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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结合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和期望确认模型的基础上,以 Keep移动健身软件为例,收集了２８５份有效调

查样本,分析移动健身软件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与用户感知有用性之间

正相关,而系统质量无明显影响;服务质量、信息质量、系统质量均与用户满意度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感知有

用性和满意度均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同时,感知有用性与满意度正相关.为提高移动健身

软件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移动健身软件应从服务质量、信息质量和系统质量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以提高用户感

知有用性或满意度.可以通过开展线上直播课程,对用户的动作准确度、频率等方面进行指导,增加系统与用户

群体之间的互动,增强用户健身氛围感;也可以开发更多健身品类,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同时定期对系统进行

维护,保障系统正常运行,避免用户产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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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活理念的变化使人们将关注重心转移到疾病的早期预防和身体健康素质的提高上,追求工作、生
活、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平衡,运动健身成为刚需.此外,国家积极倡导全民健身运动,运动健身成为生活

常态.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国家出台了有关推动全民健身的文件政策,倡导将先进科技应用于全民健身推广

行动,实现互联网科技和运动健身的有机结合.可以看出,用户健身意识的增强、政府政策红利的推出、
市场空间的拓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线下健身房和线上各类移动健身软件的蓬勃发展.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用户出门健身相对减少,“宅家健身”日渐成为大众的新选择,使用移动健身软件进行锻炼

的用户数量飙升,体育消费相比以往投入更多.２０２０年中国体育产业峰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超过７５％的

健身用户都在使用移动健身软件,移动健身软件使用已成为常态,“全民健身＋科技”已成为新的市场增

长点.作为C端产品,移动健身软件直接面向个人用户,需要用户保持自律与耐性,用户经常面临理性认

知与体感快乐的两难选择,这使得移动健身软件较难维持用户粘性.从成本方面来说,开发新客户的成

本远远高于维系老客户的成本,[１]为使成本最小化,企业自然希望与用户建立良好关系,提高用户的持续

使用意愿,使用户群体保持相对稳定;从收益方面来说,持续使用意愿是用户流失情况的一项重要反映指

标,企业收益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息息相关,用户持续使用意愿降低意味着市场份额缩小、市场竞争力下

降,不利于企业收益的增加和持续发展经营.可以说,无论是从成本最小化还是收益最大化角度,信息系

统长期生存及成功发展都取决于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而仅非初始采纳.[２]３５２因此,持续使用信息系统的

用户群体是企业长期稳健发展所必需的宝贵资源,移动健身软件需要累积用户资源实现收益变现,用户

持续使用意愿亟须引起企业重视.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健身房逐步开放,移动健身软件与健身房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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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出一些弊端,诸如居家健身氛围感弱、社交机会减少等,这导致用户使用移动健身软件的频率降低.

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对移动健身软件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以及改进措施的探讨显得十分有必要.

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是指用户初步接纳某信息系统后,表现出今后愿意持续使用的主观倾向.[３]开展

关于移动健身软件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论对用户群体还是对软件提供商来说都具有极为重

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首先,纵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已有文献探讨了影响用户对某一信息系统持续使用

意愿的因素,但关于影响移动健身软件持续使用意愿因素的研究尚未引起广泛关注,这对移动健身软件

改善优化以帮助用户提高健身效果和增加用户使用粘性极为不利.其次,关于影响用户对某一信息系统

持续使用意愿的理论模型发展已较为成熟和完备,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学者们也纷纷基于

已有的成熟理论,根据实际研究情景,对模型进行补充和拓展,进一步提升模型的解释效力并拓展模型的

应用领域.但大多数学者仅应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或期望确认模型中的一个,或结合其他模型探究用户

的持续使用意愿,[４]然而,本文认为移动健身软件作为集健身、社交、学习、内容创作为一体的信息系统,

需要将软件整体质量和用户认知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量,以提高研究结论的严谨性和可应用

性.综上,本文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和期望确认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并根据实证

