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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提升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提供参考。方法
 

以便

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选取770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

卷、电子健康素养量表、死亡焦虑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大学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为65.00(58.00,

72.00)分;死亡焦虑、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分别为45.00(43.00,49.00)分、32.00(28.00,32.00)分。家庭收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

息关注程度、谣言应对方式、死亡焦虑和电子健康素养是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因素,能解释总变异

的46.20%。结论
 

大学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身谣言辨别能力、重视信

息素养和电子健康素养教育,可提高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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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verification
 

ability
 

of
 

internet
 

rumor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verification
 

ability
 

of
 

rumor.
 

Methods
 

A
 

total
 

of
  

77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or
 

snowball
 

sampling.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question-
naire,

 

the
 

Questionnaire
 

for
 

Evaluating
 

Internet
 

Rumors
 

Verification
 

Ability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eHealth
 

Literacy
 

Scale,
 

and
  

the
 

Templer's
 

Death
 

Anxiety
 

Scale
 

were
 

used
  

to
 

survey
 

the
 

students.
 

Results
 

The
  

median
 

score
 

of
 

college
 

students'
 

veri-
fication

 

ability
 

of
 

internet
 

rumors
 

was
 

65.00
 

(58.00,72.00)
 

points.
 

The
 

students
 

scored
 

45.00
 

(43.00,49.00)
 

points
 

in
 

death
 

anxiety,
 

and
 

32.00
 

(28.00,32.00)
 

points
 

in
 

ehealth
 

literacy.
 

Family
 

income,
 

concerns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formation,
 

the
 

ways
 

to
 

deal
 

with
 

rumors,
 

death
 

anxiety
 

and
 

ehealth
 

literacy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verification
 

ability
 

of
 

internet
 

rumor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plaining
 

46.20%
 

of
 

the
 

total
 

variation.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verification
 

abili-
ty

 

of
 

internet
 

rumor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as
 

moderate.
 

Measures
 

including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evaluate
 

their
 

ability
 

to
 

correctly
 

verify
 

rumor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electronic
 

health
 

literacy
 

education,
 

can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verification
 

ability
 

of
 

internet
 

rumor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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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是指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察觉、辨析、确证和抵御

能力[1]。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伴随着“信息流

行病”[2]的暴发,网络谣言更是不断滋生。大学生作

为网络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良好的谣言辨别能力

对阻止谣言的再传播有重要作用。电子健康素养是

指通过电子媒体查找、评估、应用健康信息并解决相

关问题的能力[3],在大学生面对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

大量复杂网络信息时发挥重要导航作用[4]。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威胁公众的生命健康,激增了死亡焦虑情

绪体验,可能导致大学生在面临死亡恐惧时产生一系

列适应性应对方式或不良的应对行为[5]。本课题组

在前期工作中通过文献回顾、对网络谣言受众的质性

研究和德尔菲专家咨询编制完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并对其进行项目分析和

信效度检验;本研究将其应用于大学生群体,旨在探

索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现状

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今后提升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开展大学生信息素养和健康素

养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高校在读

大学生;③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非全日制大学

生。本研究已通过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

会审查(南医伦审[2021]第21号)。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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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生源地、学制、专业、家庭月收入、健康状况、网络

资源使用时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关注程度、谣
言应对方式等。
1.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

卷 由课题组编制形成,包括察觉能力(3个条目)、
辨析能力(6个条目)、确证能力(3个条目)、抵御能力

(6个条目)共4个维度18个条目,见表1。问卷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相符”至“非常相符”分

别计1~5分,总分为各条目分数之和,为18~90分,
得分越高表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

越高,≤36分为辨别能力较低,37~71分为辨别能力

中等,≥72分为辨别能力良好。该问卷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47。验证性因子分

析显示,χ2/df=2.967,RMSEA=0.072,CFI=
0.949,NFI=0.925,IFI=0.949,TLI=0.940。

表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维度及条目

维度 条 目

察觉能力 1.
 

