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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数字素养调查与分析

——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顾 磊 徐生菊 A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西宁 810016）

 摘 要：［目的 / 意义］数字化时代，数字素养成为公民的必备素质。调查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

明晰老年人数字素养差异尤为必要。本文通过以点带面的调查分析，了解老年人数字素养状况，提出有

针对性的数字素养提升策略。［方法 / 过程］以江苏省南通市为调研地区，从数字意识素养、数字技能素

养、数字安全素养、数字道德素养四个维度调查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并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水平存

在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 / 结论］研究发现，南通市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整体偏低，老年人数字素养

水平因年龄、学历、身体健康状况、居住地、居住方式、子女是否支持使用智能设备、是否有稳定经济

来源等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本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帮助老年人树立“数字信心”、推动智能产品的适老

化改造、倡导家庭中年轻一辈对于老年人的“数字反哺”、鼓励社区开展老年人智能设备帮扶培训、降低

互联网使用成本等措施，为有效提升我国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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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数字时代，人们需要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来适应越来越多的智能化生活场

景。2021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8.7%，到 2030 年占比将达到 25% 左右，我国正在迅速步入老龄化社会［1］。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普遍应用，数字技术全面嵌入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如今，网上买菜、网上政务办理、线上

挂号等在线服务为居民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为老年群体带来挑战。部分老年人在面对智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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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新的数字化应用时手足无措，很难享受到高品质的数字生活。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

龄工作的意见》和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老龄化情况都明确指出要加强老龄工作［2］，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联合中国老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印发了《“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行动方案

（2022 — 2025 年）》和《中国老科协、中国科协科普部智慧助老行动三年计划》，倡导助力老年

人数字素养提升［3-4］。鉴于此，本研究以南通市老年群体为调查对象，分析老年群体的数字素

养水平和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策略建议，为我国数字助老政策和

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综述   

1.1 数字素养相关研究

数字素养是人类在新的数字环境中生存的必备技能。数字素养的概念最早由 Gilster［5］提出，

他认为数字素养是获取、理解、整理和批判数字信息的综合能力。以色列学者 Yoram［6］则从图

片图像素养、驾驭超媒体素养、社会情感素养、信息素养、再创造素养和实时思考技能 6 个方面

构建了数字素养概念框架，进一步扩充了数字素养的定义。国外数字素养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其

中较为认可的数字素养框架主要是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以及全球数字素养框架。欧盟委员会认为数

字素养包含信息域、内容创建域、交流域、安全域和问题解决域 5 个方面［7］。联合国发布的《全

球数字素养框架》则认为数字素养包括设备操作、信息处理、交流协作、内容创作、安全保护、

问题解决和特定职业相关域 7 个方面的素养域［8］。

我国关于数字素养的研究自 2006 年开始。王佑镁等［9］认为信息素养、网络素养、计算机素

养以及媒介素养是数字能力概念框架建构的基础。蒋敏娟［10］则认为数字素养是由元知识、技术

技能、公民参与和道德意识等构成的复杂多层面概念。相比于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数字素养更

重视人们利用数字工具、理解数字信息的能力和创新性以及批判性的思维［11］。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则将数字素养与技能定义为：数字

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流、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以

及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12］。

1.2 老年人数字素养相关研究

学界对于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必要性［13］、国内外老年

人数字素养教育的模式研究［14］、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15-16］、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策略［17］、图

书馆老年人数字素养服务实践［18-19］、老年人数字素养框架［20］等方面。

谢秋山等［13］认为老年人数字融入是因为自身生存、发展和社会的需要，数字融入能激发

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代际和谐。韩振秋认为老年人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接入障碍、数字知识

障碍、数字思维障碍、技术应用障碍、产品供给鸿沟、数字反哺鸿沟以及自身观念问题等方

面［21］。罗艺杰［14］提出参考国外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发展模式提升国内老年人数字素养。周

慧［22］提出要因地制宜，按照国情营造良好数字化环境，多方助力促进老年人应用态度转变来

提升农村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也有学者提出从政策层面、经济层面、需求层面、教育层面、

1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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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等进行协同专项治理，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23］。

为了评估老年人数字素养并制定有效的培养计划，新西兰于 2021 年开发了老年人数字素养

评价框架，主张围绕老年人数字连接、数字生活、数字安全等方面构建老年人数字素养评估

框架［20］。

综上，目前对于数字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研究和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上，针对老年

人数字素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方面。本研究对这些涉及数字素养具体内容的国内

外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现有的数字素养指标划分包括意识、态度、知识、技能等，针