研究结果为移动健身软件提高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提供合理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１．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信息质量和系统质量是信息系统成功模型(InformationSystemSuccessModel,ISSM)的基础变量,能
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变量.将模型重新修正后,新添加的服务质量、信息质量将与系统质量共同作

为衡量信息系统质量的评价指标,这三个指标对使用意愿和满意度具有作用效果;将系统使用改为使用

意愿,修正模型认为用户意愿对用户今后是否选择持续使用具有更显著影响;将净收益作为最终结果变

量,个人影响和组织影响存在正向和负向之分,而净收益代表系统使用后所有收益和成本的差额,其测量

结果相较于个人/组织影响更加准确[５]２８.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已在信息系统评价以及信息系统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得到广泛应

用,涉及政务、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Mohammadi整合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和技术接受模型,探讨了电子

学习信息系统的质量特征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和实际使用等的影响效果.[６]３６２Chung等结合信息系统成

功模型和期望确认模型,考察了旅游目的地网站质量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旅游目的

地访问意图的影响.[７]Negahban等基于企业资源观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探讨了移动客户关系管理信息

系统的数据质量、系统质量、服务质量等对组织绩效的影响.[８]Wu基于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探讨了患者持

续使用在线健康社区信息系统进行医患沟通的影响因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在线健康社区的咨询作

用.[９]４Xu和 Du结合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和技术接受模型,探讨了影响高校图书馆用户忠诚度的因素以及

因素之间的关系;[１０]６４王法硕和丁海恩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构建影响移动政务软件

持续使用意愿的研究模型,发现系统质量、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与移动政务软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正向

相关.[１１]张明鑫应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以社会化阅读 APP平台的技术特征为前因变量,探究其对大学

生社会化阅读 APP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１２]王梦浛和方卫华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选
择其中合适的变量并加入新的变量,构建互联网创业服务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模型,发现信息品质、系
统品质、服务品质均能够通过满意度这一中介作用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１３]

２．期望确认模型

期望确认模型(ExpectationConformationModel,ECM)被用来研究消费者的满意度和重复购买意愿,

认为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前会基于宣传推销等形成初始期望,在购买使用后会形成一个实际感知值,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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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会将购前期望与购后感知进行对比即进行期望确认,从而形成或高或低的满意度,满意度高低与消费

者重复购买意愿正向相关.[１４]结合重复购买意愿机理和技术接受模型,Bhattacherjee构建了基于信息系

统的期望确认模型,将使用前的期望替换为期望确认,将感知质量替换为感知有用性,持续使用意愿取决

于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和期望确认.

关于期望确认模型的应用,主要集中于持续使用意愿影响研究中.Mouakket以社交网站 Facebook
为例,基于扩展的期望确认模型,引入感知愉悦、主观规范和习惯变量,探讨了社交网站持续使用意愿的

驱动因素;[１５]Joo和Choi基于扩展的期望确认模型,考察了感知有用性、期望确认、资源质量和满意度对

大学生在线图书馆资源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１６]Lin等基于整合的期望确认模型,引入感知隐私风险、感
知愉悦性等变量,构建了社交网站持续使用的理论模型.[１７]Shang和 Wu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期望确认

模型,结合感知价值理论,调查了移动购物消费者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１８]２１３Chen等整合期望确认

模型、技术接受模型和创新扩散理论,探讨了影响电子杂志读者满意度和持续阅读意愿的因素.[１９]常桂

林等基于期望确认模型和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分析了影响用户对图书馆微信平台使用意愿的因素.[２０]吴

冰和王毓芳依据媒介依赖理论和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构建了媒介依赖影响移动健身软件持续使用意

愿和实际使用行为的研究模型.[２１]８７刘毅和张庭松结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期望确认模型,构建了移动新闻

软件持续使用意向模型,检验了感知有用性与满意度、满意度与用户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２２]张大伟等应用期望确认模型,构建了短视频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证明了用户

的持续使用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的影响.[２３]

(二)研究假设

信息质量是对系统所提供信息资源内容的质量评估,可以从准确性、相关性、一致性等方面衡量.[５]１１

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户对某一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效率的感知,[２４]应用到移动健身软件领域则是指用户对移