当浏览或搜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时,我能察觉出哪些可能是谣言

2.
 

我能看出健康/医学网络信息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3.
 

我知道网络谣言经常在哪些平台传播

辨析能力 4.
 

我能判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中是否有假冒权威人士或官方平台发表的言论

5.
 

我能够分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中有无逻辑错误

6.
 

我能判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频信息的真实性

7.
 

我能快速查询作者的可信度来鉴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

8.
 

我能查询出健康/医学信息的作者是否具备健康/医学的知识背景

9.
 

我能够区分网络信息中哪些是事实,哪些只是作者的观点

确证能力 10.
 

我知道一些求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真假的官方网站(如央视网、人民日报)或权威媒体平台(如科普中国)

11.
 

我能通过权威网站或平台核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是否属于谣言

12.
 

我能通过比较多种信息来源来判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

抵御能力 13.
 

我不会盲目相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

14.
 

我觉得我已经养成了辨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真假的习惯

15.
 

我通常不会跟别人分享未经核实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

16.
 

我能通过多看官方媒体(如央视网、人民日报)发布的新闻来抵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

17.
 

我能通过多看辟谣信息来抵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

18.
 

我清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危害

1.2.3 死亡焦虑量表(Templer's
 

Death
 

Anxiety
 

Scale,
 

T-DAS) 由Templer等[6]编制,经杨红等[7]

汉化,包括情感(6个条目)、认知(3个条目)、时间意

识(2个条目)、压力和痛苦(4个条目)4个维度共15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至
“非常同意”依次计1~5分,总分15~75分,其中条

目2、3、5、6、7、15反向计分,其余正向计分,得分越高

表示死亡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690。
1.2.4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
 由Norman[3]编制,郭帅军等[8]汉化,包括网络健康

信息与服务的应用能力(5个条目)、评判能力(2个条

目)和决策能力(1个条目)3个维度共8个条目。采

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相符”至“非常相符”
分别计1~5分,得分范围为8~40分,分数越高表示

电子健康素养越高,总分>32分表示电子健康素养合

格[9]。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950。
1.3 调查方法 在问卷星平台设计电子问卷,采用

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2021年9~11月由研究

小组成员通过微信、QQ等社交软件向全国高校范围

内的在读大学生或高校教师发放电子问卷链接或二

维码,并经其转发至班级微信群、QQ群。共收集808
份调查问卷,删除前后回答不一致、填写时间<1

 

min
的问 卷,回 收 有 效 问 卷 770 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5.3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对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非正

态资料使用中位数(M)及四分位数(P25,P75),计数

资料 使 用 频 数 和 百 分 比 描 述。行 非 参 数 检 验、
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检

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大学生一般资料 本组大学生770人,来自于

163所大学。男生212人,女生558人;年龄18~31
(21.59±2.65)岁。专科生109人,本科生381人,硕
士研究生252人,博士研究生28人;医学类专业428
人,非医学专业342人。健康状况良好707人,患有

慢性病58人,处于急性疾病状态5人;日均网络资源

使用时间<1
 

h
 

12人,1~h
 

177人,3~h
 

234人,>5
 

h
 

347人。
2.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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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评估问卷

总得分为65.00(58.00,72.00)分,≥72分224人

(29.09%);问卷条目均分为3.61(3.22,4.00)分;各
维度的条目均分为:察觉能力3.33(3.00,4.00)分,辨
析能力3.33(3.00,4.00)分,确证能力4.00(3.33,
4.33)分,抵御能力4.00(3.50,4.17)分。
2.3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

分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学制、是否为医学专业、
健康状况、网络信息使用时间的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

2。
表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

能力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

项目 人数 得分[M(P25,P75)] Z/Hc P
生源地 2.157 0.031
 城镇 310 66.00(60.00,72.00)

 农村 460 65.00(57.00,72.00)
家庭月收入(元) 22.324 0.000
 <3000 127 65.00(56.00,72.00)

 3000~ 250 64.00(57.75,71.00)