对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模式与提升策略上，而对老年人群体进行数字素养

水平调查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局限，帮助老年人这一数字素养弱势群体融

入数字社会，享受数字生活，本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为调研地点，展开老年群体数字素养调

查与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南通市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为调查对象，主要原因为南通市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南通

市总人口比例为 30.01%，老年人口占比位居江苏省第一［24］。本研究于 2022 — 2023 年在南通市

进行调查，发放 180 份问卷，回收 18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69 份，有效率 93.89%。有效样本中

男性 81 人，女性 88 人；城镇居民 88 人，农村居民 81 人；60~70 岁 84 人，71~80 岁 66 人，81

岁及以上 19 人；小学及以下学历 91 人，初中学历 47 人，高中及以上学历 31 人。

2.2 问卷设计

数字素养评价的作用是衡量和展示个人在数字化大环境下学习和工作的能力，随着时代和科

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者们不断对评价体系进行完善。有学者从数字意识、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交互性与数字化柔性方面建立数字能力评价体系［25］。有学者参考国外数字素养概念框架，构建

出包括数字使用能力［26-27］、数字评估能力［28-29］、数字安全素养［30-31］、数字创建能力［32-33］、数

字问题解决能力［34-35］、数字意识素养［36］、数字道德素养［37］等指标的数字素养评价体系。也有

学者指出数字社交素养也应作为数字素养评价的指标［38-39］。

本研究依据《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对数字素养的定义［12］，在根据老年群体

特征精简框架，保留数字技能、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引入数字意识素养维度。基于文

献梳理和指标筛选，分析确定针对老年人数字素养框架的四个维度，即数字意识素养、数字技能

素养、数字安全素养、数字道德素养。借鉴部分学者设计的数字素养量表，结合老年人的特点，

在对题项具体内容进行适当调整的基础上，形成老年人数字素养调查问卷量表，见表 1。本研究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归纳，总结出《老年人数字素养调查问卷》。该问卷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为问卷的介绍，包含调查目的、填写规则等方面，并强调问卷将以匿名方式填写，不涉及个

人隐私；第二部分是问卷的量表部分，针对老年人对于问卷填写有困难的情况，将量表题量控制

为 12 题，每个题项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法，得分 1~5 分，对应“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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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越高表明数字素养水平越高；第三部分涉及的是老年人的人口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以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子女是否支持使用智能设备、使用智能设备时遇到困难会求助谁等基

本情况。

表 1 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水平调查问卷量表

 数字素养各维度 题项内容 量表来源

数字意识素养

Q1：我在生活中具备使用网络的意识。
杨爽（2019）［36］

兰国帅（2020）［40］

肖丹（2021）［41］

Q2：我认为网络是有价值的。

Q3：当有一种新的数字媒介出现时，我愿意进一步了解它。

数字技能素养

Q1：我能将手机设备连接到 Wi-Fi 网络。
林秀清（2020）［42］

姚争（2022）［26］

李宝敏（2022）［20］

Q2：我能熟练进行数字媒体内容制作（如，拍摄短视频等）。

Q3：我能通过网络与他人交流（如，使用微信聊天等）。

数字安全素养

Q1：当我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手机短信时我通常不予理会。
曾茜（2022）［43］

林斯宇（2020）［44］Q2：我通常对自己的密码信息和个人信息进行了严格保护。

Q3：我非常了解隐私泄漏带来的危害。

数字道德素养

Q1：我不会将网上的不雅视频、照片进行保存和私下传播。
肖丹（2021）［41］

仝曼曼（2022）［45］

唐婷（2021）［46］

Q2：我在网络上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

Q3：我能够诚信做人，实事求是，杜绝各种网络失信行为。

2.3 数据收集

问卷在南通市下辖各区的社区、村委会、广场等地选择符合条件的群体发放，并且当场收

回。这一方法不仅可以避免选取到同一社区的老年人而产生样本偏差的可能性，而且当场回收可

以指出老年人问卷填写的错误，一定程度上能保证问卷的有效性。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老年人数字素养总体水平

本研究首先采用克朗巴哈系数和折半信度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经计算，总问卷的

Cronbach’sα 系数值为 0.943，折半信度为 0.795，表明问卷题目内部具有一致性。结构效度上，

问卷 KMO 值为 0.973，Bartlett’s 球形检验的 Sig 值 <0.001，说明题项间的变量关系良好，收集的

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的总分均值达到了 3.91，采用单样本 t 检验，均值显著高