动健身软件的有用程度或者它是否能够为自己带来正向效果的感知[２１]８９.用户使用移动健身软件的主

要目的是通过健身课程达到健身效果,移动健身软件能够通过提供丰富、优质、有效、正确的健身相关信

息,增加用户对软件的感知有用性.在移动健身软件提供高质量信息的前提下,用户可以选择适合自己

的运动健身课程,跟踪运动健身效果,通过健身社交圈与其他用户交流健身经验,学习健身方法.因此,

如果移动健身软件能够提供优质丰富的信息,有助于用户开展运动健身,监督自身健身成效,满足用户对

移动健身软件信息质量准确性、有效性等方面的要求,那么用户对移动健身软件的感知有用性就会更高.

Shin和Shim发现了多终端网络电视平台的信息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的正向影响;[２５]５７０Wu证明了在

线健康社区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受到信息质量的显著正向影响[９]１５.综上,提出假设:

H１a:移动健身软件信息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有正向影响.

满意度是指用户使用移动健身软件所体验到的情感满足,反映用户对信息系统各方面的满意程度,

也是用户内心对产品或服务能否满足自身需求的主观感受[２]３６０.如果移动健身软件能够通过平台每天

推送优质健身内容,使用户轻松获取相关健身信息,且用户能够通过移动健身软件提供的高质量信息达

到运动健身效果,提高自身身体素质,掌握科学的健身方法,积累丰富的健身经验,那么用户对移动健身

软件的满意度就会显著提升.金小璞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知识付费平台的信息质量能够促进用户满意

度的提高.[２６]１４８基于此,提出假设:

H１b:移动健身软件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度.

系统质量是指对系统功能优劣的总体评价与衡量,包括易用性、集成性、稳定性等方面.[５]１４如果系统

运行流畅、界面友好、技术稳定、功能强大、响应灵活,通过该系统用户可以快速获取想要的内容,及时满

足自身需求,那么用户就会认为该系统对自己而言是有用处的,从而提高感知有用性.[１０]６７Mohammadi证

明了电子学习系统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的积极正向影响.[６]３９综上,提出假设:

H２a:移动健身软件系统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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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界面的功能性、可靠性能够增加用户友好感,减轻用户使用负担,提升用户体验感,有助于提高

用户对于移动健身软件的满意度.[５]１９之所以各公司高薪聘请计算机网络人才定期维护和升级系统,正是

因为一个高质量的系统与用户满意度高度关联,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用户是否愿意继续

进入该系统.可以说,系统质量是基础和保健因素,在所提供的服务和信息同质的情况下,一旦软件系统

本身出现问题,用户对该软件的满意度就会下降,导致用户群体流入其他相似系统.金小璞等检验了知

识付费平台的系统质量对用户满意度的正向影响.[２６]１４６所以,提出如下假设:

H２b:移动健身软件系统质量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度.

服务质量是对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支持方面的评估,[５]１６指用户和系统之间的交互程度,可以从有形

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个性化等方面进行衡量.当用户通过移动健身软件购买产品或咨询相关问

题时,说明用户具有初步的购买和使用意愿.如果软件系统能够在任意时间内满足用户需求,实现系统

与用户之间的双向交流,[２７]提供细致耐心的服务,体现出高水平的用户关怀,用户就会觉得移动健身软

件能够及时解决自己所要咨询的问题,软件所提供的服务对自己是有用的.另外,从个性化服务提供方

面来说,如果移动健身软件能够从客户需求出发,采集用户意见,根据合理反馈进行产品或内容的更新迭

代,针对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那么用户会觉得服务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用户对移动健身软件的感

知有用性就会提高.Shin和Shim 检验了多终端网络电视平台的服务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的正向影

响;[２５]５７４Xu和 Du证明了高校数字图书馆服务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０]６９因此,提出

假设:

H３a:移动健身软件服务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有正向影响.

