中心和信息服务创新的出发点，对

移动信息服务的质与量的需求不断提高，研究用户

的信息行为特征指导着移动信息服务的供应。 
婴儿潮全面引爆，80、90 后父母逐渐成为母婴

市场的主流消费群，有大量的时间停留在互联网寻

求和分享各类育儿信息。同时，父亲在意识上对于

参与育儿深表赞同，许多父亲逐渐投入到育儿活动

中去[1]。这里基于用户信息行为，提出基于用户信息

行为的移动信息服务设计模型。通过研究学龄前幼

儿父亲的育儿信息行为，挖掘用户需求，辅助服务

创新设计，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育儿信息服务。 

1  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行为是人特有的一种行为，是一个人欲确认

某一信息以满足需要时与信息资源之间的协同过程，

包括信息寻求、信息选择、信息交互、信息利用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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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评价，具有社会性、自由性、随机性和选择性[2]。移

动信息行为是用户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通过手机终

端与网络交互使自身信息需求得到满足的信息行为。 

    当前，国内外信息行为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系统

观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认知观，现已开始进入社会观与

认知观结合多元化的新阶段，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互补

性。从认知观出发的信息行为研究，注重个体认知心

理因素，其中关于信息需求的代表模型为 Dervin 意义

构建模型[3]。代表模型有 Ellis 信息寻求行为模型[4]，

Wilson 信息寻求行为模型[5]。从社会观与认知观结合多

元化观点出发的信息行为研究，注重社会因素，同时

强调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交互过程，关注复杂的信息活

动中的个体、情境、工作任务和其他相关因素，更具

非线性动态性。代表模型有 Savolainen 日常生活信息

搜寻模型[6]，Saracevic 交互分层模型[7]。 
    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传统的调查

法、访谈法、小组讨论法、实验法等，以及伴随人

机交互技术发展出现的视频捕捉法、视线跟踪法等，

在实际研究中经常将多种方法结合运用。 

2  移动信息服务研究 

 移动信息服务是移动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移

动或无线信息网络与手持移动信息终端向移动环境

下的用户提供的信息的服务，其要素包括信息服务

者、信息用户、信息服务内容、信息服务系统、信

息服务方法和策略[8]，具有泛在性、个性化、便捷灵

活性、多主体参与性、服务内容多样化等特点，但

会受到环境、屏幕和输入条件等的限制。 
    伴随着人们对移动信息服务认识的深入，以用

户为中心的理念在移动信息服务的研究中逐渐受到

重视。学者们从用户情境、用户体验等角度，研究

了移动信息服务的框架和机制[9-10]。同时，逐渐建立

起了比较丰富的质量评价体系。针对网络信息服务，

Zeithaml 等人提出了 E－S－QUAL 评价量表[11]；针

对移动信息服务，阚德涛构建了移动信息服务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12]。 

3  基于用户信息行为的移动信息服务设计 

服务设计作为全新的、整体性强的、多学科交

融的综合领域，既可以是有形的，又可以是无形的，

并将以人为本和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始终。

对用户来说，是服务需求得到满足，服务界面的有

用、可用及好用；对服务提供者来说，使他们提供

的服务更快捷高效以及与众不同[13]。 

移动信息服务设计遵循服务设计的基本原理。

从用户信息行为角度研究移动信息服务设计，能够

为其提供切入点，也是制定有针对性的移动信息服

务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这里构建基于用户信息行

为的移动信息服务设计模型，见图 1，有利于深入明

晰地分析移动信息服务设计在用户信息行为与移动

信息服务之间的关系。 
移动信息服务提供者是移动信息服务的主体，

包括从事信息服务的机构及机构中的服务人员，是

整个信息服务工作的组织者、执行者和管理者。移

动信息服务用户（接受者）是移动信息服务的对象

和信息服务内容的接受者和利用者。移动信息服务

设计在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之间起到中间作用。如图 1

底部的箭头显示服务设计为服务提供者传递更高的

生成率，使得服务更加高效有用；为用户提供更有

用、易用好用的服务提高了用户满意度。图 1 顶部

的灰色箭头展示了移动信息服务设计考虑到服务提

供者在设计中的影响和联系。图 1 左侧大圆中包含 

 
图 1  基于用户信息行为的移动信息服务设计模型 

Fig.1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s design model based on us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第 37 卷  第 14 期 朱上上等：学龄前幼儿父亲移动育儿信息服务设计研究 55 

 

