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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下，社交模式发生巨变，人们在

享受便捷的内心的孤独感却在蔓延。情感计算技术的兴

起，为改善这一状况带来希望。基于情感计算的陪伴小

程序，成为缓解孤独、增进情感交流的新探索方向。此

类小程序融合多种功能，旨在给予用户个性化陪伴。深

入研究其功能设计、有效性评估及反馈机制，不仅能为

用户带来更好体验，还将推动情感陪伴类应用的创新发

展，对解决现代社会情感沟通难题意义非凡。

一、基于情感计算的陪伴小程序功能架构

在搭建基于情感计算的陪伴小程序功能架构时，从

游戏娱乐、社交互动、学习辅助三方面着手。游戏娱乐

功能借鉴《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亚运版）》等热门电

竞游戏模式，设置游戏资讯板块，实时更新赛事信息、

英雄攻略；提供段位匹配陪练服务，陪练人员在给予技

术指导的同时开展情感交流，提升玩家情感体验与对小

程序的依赖度。社交互动功能参考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软件，设置随机匹配聊天功能帮助用户拓展社

交圈，开辟“电竞爱好者联盟”“考研互助小组”等兴

趣小组，供用户分享交流，并设计点赞、评论等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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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增强情感共鸣与参与度 [1]。学习辅助功能则借

鉴“百词斩”“作业帮”等学习类 APP，融入情感激励

元素。以英语学习为例设置单词打卡挑战，发放虚拟奖

励；为考研、考四六级用户提供学习进度跟踪，完成

阶段目标时给予鼓励提示，通过“我问你答”互动学

习模式激发学习动力，让用户在学习中获得情感满足

与支持。

二、情感计算技术在陪伴小程序中的应用

（一）情感识别技术的实现路径

在陪伴小程序中，通过整合多种技术实现精准的情

感识别。引入科大讯飞语音识别引擎，凭借其超 98% 的

高准确率，分析语音语调、语速及用词，判断用户当下

情绪。利用哈工大 LTP 工具包，对用户输入文字开展语

义剖析，深挖其中蕴含的情感。接入商汤科技面部识别

系统，捕捉细微表情变化，如嘴角上扬、眉头紧皱等，

快速识别快乐、悲伤等情绪，从语音、文本、表情多个

维度洞察用户情感状态。

（二）情感响应策略的制定依据

小程序制定情感响应策略时，参考成熟平台的做法。

效仿微信聊天机器人“小微”，当用户对游戏表现出积极

期待，推荐《原神》《和平精英》等热门游戏及玩法。参

考“壹心理”平台，当用户流露负面情绪，提供如深呼

吸放松练习、舒缓音乐等心理疏导建议。结合这些经验

与心理咨询专业知识，根据不同的情感识别结果，给出

契合用户需求的回应 [2]。

（三）情感交互模型的构建方式

为搭建高效情感交互模型，小程序借鉴多方技术。

借鉴 Siri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借助百度文心一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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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情感陪伴需求与日俱增，为满足这一需求，开展基于情感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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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对用户意图和情感的理解。参照抖音个性化推荐算

法，收集用户在小程序内的操作数据，进行精准服务推

送。采用微信式便捷实时互动界面，提升沟通效率。当

识别到用户情绪低落时，借鉴“暖心理”平台策略，推

送温暖话语与舒缓音乐，营造温馨的交互氛围。

三、陪伴小程序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一）用户体验指标的选取与分析

选取多维度指标评估陪伴小程序用户体验。借鉴小

红书经验，将界面简洁美观纳入考量，确保页面布局合

理、图标易懂，操作不超 3 步。参考比心数据，把响应

速度设为关键指标，保证用户下单、咨询等操作 10 分钟

内得到回应。依据网易云音乐用户反馈，小程序应借助

用户行为数据开展个性化推荐，如每日推荐贴合用户喜

好的服务内容，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

表 1 通过具体的数值展示了不同单位员工对陪伴小

程序在界面设计、操作便捷性、响应速度、个性化服务

等方面的看法，以及他们的使用时长和年龄段分布情况，

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用户体验指标。

表1　国内部分单位员工使用陪伴小程序用户体验指标调查表

单位名称
调查员工人

数（人）

认为界面简洁

美观占比（%）

认为操作便捷

占比（%）

认为响应速度

快占比（%）

认为个性化服

务好占比（%）

平均每天使用

时长（分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0 85 80 90 88 45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80 82 78 88 85 40

阿里巴巴集团 320 88 85 92 90 48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250 78 75 85 82 35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60 75 72 82 78 30