使用信息系统的用户群体既希望获得良好的功能体验,又期待获得个性化的服务体验,用户的心理

感知在实际购买过程评价中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因此,服务质量的高低能够影响用户移动健身软件使用

的满意度.高服务质量意味着服务提供者需要从用户角度出发,清晰地认知到用户使用系统或购买系统

所提供的产品后并不代表交易的结束,而是需要继续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来留住用户群,提高用户对移

动健身软件的整体体验,增加与用户之间的良好互动,了解用户的基本信息,分析用户的最大需求,接受

用户的合理反馈.服务质量的优劣是影响用户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如果服务提供者仅以用户初次使用系

统或购买产品作为绩效评级标准,而不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那么低水平的服务体验将无法满足用户的

心理需求,从而导致用户流失,降低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Akter等证明了移动健康信息系统的服务质量

能够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度;[２８]金小璞等验证了知识付费平台服务质量对用户满意度的正向影响.[２６]１５０综

上,提出假设:

H３b:移动健身软件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度.

持续使用意愿是用户对某产品持续使用而非一次性使用、放弃使用或寻找替代品的意愿.[２９]移动健

身软件用户都有特定的使用目的,用户或希望通过移动健身软件塑造形体,提升自身外在形象,让自己变

得更加自信;或希望强健体魄,拥有健康身体,增加身体活力,提高身体免疫力,预防各种身体疾病;或希

望通过健身释放生活、工作中的压力,保持愉悦的心情.如果用户感到使用移动健身软件有用,能够帮助

自己实现目的和达到效果,用户对软件的有用性感知得到强化,那么用户对移动健身软件的持续使用意

愿就会提高.Beldad和 Hegner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感知有用性对移动健身软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积极

作用;[３０]崔洪成和陈庆果实证检验了感知有用性对移动健身软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３１].

据此,提出假设:

H４:感知有用性与移动健身软件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如果移动健身软件能够提供符合用户偏好的产品或服务,那么用户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当用

户对移动健身软件的系统、信息、服务质量感到满意时,这种高质量的用户体验就会激发和强化用户的持

续使用意愿.Wu认为在线健康社区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受满意度的显著影响;[９]７林瑶瑶和魏雪蕊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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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满意度是提高运动健身类 APP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３２]薛云建等证明了用户满

意度对知识付费 APP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积极影响[３３].综上,提出假设:

H５:满意度与用户对移动健身软件的持续使用意愿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图１　概念模型图

表１　样本基本特征

特征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５２ ５３．３

女 １３３ ４６．７

１８~２２岁 ８８ ３０．９

年龄 ２３~３０岁 １３５ ４７．４

３１岁及以上 ６２ ２１．７

本科 ９２ ３２．３

受教育程度 硕士及以上 １５１ ５３．０

其他 ４２ １４．７

学生 １０５ ３６．８

企业员工 ７４ ２６．０

职业 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 ３７ １３．０

个体工商业者 ３９ １３．７

其他 ３０ １０．５

６个月以内 ９６ ３３．７

６个月~１年 １２８ ４４．９
Keep移动健身

软件使用历史
１~３年 ４５ １５．８

３年以上 １６ ５．６

不到１次 ９２ ３２．３

每周使用频率
１~３次 ９８ ３４．４

４~６次 ５３ １８．６

７次及以上 ４２ １４．７

３０分钟以内 １２８ ４４．９

平均每次使用时间 ３０~６０分钟 １０６ ３７．２

６０分钟以上 ５１ １７．９

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健身软件改变生活方式,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自律,不断提高生活品质,凭借健

身塑造的健康体魄和外形不仅有助于改变外在形象,更有助于提高各项身体机能.当用户对移动健身软

件的感知有用性提高时,会产生正向的情感体验和积极态度,因此对软件的满意度也会提高.Shang和

Wu揭示了移动购物消费者对移动终端产品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１８]２１３吴冰和王毓芳验

证了移动 APP用户感知有用性对满意度的正

向影响[２１]８７.因此,提出假设:

H６:感知有用性与用户对移动健身软件

的满意度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图如图１所示.