 6000~ 216 65.00(57.00,72.00)

 10000~ 128 68.00(61.25,72.00)

 >20000 49 72.00(64.50,78.00)
信息关注程度 55.360 0.000
 几乎不关注 38 56.50(53.00,67.50)

 关注较少 231 63.00(57.00,71.00)

 一般 302 65.00(57.75,72.00)

 关注较多 137 69.00(63.00,74.00)

 非常关注 62 71.00(65.00,77.25)
谣言应对方式 8.431 0.015
 主动查证信息真假 142 69.00(58.00,78.00)

 等待告知 624 65.00(58.00,72.00)

 其他 4 64.00(55.25,78.75)

2.4 大学生死亡焦虑、电子健康素养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

显示,大学生死亡焦虑、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分别为

45.00(43.00,49.00)分、32.00(28.00,32.00)分。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与死亡焦虑、电子

健康素养得分呈正相关(r=0.137、0.652,均 P<
0.01)。
2.5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

能力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

析,残差满足正态分布、均数为0、等方差 的 条 件;
Durbin-Watson(U)值为1.966,满足变量间相互独立的

条件,膨胀因子(VIF)均<2满足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的条件。设α入=0.05,α出=0.10,最终家庭月收入

(赋值:<3
 

000元=1,3
 

000~元=2,6
 

000~元=3,
10

 

000~元=4,>20
 

000元=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

息关注程度(几乎不关注=1,关注较少=2,一般=3,关
注较多=4,非常关注=5)、谣言应对方式(以主动查证

信息为对照设置哑变量)、死亡焦虑(原值输入)和电子

健康素养(原值输入)进入回归方程,见表3。
表3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

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n=770)

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18.458 2.544 - 7.256 0.000
电子健康素养 1.222 0.057 0.604 21.420 0.000
信息关注程度 1.100 0.301 0.100 3.652 0.000
家庭月收入 0.615 0.260 0.063 2.365 0.018
死亡焦虑 0.143 0.042 0.092 3.389 0.001
谣言应对方式

 等待告知 -2.289 0.743 -0.082 -3.082 0.002

  注:R2=0.466,
 

调整R2=0.462;F=110.890,P=0.000。

3 讨论

3.1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

现状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得分为65.00(58.00,72.00)
分,处于 中 等 水 平,辨 别 能 力 良 好 的 大 学 生 仅 占

29.09%,低于胡春春等[10]的研究结果(51.60%大

学生能鉴别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分析原因可能与评

估工具不同有关。察觉能力是指在接触网络信息时

察觉和发现谣言的能力;辨析能力是指全面评估、分
析信息的能力;确证能力是指有效检验并确证网络

信息真假的能力;抵御能力是对网络谣言积极防守

与有效抵制的能力[1]。各维度得分中,大学生的确

证能力、抵御能力相较于察觉和辨析能力得分更高,
说明大学生能够对不确定的网络信息进行有效查证

检验,积极抵制网络谣言的再传播,但在最初接触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时具备的察觉、感知、发现

谣言以及全面分析、鉴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还有待提

升。学校可以开展相关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或“课程

思政”,提高大学生的谣言辨别能力,帮助大学生正

确评价自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

力;教师可通过让大学生深入分析典型谣言案例,发
现谣言的常见特征从而提高察觉能力,教授大学生

使用甄别网络信息真伪的方法,如求证信息源、查询

作者信息、核实信息日期等提高鉴别能力。
3.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

影响因素

3.2.1 家庭月收入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收入越

高,谣言辨别能力越强,这与李月琳[11]、韩云峰等[12]

对健康信息辨别能力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
能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更注重健康的生活品质[13],居
住区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更高,应急科普

宣传更加到位,因而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

辨别能力更强。结合单因素分析结果,农村户口的大

学生谣言辨别能力较城镇稍低,提示各地政府应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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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并完善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应急科普宣传内容和