于标准值 3（P<0.05），说明就所调查的样本来看，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处于偏低水平。四个维

度平均值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数字道德素养、数字安全素养、数字意识素养、数字技能素养，各

维度均值与标准值 3 相比都具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这部分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偏低，

见表 2。调查结果显示，研究样本数字素养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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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及各维度描述性统计

数字素养水平及各维度水平 平均值 标准偏差 与标准值 3 的显著性比较

数字素养 2.79 1.47 0.000

数字意识素养 2.73 1.48 0.000

数字技能素养 2.53 1.39 0.000

数字安全素养 2.91 1.58 0.000

数字道德素养 2.98 1.63 0.000

3.2 老年人数字素养分维度水平

3.2.1 数字意识素养

数字意识素养指标下设三题，“我在生活中具备使用网络的意识”题项得分 2.67 分，说明老

年人的网络意识处于较低水平。“我认为网络是有价值的”题项得分 2.81 分，表示老年人对于网

络缺乏一定的价值认同。“当有一种新的数字媒介出现时，我愿意进一步了解它”题项得分 2.72

分，显示老年人缺乏一定的数字意识。

3.2.2 数字技能素养

数字技能素养中对应的三个题项得分分别是 2.70、2.57、2.44，均未超过 3 分，结果较不理

想。在“我能通过网络与他人交流”题项中，只有 17.75% 和 11.24% 的老年人分别选择“比较符

合”和“非常符合”，说明老年人数字交流能力较为薄弱。在“我能熟练进行数字媒体内容制作”

题项中，得分为 2.44，体现出老年人在数字制作能力上尚且缺乏一定的数字技能。

3.2.3 数字安全素养

数字安全素养下设三个题项，对应防诈骗意识、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得分情况为 2.91、

2.88、2.96，得分均未达到 3 分，结果较不理想。显示老年人的数字安全意识较弱，对于个人

隐私的保护并不看重。在“当我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手机短信时我通常不予理会”的题项中

26.03% 和 23.67% 的老年人分别选择了“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选项，虽然选择符合的老年

群体较多，但是老年人被电信诈骗的事件屡见不鲜，部分老年人数字安全素养整体水平较低，值

得引起关注。

3.2.4 数字道德素养

数字道德素养下设三题，得分为 2.85、2.93、3.16，得分都较低，结果并不理想。在“我在

网络上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的题项中只有 23.67% 和 20.71% 的老年人分别选

择了“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选项，说明仍存在部分老年人会被网络信息误导，发表不当言

论，需要引起重视。

3.3 老年人数字素养差异性分析及讨论

为了进一步了解老年群体在数字素养水平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方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简称为 LSD）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分析。 

3.3.1 不同年龄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

通过 LSD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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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60~70 岁的老年人在数字素养及各维度的得分上都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老年人，81 岁及

以上的老年群体得分最低，见表 3。基于上述结果，可以认为可能是年龄影响老年人对智能手机

等设备的使用需求，从而产生数字素养水平的差异。

表 3 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的年龄差异情况（M±SD）

数字素养及各维度 60~70 岁 71~80 岁 81 岁及以上 F 值

数字素养 3.34±1.27 2.47±1.46 1.42±1.01 19.16***

数字意识素养 3.28±1.32 2.42±1.46 1.36±0.90 18.57***

数字技能素养 3.07±1.32 2.19±1.30 1.31±0.80 18.90***

数字安全素养 3.50±1.36 2.59±1.60 1.47±1.12 18.04***

数字道德素养 3.52±1.39 2.69±1.69 1.54±1.30 15.28***

注：* 为 p<0.05，** 为 p<0.01，*** 为 p<0.001，下同。

调查发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对事物的兴趣降低

等情况。年龄为 60~70 岁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相对较高，其原因是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对于新

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往往高于更为年长的老年人，也更敢于尝试使用新型智能设备。而对于年长的

老年人，智能手机并非其必需品，使用意愿很低，有的老年人因为害怕遭遇网络诈骗等问题甚至

拒绝使用。

3.3.2 学历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

对不同学历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事后多重检验比较，不同学

历的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差异显著。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老年群体得分最高，初中与

高中 / 中专 / 技校学历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差异得分较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数字