（二）功能实用性指标的量化标准

以学习类 APP“百词斩”为例，其单词背诵功能每

日帮助用户背诵单词量平均达 50 个，用户使用一段时间

后词汇量提升显著。陪伴小程序的学习辅助功能可参考

此标准，例如设定每日学习任务完成量，如考研学习资

料推送，每日至少推送 5 篇高质量文章，且确保文章阅

读量和收藏量达到一定数值，如阅读量超 100 次、收藏

量超 20 次 [3]。在游戏服务功能方面，参考游戏代练平台

“代练通”的数据，代练完成订单的平均时长为 3 小时，

胜率达到 70% 以上用户较为满意。

（三）社交促进效果指标的评估要点

以陌陌、豆瓣小组为参照评估陪伴小程序社交促进

效果。陌陌借地理位置匹配、兴趣群组功能，新用户平

均每周结识 5-8 位新朋友，群组日聊天消息超 1000 条。

陪伴小程序可设定，一个月内用户平均新增好友数不少

于 10 人。豆瓣小组内话题参与度是社交活跃度重要指

标，优质小组每月话题参与人数超 500 人。陪伴小程序

社交群组可每周发起不少于 3 个话题，且每个话题参与

讨论人数不少于 20 人，借此评估社交功能价值。

四、陪伴小程序有效性评估的方法与实施

（一）基于问卷调查的评估数据收集

参考知名社交软件问卷设计经验，如微博曾在用户

体验调查中设置 20 个左右的问题。陪伴小程序的问卷可

涵盖用户对界面设计、功能使用感受、情感交互体验等

方面的内容。例如设置“是否觉得小程序的游戏陪练匹

配速度符合预期”“是否满意学习辅助功能提供的资料”

等问题。问卷发放范围可包括各大高校学生群体，像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计划每校发放 500 份问

卷，总计回收有效问卷不少于 5000 份。

（二）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在评估中的应用

以抖音为例，其通过分析用户点赞、评论、观看时

长等行为，精准推送内容，陪伴小程序可借鉴此方法，

收集用户在小程序内的行为数据。如记录用户登录次数，

若某用户一周内登录超过 10 次，表明其对小程序的使

用频率较高；统计用户在不同功能模块的停留时间，若

在“社交互动”模块停留时长平均每次超 20 分钟，说明

该功能对用户吸引力较大 [4]。还可追踪用户的操作路径，

例如有 3000 名用户在使用学习辅助功能时，超过 80% 先

查看资料再参与“我问你答”互动，依此优化功能布局，

提升小程序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

（三）多维度评估结果的综合分析方法

参考电商平台对商品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如淘宝综

合考虑商品描述、物流速度、服务态度等因素给出店铺

评分，陪伴小程序可从用户体验、功能实用性、社交促

进效果等维度评估，在用户体验方面，若界面设计得分

为 4 分（满分 5 分），功能实用性方面，游戏陪练功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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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完成订单时间为 4 小时（目标 3 小时），社交促进效果

方面，用户月均新增好友 8 人（目标 10 人），综合这些数

据，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维度权重，计算出小程序的

综合得分，进而全面了解小程序的优势与不足，为后续

优化提供精准方向。

五、陪伴小程序的反馈收集与优化策略

（一）反馈渠道的多元化建设

为全面收集用户对基于情感计算陪伴小程序的反馈，

打造多维度、立体式反馈网络。参考微信、支付宝等应

用，在小程序内嵌入“意见反馈”板块，让用户能详细阐

述游戏陪练匹配时间过长、学习资料更新滞后等问题。效

仿淘宝客服热线，开通专门客服电话，安排专人每周7天、

每日12小时值班，确保能快速响应。例如，一周内收集到

200条操作便捷性的反馈，便据此推动优化。此外，在微

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创建官方账号，借助评论区鼓励

用户发声，运营人员每周对评论进行梳理分析，以便及时

发现问题，优化小程序功能与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二）基于反馈的功能改进策略

若从反馈中发现许多用户反映小程序的学习辅助功

能资料更新不及时，可参考知名学习类 APP“得到”的

资料更新频率，每天更新至少 5 篇高质量学习资料，涵

盖考研、考公、四六级等热门考试领域，如每天新增 5

篇考研政治知识点总结文章 [5]。对于游戏娱乐功能，若

用户反馈游戏种类单一，可参考游戏平台“Steam”的游

戏引入模式，每月新增 3-5 款热门游戏的陪练服务，如

引入《永劫无间》《艾尔登法环》等游戏陪练。针对社交

互动功能，若用户提出匹配效率低的问题，可参考社交

软件“探探”的匹配算法优化经验，改进匹配机制，使

每天匹配成功的用户对数从 500 对提升至 800 对，切实提

升小程序功能的实用性和用户满意度。

（三）根据反馈调整情感计算模型

在用户表达沮丧情绪时，给出的回应未能有效安抚，

可参考情感分析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如引入“情感词

典扩展法”，丰富情感计算模型的词汇库，从原来的 1000

个情感词汇扩展到 3000 个，使模型能更精准识别用户情

感。若用户反馈小程序在某些场景下情感交互生硬，可

参考智能客服“小冰”的交互优化经验，优化对话逻辑，

当用户在学习压力大时寻求帮助，优化后的模型能根据

用户过往学习数据和当前情绪，推荐合适的学习方法和

放松方式，像推荐“番茄工作法”并搭配舒缓音乐，以

此不断提升情感交互的自然度和有效性，增强用户的情

感体验。

结语

在现代社交需求背景下，基于情感计算的陪伴小程

序意义重大。它搭建多功能平台，运用情感计算技术实

现精准交互，构建评估与反馈机制，在满足用户情感陪

伴需求上颇具潜力。各环节协同优化，提升服务质量。

未来，需紧跟技术与用户需求变化，完善情感计算技术

应用，拓展功能服务，优化评估反馈，为用户打造更优

质的情感陪伴服务，推动该领域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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