二、量表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Keep软件诞生于２０１５年,经过６年的发

展,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已有超过３亿用户使用

Keep软件健身,因此本文选取使用过 Keep软

件的用户群体作为调查对象,并通过向同学、

朋友、家人等发送问卷链接的形式收集调查

问卷.问卷由引入、基础和主体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包括调查情况介绍、对用户隐私安全

性的承诺;第二部分包含对样本基本特征如

职业、受教育程度、Keep软件使用历史等方面

的调查;第三部分是对所使用的６个主要研究

变量的测度.将所回收的３４３份问卷按照是

否乱答乱填、规律填写等条件进行过滤,获得

有 效 问 卷 份 数 ２８５ 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８３０９％.通过对调查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性别方面,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占比分别

为５３３％和４６７％;年龄方面,２３~３０岁的

用户较多,其次是１８~２２岁的用户,比重分

别为４７４％和３０９％;受教育程度方面,本
研究主要以在读研究生为调查对象,硕士及

以上学历占比较高,为５３０％;在职业方面,

学生比重最大,占比３６８％;在移动健身软件

使用历史方面,使用历史在６个月~１年之间

和６个月以内的用户较多,分别占比４４９％
和３３７％,使用历史在１~３年甚至是３年以

上的用户占比相对较少;在每周使用频率方

面,每周使用移动健身软件的频率在１~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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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占比较多,为３４４％;在平均每次使用移动健身软件时间方面,平均每次使用时间在３０分钟以内

的用户占比最多,比例为４４９％,平均每次使用时间超过６０分钟的用户占比最少,仅为１７９％.
(二)变量测量

表２　各变量因子载荷、信度和效度表

变量 题项 Cronbach＇α 因子载荷系数 AVE

IQ１ ０．８０６

信息质量 IQ２ ０．８６１ ０．７６３ ０．６１０

IQ３ ０．７７４

SQ１ ０．８３５

系统质量 SQ２ ０．８８５ ０．８７３ ０．７０７

SQ３ ０．８１４

SEQ１ ０．８６２

服务质量 SEQ２ ０．８２５ ０．８９４ ０．７１６

SEQ３ ０．７７９

PU１ ０．８８０

感知有用性 PU２ ０．８９８ ０．８５６ ０．７３９

PU３ ０．８４３

SAT１ ０．７８６

满意度 SAT２ ０．７９６ ０．８２４ ０．６４２

SAT３ ０．７９４

CI１ ０．８０５

持续使用意愿 CI２ ０．８１３ ０．８６７ ０．６９８

CI３ ０．８３３

表３　区别效度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信息质量 ０．７８１

２．系统质量 ０．３６６ ０．８４１

３．服务质量 ０．２７４ ０．３０８ ０．８４６

４．感知有用性 ０．５４２ ０．２２７ ０．５５９ ０．８６０

５．满意度 ０．４４３ ０．４３５ ０．４２１ ０．３２５ ０．８０１

６．持续使用意愿 ０．５０９ ０．３５０ ０．２３４ ０．４３６ ０．５４７ ０．８３５

　　使用李克特５点量表,１~５表示对某

一测量题项的同意程度随分数增大而增强.

各变量的测量均使用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

并结合Keep软件的使用情况进行了部分修

正.信息质量、系统质量、服务质量的测量

参考了 Delone和 Mclean[５]１９的研究,其中信

息质量包括３个题项,示例题项为“Keep软

件能够为用户提供丰富的资源,满足用户需

求”;系统质量包括３个题项,示例题项为

“Keep软件具有较高的系统稳定性”;服务

质量包括３个题项,示例题项为“Keep软件

能够及时响应用户提出的问题”.感知有用

性、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的测量主要参考

Bhattacherjee[２]３６１的研究,其中感知有用性

共包括３个题项,示例题项为“Keep软件对

我的健身效果很有帮助”;满意度量表共包

括３个题项,示例题项为“使用 Keep软件的

过程很令人满意”;持续使用意愿量表含有

３个题 项,示 例 题 项 为 “我 愿 意 继 续 使 用

Keep软件健身”.