素养及各维度得分最低，见表 4。

表 4 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的学历差异情况（M±SD）

数字素养及各维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 中专 / 技校 大专及以上 F 值

数字素养 1.89±1.33 3.66±0.87 3.98±0.37 4.42±0.39 44.30***

数字意识素养 1.87±1.32 3.58±1.05 3.84±0.57 4.33±0.60 37.41***

数字技能素养 1.62±1.01 3.34±0.97 3.88±0.83 4.33±0.50 62.03***

数字安全素养 2.01±1.51 3.83±0.95 4.08±0.51 4.52±0.37 35.53***

数字道德素养 2.08±1.61 3.90±0.97 4.12±0.57 4.52±0.26 30.83***

基于上述结果，可以认为学历越高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越高。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本研究

认为可能有两点，一是学历较高的老年人对于智能设备的使用可以通过使用说明等进行学习，而

学历较低的老年人普遍存在不认字的情况，从而对智能设备的使用产生障碍；二是学历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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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学历较低的老年人存在对新事物接受程度相对较低的情

况，因而害怕使用智能设备。

3.3.3 健康状况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

通过 LSD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显著，身

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身体状况一般和较差的老年人，见表 5。基

于上述结果，可以认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老年人数字素养越高。

表 5 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的健康状况差异情况（M±SD）

数字素养及各维度 较好 一般 较差 F 值

数字素养 3.46±1.21 2.13±1.41 1.74±1.20 23.91***

数字意识素养 3.40±1.26 2.06±1.38 1.73±1.22 23.45***

数字技能素养 3.16±1.22 1.91±1.28 1.60±1.05 22.91***

数字安全素养 3.60±1.29 2.23±1.55 1.83±1.38 21.42***

数字道德素养 3.66±1.33 2.31±1.64 1.80±1.29 19.93***

产生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体健康状况影响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的意愿。在调查访谈

中，有些老年人表示自己存在视力低下、中风、偏瘫等疾病，日常生活被健康问题所困扰，身体

状态不佳，不方便使用智能设备，因此数字素养水平较低。

3.3.4 居住方式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

通过 LSD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不同居住方式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显著，独居

以及夫妻同住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明显高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其中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数字

素养及各维度的得分最低，其次是独居，夫妻同住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的得分最高，见表 6。

表 6 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的居住方式差异情况（M±SD）

数字素养及各维度 独居 夫妻同住 与子女同住 F 值

数字素养 2.89±1.47 3.15±1.33 2.23±1.49 6.92**

数字意识素养 2.78±1.44 3.08±1.38 2.23±1.50 5.70**

数字技能素养 2.72±1.51 2.87±1.28 1.96±1.30 7.96***

数字安全素养 3.03±1.58 3.26±1.42 2.36±1.65 5.72**

数字道德素养 3.01±1.59 3.39±1.49 2.39±1.68 6.65**

基于上述结果，可以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独居以及夫妻同住的老年人为了与子女联系，或

主动或被动地学会使用智能设备。其中，夫妻同住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各维度水平都处于较高

水平，主要原因是夫妻双方在使用智能设备的过程中可以相互帮助，进而不断提升数字素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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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不同居住地区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

将调查对象居住地分为城市与农村，对不同居住地区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居住地区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显著差异，其中城

市地区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地区老年人，见表 7。

表 7 不同居住地区老年群体在数字素养及各维度的比较分析（M±SD）

数字素养及各维度 城市 农村 T 值

数字素养 3.75±0.82 1.74±1.29 T=12.13**

数字意识素养 3.68±0.94 1.69±1.24 T=11.73**

数字技能素养 3.33±1.01 1.66±1.22 T=9.68**

数字安全素养 3.94±0.92 1.79±1.38 T=11.99**

数字道德素养 4.04±0.95 1.82±1.41 T=12.04**

本研究认为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地区智能化范围相对农村地区更为广泛且程度更加

深入。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10.51 亿，其中城镇网民规模达到 7.58 亿，农村网

民规模为 2.93 亿［47］。一方面，数字鸿沟与人群所拥有的资源有密切关联［48］，而长期居住在农

村的老年人相对城市地区老年人，其信息获取和数字参与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其数字鸿沟进一

步扩大。另一方面，目前农村居民进行数字化活动的目的以社交为主，对于进一步使用数字工具

还处在适应阶段［49］，这也可能导致城乡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水平差异明显。

3.3.6 经济来源是否稳定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

对经济来源是否稳定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有稳定经

济来源的老年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即有稳定经济来源

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较高，见表 8。

表 8 经济来源是否稳定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影响的比较分析（M±SD）

数字素养及各维度 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T 值

数字素养 3.63±0.97 1.65±1.24 T=11.60**

数字意识素养 3.54±1.06 1.64±1.24 T=10.66**

数字技能素养 3.21±1.10 1.62±1.21 T=8.83**

数字安全素养 3.83±1.06 1.67±1.29 T=11.91**

数字道德素养 3.94±1.09 1.68±1.30 T=12.23**

基于上述结果，可以认为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目前智能设备和互联网的使用成本相对较

