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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用户从搜索引擎上获取的信息影响了其判断时，搜索

行为会如何变化？

2. 当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对缺乏先验知识的难以直接判断

真假的新闻进行真假判断时，搜索行为会如何变化？

3. 当用户从搜索引擎上没有获取到有用信息时，其搜索行

为具有哪些特征？

4. 当用户从搜索引擎上获取到了错误的信息时，其搜索行

为具有哪些特征？

研究问题

论文摘要 实验流程与结果 论文结论

1. 当从搜索引擎上获取的信息影响了用户的真假判断时
，用户会在搜索页面上停留更短的时间，并点击更多的
文档。这可能是因为，用户对新闻的真假判断发生变化
时需要较多的信息支持，用户需要进行更多点击来获取
信息，在搜索页面上停留的时间就会变短。
2. 当在使用搜索引擎对缺乏先验知识的难以直接判断真
假的新闻进行真假判断时，用户在每个查询下的搜索页
面停留时间会更短，总的文档点击数会更多。这可能是
因为，对不熟悉的内容，用户往往会倾向于点击更多的
文档，以获取对该内容的基本认识。自然地，用户在搜
索页面上停留的时间就会比较短。
3. 当从搜索引擎上没有获取到有用信息时，用户在搜索
页面上停留的时间会更长，在每个查询下的点击会更少
，并且会更多地输入新的查询，其点击文档中有用文档
的比例也会更少。这可能因为，当用户输入查询词后，
会发现搜索 页面上展示的大多是无关的信息，因此用户
会在搜索页面上停留较长的时间去决定点击哪个文档，
自然在每个查询词下的平均点击数就会比较少。当用户
发现这个查询下搜索不到有用的信息时，就会输入一个
新的查询，因此查询数量会比较多。另外，由于用户没
有获取到有用的信息，其点击文档中有用文档的比例自
然也会比较低。
4. 当从搜索引擎上获取到错误的信息时，用户在每个查
询下的平均搜索页面停留时间会更长。这可能是因为用
户无法有效分辨获取信息的真伪，导致其做出错误的判
断。由于信息纷杂，用户需要在搜索页面上停留更多时
间，来分辨哪些文档是值得点击的。

随着互联网上虚假新闻的兴起，对其进行有效甄别成

为社会的迫切需要。在判断新闻真伪时，用户会使用

搜索引擎获取相关信息。分析和理解用户如何利用互

联网信息判断新闻真伪，有助于设计更好的具有可解

释性的虚假新闻检测算法。该文通过用户实验，收集

了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判断新闻真假时的行为日志。

借助日志，该文从真假判断是否变化、真假判断是否

确定、真假判断是否正确三个角度对用户的相关行为

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搜

索行为存在较大差异，表明用户对新闻真假的认知影

响了其在使用搜索引擎时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