三、假设检验

(一)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测量各变量的 Cronbach’α
值来检验信度,通过因子载荷系数和 AVE
值来检验收敛效度,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
显示,６ 个 变 量 的 Cronbach’α值 最 小 为

０７９６,最大为０８９８,均大于０７,因子载

荷系数均大于０７,AVE值均大于０５,表
明问卷的信度和收敛效度很好;研究所用量

表均为内容成熟的量表,内容效度较高.

区别效度检验如表３所示,可以看出,AVE值的平方根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各变量能够有

效区分.
(二)模型检验

模型拟合指数(χ２＝８３７５９６,df＝４２４,χ２/df＝１９７５,RMSEA＝００５６,CFI＝０９４１,TLI＝０９３３)均
达标,可以用于进一步的分析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４和图２所示.结果显示,信息质量能够正向促进感知

有用性(β＝０３５８,p＜０００１),服务质量能够正向促进感知有用性(β＝０１２２,p＜００１),系统质量对感知

有用性不具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β＝０１７８,p＞００５).因此,假设 H１a、H３a成立,假设 H２a未得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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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信息质量能够正向促进满意度提高(β＝０２４６,p＜０００１),系统质量能够正向促进满意度提高(β＝
０２２９,p＜０００１),服务质量能够正向促进满意度提高(β＝０４７９,p＜０００１).因此,假设 H１b、H２b、

H３b均得到支持;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二者对持续使用意愿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β＝０３２４,p＜０００１;

β＝０４９６,p＜００１),感知有用性正向促进满意度(β＝０３９８,p＜０００１),假设 H４、H５、H６均得到支持.

表４　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 Estimate S．E． P 假设 结论

感知有用性←信息质量 ０．３５８ ０．０４１ ∗∗∗ H１a 成立

满意度←信息质量 ０．２４６ ０．０６４ ∗∗∗ H１b 成立

感知有用性←系统质量 ０．１７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８ H２a 不成立

满意度←系统质量 ０．２２９ ０．０５３ ∗∗∗ H２b 成立

感知有用性←服务质量 ０．１２２ ０．０６２ ∗∗ H３a 成立

满意度←服务质量 ０．４７９ ０．０５８ ∗∗∗ H３b 成立

持续使用意愿←感知有用性 ０．３２４ ０．０５３ ∗∗∗ H４ 成立

持续使用意愿←满意度 ０．４９６ ０．０４７ ∗∗ H５ 成立

满意度←感知有用性 ０．３９８ ０．０７０ ∗∗∗ H６ 成立

　　注:∗∗∗ 表示 p＜０００１,∗∗ 表示 p＜００１,∗ 表示p＜００５

图２　模型路径系数图

图２显示,各路径系数值均在０~１
之间,除 H２a对应的路径检验结果未达

到００５显著性水平,其余路径检验结果

均达到００５显著性水平.综上,本文除

H２a不成立外,其余假设均成立.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影响移动健身软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实证结果显示:(１)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

与用户感知有用性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而系统质量无明显影响.用户使用移动健身软件的主要目的

是获取健身相关信息、购买健身产品或服务,因此,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水平会影响用户的感知有用性.

之所以信息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效果最大,是因为移动健身软件的最关键功能是提供优质准确

的健身内容,辅助用户达到健身目标,只有这样用户才会觉得该系统对自己而言是有用的;系统质量属于

保健因素,各个系统的质量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技术人员有能力运用专业知识迅速发现和解决问题,并

且系统质量可能会受网络稳定性、电子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干扰,因此不会对用户的感知有用性产生重要

影响.(２)服务质量、信息质量、系统质量均与用户满意度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如果移动健身软件能

够提供用户所需的健身信息、保证并经常维护系统安全性、及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用户就会形成对移

动健身软件的积极态度和正向体验,增加对移动健身软件的满意度.服务质量是促进用户满意度的最显

著影响因素,用户与系统之间的交互以及系统针对用户提供的个性化服务,都能够让用户产生积极的心

理感受与情感体验,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用户的满意度.(３)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均与用户持续使用意