高，这也使得部分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老年人没有智能设备，无法接触互联网，从而导致数字素

养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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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子女是否支持使用智能设备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

对不同群体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子女支持

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子女不支持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群体，

见表 9。基于上述结果，可以认为子女支持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明显高于子女不

支持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

表 9 子女是否支持使用数字设备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影响的比较分析（M±SD）

数字素养及各维度 子女支持使用智能设备 子女不支持使用智能设备 T 值

数字素养 3.51±1.09 1.17±0.70 T=14.08***

数字意识素养 3.42±1.16 1.17±0.75 T=12.74***

数字技能素养 3.14±1.18 1.16±0.68 T=11.24***

数字安全素养 3.69±1.19 1.16±0.66 T=14.31***

数字道德素养 3.77±1.23 1.18±0.76 T=13.99***

本研究认为产生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子女对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给予帮助，会提高老年

人数字素养水平。子女可以给予老年人一定的经济补助，帮助老年人购买智能设备，并且办理网

络业务。同时，当老年人在使用智能设备时遭遇困难时，“数字反哺”也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使

用智能设备。

3.3.8 不同性别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影响

对不同性别的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老年

人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得分并未有显著差异，见表 10。

表 10 不同性别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及各维度影响的比较分析（M±SD）

数字素养及各维度 男 女 T 值

数字素养 3.01±1.42 2.58±1.49 T=1.91

数字意识素养 2.95±1.44 2.53±1.49 T=1.84

数字技能素养 2.75±1.36 2.33±1.40 T=1.95

数字安全素养 3.16±1.53 2.68±1.60 T=1.96

数字道德素养 3.19±1.56 2.78±1.68 T=1.63

4 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策略   

4.1 帮助老年群体树立“数字信心”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智能设备与互联网不再是年轻一代的专属，越来越多的智能产

4 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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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入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面对这些产品时，老年群体因对智能设备的不熟悉，往往表

现出不自信的状态，部分老年人甚至出现抵制情绪。因此转变老年人的传统观念，帮助其树立对

使用智能设备及互联网的信心，让更多的老年人敢于去使用、自觉去使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首

先，帮助老年人转变自身观念，抛弃老年人理解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弱的刻板看法，鼓励他们积

极参与和学习使用智能设备。其次，老年人的生活、情感、医疗等一系列需求迫使老年人去使用

智能手机，而这种被迫的压力给予了老年人巨大的动力，周围人员应该热情、耐心地帮助其学会

使用智能手机。在学习使用的过程中，要重视同辈人对于老年人的积极影响。老年人的邻居、朋

友等由于年龄相仿、认知水平相近，通过互帮互助与相互鼓励，更容易让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

的过程中产生成就感与自信心，在潜移默化中就使其改变自身观念。最后，要注意老年人在使用

智能设备时的初体验。在初次体验智能设备时老年人是否感受到耐心的教导、初次使用成功时的

获得感与成就感以及在使用受挫时是否受到鼓励等，都是影响老年人数字信心的重要因素。

4.2 鼓励“数字反哺”，推动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

数字反哺是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的重要手段。除了为长辈购买数字设备以外，子女更要

重视对长辈的情感鼓励与技术支持。接入反哺和观念反哺是子女为父母架起的通往数字生活的桥

梁，数字反哺是子女为长辈扫清数字障碍最有效的办法［50］。问卷调查中老年人在使用智能设备

遇到问题时的求助情况结果显示，44.38% 的老年人会选择求助孙子或孙女，而 32.54% 的老年人

会选择求助儿子或女儿。目前，对于数字反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亲代和子代，缺乏对于数字隔代

反哺的讨论。中国自古就存在隔代抚养模式，隔代亲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重视数字隔代反哺就

显得格外重要。此外，在遭遇智能设备使用困难时，有 21.89% 的老年人选择自己摸索或者向邻

居朋友求助，而不愿意向子女求助。其原因是父辈在传统观念中一直是扮演“教育者”的角色，

子女扮演的是“被教育者”的角色，而“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位置互换，会使得子辈的权