受移动环境和移动信息技术影响的合作伙伴、供应

商等利益相关方。同时，移动信息服务设计从用户

信息行为角度进行研究，调查用户的认知、情感、

情境（受市场、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发

现甄别用户的信息需求以及用户信息行为特征（包

括信息寻求、信息选择、信息交互、信息利用、信

息评价行为）。移动信息服务设计组织根据用户信息

行为的研究结果，帮助服务提供者建立并向用户传

达服务的内容和策略；移动信息服务设计帮助设计

用户在信息行为中遇到的所有接触点来提高用户的

服务体验。通过移动信息服务设计，达到移动信息

服务提供者和用户的双赢。                                                                                                                                 

4  学龄前幼儿父亲育儿信息行为研究 

为了解学龄前幼儿父亲的育儿信息行为，对 15 位

来自杭州年龄在 25~35 岁之间的学龄前幼儿父亲进行

面对面深度访谈，了解其基本育儿情况、育儿情绪态

度、育儿信息行为等，并根据访谈编制调查问卷。部

分题目使用五点量表，每一项由低到高分 5 个等级，

在网上、线下发放 200 份问卷，最终回收 159 份有效

问卷。根据数据统计：（1）育儿情况，77.36%父亲会

参与基本育儿活动，其中经常与孩子一起玩耍；（2）

育儿情绪态度，56.6%的父亲遇到问题时偶尔很烦躁，

总体较快乐，30.19%很享受和孩子一起的时光；（3）

信息需求，在育儿过程中所需信息的迫切程度前五，

分别为幼儿习惯培养、幼儿情绪性格、幼儿行为发展、

家庭教育、亲子互动游戏，不同父亲因自身和孩子情

况有不同的信息需求；（4）信息获取来源及方式主要

包括配偶、长辈和其他亲人、育儿书籍杂志、网络搜

索查询、母婴论坛网站，分别占 71.7%，64.15%，

39.62%，37.74%，32.08%，在育儿过程中帮忙解决实

际问题的重要程度从高至低为，配偶的帮助→自己的

摸索和思考→长辈亲人的帮助→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

→育儿书籍；（5）信息交流方式，92.45%的父亲会与

他人沟通分享育儿过程中的事物，对象主要为配偶、

同伴朋友、其他孩子父母和长辈亲人，内容主要为育

儿经验和方法、育儿过程中的趣事、育儿过程中的难

题、育儿用品和使用体验、幼儿平时生活照片，分别

占 83.67%，59.18%，53.06，51.02%，48.98，多以面

对面及聊天工具方式交流；（6）移动育儿信息服务使

用情况，79.24%的父亲会通过移动设备获取育儿信息，

时间一般不超过 1 h，其中 82%的父亲在家中，19%在

办公室内通过移动设备获取育儿信息；（7）移动育儿

信息服务期待，其期待程度从高到低为及时获取需要

的育儿信息，快速有效选择所需的育儿信息，操作简

单方便，流程清晰合理，出错率少，交流分享育儿信

息，能收藏所需信息供多次使用，页面内容适量，简

单易懂，判断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及时推送定制的

育儿资讯（育儿任务、活动等），界面设计美观，功能

清晰，图标识别性高，有友好的反馈体验，问题预测

（大数据分析提前推送解决方案），匿名获取育儿信

息，记录（可家人一起）育儿中的事物，签到登录，

浏览点赞，积分/奖品等奖励；（8）移动信息服务使用

制约因素主要为没时间查找，信息过于表面化，太复

杂，权威性不够。 

5  学龄前幼儿父亲育儿移动信息服务系统 

针对育儿信息行为研究结果，通过移动信息服

务设计将移动信息服务的内容传达给用户。学龄前

幼儿父亲通过线上与线下的信息行为过程中体验产

品服务，同时与其家属间存在信息交互。育儿信息

服务平台系统运行数据库，根据用户信息寻求、选

择、利用数据，反馈给育儿信息数据资源库，并根

据其特征提供定制的内容信息。育儿信息资源数据

主要来源于网络等信息资源，需要平台维护人员对

其进行维护。运维人员根据用户在平台的信息行为，

通过育儿信息服务平台系统进行育儿信息管理、育

儿活动管理和合作伙伴组织联系管理等。用户通过

平台系统将信息评价传递给服务人员，服务人员通

过信息服务平台为其提供服务介绍与开通等帮助，

并通过平台系统进行用户管理和服务管理。在线下

的信息交流服务中，服务人员与运维人员合作，完

成活动的组织与合作，并为线下活动提供相应帮助。

学龄前幼儿父亲育儿信息服务系统见图 2。 

6  基于手机应用的移动信息服务设计 

6.1 移动育儿信息服务应用功能构架 

 结合手机移动 APP 设计的特征，学龄前幼儿父

亲育儿信息服务 APP功能构架见图 3，主要包括任务、

应急助手、糗事分享、育儿记录、我的主页等 5 个

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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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龄前幼儿父亲育儿信息服务系统 

Fig.2 Preschoolers father childcare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图 3  学龄前幼儿父亲育儿信息服务 APP 功能构架 
Fig.3 The functional framework of Preschoolers' Fathers Care 

Information Services APP 

6.2  移动育儿信息服务原型 

    针对移动育儿信息服务 APP 应用的用户场景分

解任务，主要包括以下任务：（1）接受、记录育儿

任务；（2）搜索、浏览订阅需要的育儿信息，发现

感兴趣的活动信息并报名参加；（3）浏览、发布、

分享育儿糗事，并与他人对其他糗事进行关注、评

论、收藏等互动；（4）以图文形式记录孩子身高体

重成长等信息；（5）编辑查看个人主页信息及个人

账号设置。针对各任务模块分别构建流程及原型。 
浏览、发表育儿糗事的方式见图 4，其主要流程

包括：（1）进入手机 APP，点击下方菜单中的 

  

图 4  浏览、发表育儿糗事的方式 
Fig.4 The way to browse and share interesting parenting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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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糗事”，进入糗事任务模块；（2）根据分类（最新、

最热、爸爸、妈妈）浏览糗事详情；（3）点击“☆”

收藏/取消来收藏糗事，点击“评论”对他人糗事进

行评论互动；（4）点击右上角“+”发表糗事，从本

地或直接拍摄，上传图片、文字信息并发送确认；（5）

点击他人头像进入其个人主页。 

7  结语 

这里分析了信息行为、移动信息服务和服务设

计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基于用户信息行为的移动信

息服务设计模型，结合用户调研，研究学龄前幼儿

父亲的信息行为并进行移动育儿信息服务系统的设

计探索。从用户角度而言，通过移动育儿信息服务

满足学龄前幼儿父亲在育儿过程中个性化的信息需

求；从服务提供者角度而言，设计研究人员通过分

析学龄前幼儿父亲的信息行为，能有针对性地为信

息用户提供所需的信息和服务，提高用户对服务的

粘性，增强核心竞争力；从社会价值角度而言，带

动了整体育儿资源的活跃利用，并能够在社会中促

进父亲参与家庭育儿氛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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