机制;高校应关注低收入家庭、农村大学生的信息素

养教育,可增加通识教育课程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素养

和知识水平;教师应帮助大学生发现自身辨别网络信

息的薄弱环节和易相信的谣言类型,积累甄别网络谣

言的技能,针对性提高辨别网络谣言的能力和相关领

域的科学知识。
3.2.2 网络信息的关注程度 本研究显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的关注程度越高,大学生谣言

辨别能力越强,这与潘程浩[9]、李月琳等[11]的研究

结果一致。究其原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注程度

越高,接触到官方发布的信息和辟谣信息也会越多,
且关注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11],有利于个体更

加全面地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对该类网络谣言的抵

御能力也会增强。提示政府和学校应加大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重要信息的宣传力度,促使大学生提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素养和健康知识储备;学校

可通过校园媒体宣传突发公共卫生知识、国家政策

和相关法律规定,提高学生防止谣言扩散的社会责

任感;教师应引导学生多关注主流媒体并正确理解

权威报道,避免出现理解官方报道不到位导致传播

错误信息等情况。
3.2.3 谣言应对方式 本研究显示,谣言应对方式

是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因素,在谣言应对方式中更多

大学生选择等待他人告知,较少选择主动查证信息真

假。可能原因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存在高

度不确定性,通常官方报道速度相较于谣言传播的速

度慢,而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广泛[14]。这提示培养

大学生网络信息思辨能力和评判性思维,促进其养成

主动查证信息真假的习惯比直接告知其信息真伪的

结果更为重要。教师可通过定期向学生发布近期常

见的网络谣言或辟谣信息,师生共同探讨谣言的特

点、辨别方法和工具,在深度交流中提高大学生的谣

言辨别能力,帮助其不仅在课堂上更需在日常信息浏

览中养成辨别信息真伪的习惯和评判性思维。
3.2.4 电子健康素养 目前针对大学生的电子健康

素养和信息素养研究[15-17]较多,但尚缺乏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与电子健康素养的相关性

研究。本研究显示,电子健康素养是大学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究其

原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涉及大量生物学、
医学健康知识,良好的电子健康素养能够帮助大学生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获取优质的健康信息,正确区

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网络信息,保护自己不受错误信

息的影响和防止错误信息传播,减少信息困扰[18],有
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继发的“信息流行病”。提

示政府、高校应重视电子健康素养教育,将其作为大

学生必需的基本技能加以培养。政府应该加大我国

医学图书馆的建设投入,支持高质量健康信息网站的

发展与宣传[19],使难以理解的医学信息以喜闻乐见的

方式向公众呈现;学校可以创新健康教育方式,开展

电子健康素养教育相关课程、讲座和活动,教授有效

的健康信息检索方法和宣传权威的健康信息发布网

站等。
3.2.5 死亡焦虑 以往研究多探索特质焦虑[20]或焦

虑状态[21]与谣言辨别能力的相关性,发现个体特质焦

虑或近期焦虑水平越高的公众谣言辨别能力越弱,但
未探析死亡焦虑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

能力的相关性。本研究发现,死亡焦虑是大学生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因素,与其呈

弱正相关。分析原因,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风

险时,死亡焦虑会增加公众的风险感知,感知到的风

险越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关注程度也越

高,从而产生越多的信息搜寻行为[21],这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大学生对公共卫生知识的掌握。因此需为

大学生提供和宣传更多权威、高质量的公共卫生知识

获取渠道或健康知识学习平台,增加大学生对公共卫

生知识的学习机会,从而提升健康信息素养。但该研

究结果值得进一步探究,今后可开展大样本研究分析

死亡焦虑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辨别能力之

间的影响路径。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受家庭月收入、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的关注程度、谣言应对方

式、电子健康素养和死亡焦虑等因素的影响。政府

和高校应从影响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的各因素出

发,制订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提高大学生电子健

康素养。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样本可能存在

选择偏倚,今后可尝试大样本分层随机抽样,为深入

研究中国大学生谣言辨别能力的影响机制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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