威不断上升［51］。因此当老年人在向子女请教的时候，往往已经过深思熟虑，家庭中年轻一辈应

该学会维护长辈的“面子”，在反哺中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对于老年人遭遇的数字鸿沟，我

们要坦然接受它的存在，通过家庭成员的数字反哺，使其慢慢缩小。

4.3 智能产品“适老化”，使老年群体搭上数字快车

当前我国科技产业只追求产品的普惠性，而忽略了老龄人口的特惠性，没有针对老年人的特

殊情况和需求进行特殊设计［52］。这导致我国虽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但是适老化产品和服务

的供给却不足。目前，智能产品老年消费市场前景十分可观。首先，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自

身的身体机能不断下降。每个老年人的体质不同，身体机能退化程度也不相同。因此智能设备制

造企业应重视适老化产品研发，明确各类老年人需求，设计出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特征的产品。其

次，老年人对于数字科技的抵触来源于对经济风险的担心，金钱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他们最后的保

障。老年人普遍存在不使用手机支付的情况，其根本原因还是老年人对于数字科技的不信任与对

网络诈骗的恐惧。除了完善相关保护老年人网络诈骗的政策法规外，互联网软件公司应针对老年

人这一特征，研发出更安全可靠、操作便捷的软件，让老年人放心使用智能手机。最后，降低网

络使用成本，如宽带提速降费、智能手机定位分区化、定价分级化等，可以让更多的老年人有机

会接触和使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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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构建智能设备使用帮扶体系，助力老年群体提升数字素养

目前，在子女帮助老年人学习使用智能产品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老年人在面临智

能设备使用困境时会向家庭成员求助，但如今大部分子女外出务工，导致老年人面临使用困难时

无法获得直接的帮助；另一方面，大部分年轻子女在帮助老年人时的耐心与精力有限，无法有效

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智能设备使用困境。因此，制定老年群体智能设备使用培训体系就显得尤为重

要。国家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呼吁社会各方对于老年人数字需求的重视。构建公益性的

帮扶组织，例如采用社区帮扶培训模式，丰富智能设备培训手段，营造良好的培训环境。由政府

牵头积极地宣传，构建起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培训体系。挑选出一部分愿意参与培训的老年人

先行培训，在试培训过程中发现相关问题，积极整改。通过树立老年人模范，带动周边老年人积

极参与培训。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研究调查南通市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本研究覆盖的研究

对象的数字素养水平偏低，其中不同年龄、学历、身体健康状况、居住地、居住方式以及子女是

否赞成使用、是否有稳定经济来源对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当前，老年人对于生活的智能化、数字化需求不断增加。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分析，提出了提

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策略，具体如下：帮助老年人树立“数字信心”，提升老年人出行便利和生

活幸福感，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智能产品的适老化改造，降低智能产品对于老年人的使用难度；

倡导家庭中年轻一辈对于老年人的“数字反哺”；鼓励社区开展老年人智能设备帮扶培训，降低

互联网使用成本，让更多的老年人有接触网络的机会。以上这些举措都可以有效地提升老年人的

“数字信心”。未来，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等各方面的合作，共同实现老年人数

字素养的提升。

5.2 反思与展望

从研究设计上看，本研究依托江苏省南通市的老年人进行数字素养水平调查与分析，无论是

选取的方法还是样本的范围与规模，都很难代表中国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普遍状况。但是，本研究

关注的是通过个案拓展出对此议题的新认知与对新问题的应对思路［53］。 本研究中所提及“数字

信心”与“数字反哺”的概念目前学界的讨论相对较少，此概念有助于理解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水

平低的原因，帮助相似背景的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提升数字素养，同时这也是下一步深入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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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Taking Nantong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u Lei Xu Shengju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digital era, digital literacy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quality for 
citizens.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and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in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rom point to area are helpful to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Method/Process］Taking Nantong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from four dimensions: 
digital consciousness literacy, digital skill literacy, digital security literacy and digital moral literacy,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Result/Conclusion］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n Nantong is low,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gital literacy level of the elderly due to age, education, physical health, place of residence, way of living, 
whether their children support the use of smart devices, and whether they have stable economic source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such as helping the elderly establish 
‘digital confidence’; promoting the aging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igent products; advocating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the family to provide ‘digital back-feeding’ to the elderly; encouraging the conomunity to carry 
out the elderly intelligent equipment training for the elderly, and reducing the cost of Internet use,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Keywords: Elderly group; Digital literacy; Promotion strategy; Digital confidence; Digital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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