愿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同时,感知有用性与满意度正向相关.当用户感到移动健身软件能够满足自己的

需求、实现自己的目的时,用户就会产生持续使用该软件的意愿;当用户对移动健身软件具有较高水平的

满意度时,说明用户对该软件具有积极的使用体验,愿意继续使用;之所以满意度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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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更显著,是因为用户倾向于认为移动健身软件的本质功能就在于为用户提供专业的健身知识,帮助

用户实现健身目的,然而一旦出现不满意的用户体验感,用户就会不愿继续使用该系统,转而寻求其他具

有类似功能但令人拥有满意体验的系统;当用户感知到移动健身软件对自己有用时,用户对软件的好感

度会提高,进而促进满意度的提升.
(二)实践启示

为提高移动健身软件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出如下管理实践启示:(１)信息系

统整体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或满意度具有促进作用,因此,移动健身软件应从服务质量、信息质量和系

统质量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以提高用户感知有用性或满意度.第一,从服务质量出发,可以通过开展线上

直播课程,对用户的动作准确度、频率等方面进行指导,增加系统与用户群体之间的互动,增强用户健身

氛围感;及时接收用户意见并给予回应和反馈,采纳其中的合理意见,增加用户参与感和体验感;注重保

护用户隐私,避免出现用户信息泄露情况,给予用户群体足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兼顾不同性别和年龄的

健身用户,为用户推荐合适的健身产品或服务,从而提高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第二,从信息质量

出发,移动健身软件可以开发更多健身品类,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引入知名健身教练或专业人员,提高

信息内容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为用户提供科学合理的健身计划;重视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通过微博

或微信等公共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和更新动态,提供优质的健身信息,维系老用户,吸引新客户,从而不断

提高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第三,尽管系统质量对用户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不显著,但是系统质量

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用户满意度,如果系统存在安全风险高、不可靠等问题,用户对移动健身软件的满意度

就会下降.从系统质量出发,用户使用移动健身软件进行健身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

都会影响用户满意度,软件提供商需要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保障系统正常运行,避免用户产生不满;健
身课程板块是移动健身软件的基础业务,如今用户更加追求产品的智能化、娱乐化与个性化,因此需要开

发新的内容板块,比如增加游戏、虚拟场景等板块,借此吸引不同需求的用户群体.(２)移动健身软件需

要采取措施让用户认为软件对自己有用或者因使用软件而感到满意,以增强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移动

健身软件需要了解用户使用软件的深层目的,挖掘用户最根本的使用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软件的作用

来满足用户需要,使用户认为移动健身软件是有用的,可以帮助自己提高健身效率,从而促进用户持续使

用意愿;如果移动健身软件能够帮助用户达到预期健身效果,用户就会感到满意,认为自己的努力付出得

到了回报,那么用户持续使用移动健身软件的意愿就会得到强化.在满足用户使用移动健身软件进行健

身或塑形等的基本需求后,软件可以通过邀请用户填答满意度调查问卷、加入在线讨论社区等方式,收集

用户意见并进行反馈,增加用户的参与感和互动感,这都有利于提升用户使用移动健身软件的情感体验,

通过提高用户满意度进而增强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
(三)研究贡献

本文立足移动健身软件信息系统情景,主要解决“有什么”和“如何做”两个问题:一是,影响移动健身

软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有哪些? 二是,移动健身软件如何根据影响因素实施整改措施以提高用户

持续使用意愿?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在理

论层面,本文拓展了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和期望确认模型的应用情景,检验了整合模型在移动健身软件信

息系统背景下的适用性.国家逐渐重视体育健身和人民健康的结合,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疫情

期间体育实物类消费和服务类消费的迅速增长,也为移动健身软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移动健身软

件的应用正是“全民健身＋科技”的有力体现.移动健身软件的长远发展取决于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因
此有必要弄清楚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原因并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基于此,本文重点考察了影响

移动健身软件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验证了成熟理论模型在移动健身软件信息系统这一新情景下的适用

性,有助于丰富与深化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与期望确认模型的研究领域与学术成果,为后续其他研究提供

更加完整的视野与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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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层面,本文同时从信息系统角度和用户感知角度出发,梳理了影响移动健身软件持续使用意

愿的路径条件,对软件提供商制定改善措施以增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将信息系统

成功模型和期望确认模型相结合,以 Keep移动健身软件为例,提出并验证相关假设,对驱动用户持续使

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给出解释,并根据研究结论为移动健身软件的持续使用提供科学合理的对策与建议,

启示软件提供商从改进系统质量、信息质量、服务质量以及增强用户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这几个方面着

眼,既要从软件系统整体质量出发进行改进,又要从用户感知角度考虑以提高用户感知水平.综上,本研

究对移动健身软件如何增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具有实践参考价值,能够为软件提供商带来新的启发与思

考.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调查主要在山东省内展开,主要面向在校学生,未来应该增加样本

数量,扩大调查范围,提高样本代表性;二是模型没有考虑性别、年龄、使用习惯、使用经验等的调节作用,

未来可以增加对调节效果的检验,提高模型的完整性和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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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PerfectingtheMechanismofJointManagement
ofYoungStudents’EducationinIdealsandBeliefsin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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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carryoutyoungstudents’educationinidealsandbeliefsinthenewera,weshouldbaseourselvesontheinternational

anddomesticsituationsandthecurrentsituationofeducationinidealsandbeliefs,adheretothegoalＧorientedandproblemＧoriented

guidance,andcombinefamilyeducation,schooleducationandsocialeducationintoanorganicintegration．Specialattentionshould

bepaidtotheconstructionoffamilytradition,inordertogivefullplaytotheroleoffamiliesinnurturingthespirits．Meanwhile,

wearesupposedtoemphasizetheintegr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versities,middleschoolsandprimary

schools,inordertogivefullplaytotheroleofschoolsinshapingthesouls．Moreover,theconstructionofsocialenvironment

shouldneverbeneglected,inordertogivefullplaytotheroleofthesocietyinguidingsocialvalues．Undertheoverallleadership

oftheParty,wewillimprovethemechanismofjointmanagementofyoungstudents’educationcollaboratedbyfamilies,schools,

andthesociety,andformapatternofjointeffortsbyallmembers,inallprocessesandalldirections,inordertopromotethe

normalizationandinstitutionalizationofyoungstudents’educationinidealsandbeliefsinthenewera,andcultivatetalentswhoare

capableoftakingonthegreatmissionofnationalrejuvenation．

Keywords:youngstudents;educationinidealsandbeliefs;mechanismofjoint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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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applicationofinformationsystemsuccessmodelandexpectationconfirmationmodel,thispapertakesKeep

mobileAPPasanexample,andcollects２８５effectivesurveysamplestoanalyzethefactorsinfluencingusers’continuance

intentiontousemobilefitnessAPPs．Theresultsshowthat:InformationqualityandservicequalityofmobilefitnessAPPshavea

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users’perceivedusefulness,whilesystemqualityhasno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servicequality,

informationqualityandsystemqualityarepositivelycorrelatedwithusers’satisfaction;perceivedusefulnessandsatisfactionare

positivelycorrelated with users’continuanceintention,and perceived usefulnessispositivelycorrelated withsatisfaction．

Therefore,inordertoimproveusers’continuanceintentiontousemobilefitnessAPPs,mobilefitnessAPPsdevelopersshould

improveusers’perceivedusefulnessorsatisfactionfromthreeaspects:servicequality,informationqualityandsystemquality．The

developerscansetuponlinelivecourses,whichcanprovideguidancefortheaccuracyandfrequencyoftheusers’movement,

increasetheinteractionbetweenthesystem andusergroups,andenhancetheusers’fitnessatmosphere．Inaddition,the

developerscanalsodevelopmorefitnessAPPstomeettheneedsofdifferentusers,andmaintainthesystemregularlytoguarantee

itsnormalperformanceandtoavoiddissatisfactionfromtheusers．

Keywords:mobilefitnessAPPs;informationsystemsuccessmodel;expectationconformationmodel;continuanceintention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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