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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代际互动作为一种促进跨年龄

段交流与合作的新兴社会互动模式，展示出其在缓解老年人孤独感、抑郁情绪及延缓认知功能衰退方面

的潜力。本文探讨了代际互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分析了代际互动在情感支持、认知功能维

护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具体作用。最后，结合家庭、社区、社会及政策制度等多层面的实践经验，提出

促进代际互动、优化老年人心理健康环境的策略与建议，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参考，

推动构建和谐、包容的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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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lobal population ages,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societal 
concer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 emerging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 promoting cross-ag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shows potential in alleviating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and delaying cognitive declin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intergener-
ational interac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alyzing its specific roles in emotional 
support, cognitive function maintenanc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Finally, combining practical 
experiences from family, community, society, and policy levels, it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sug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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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to promote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optimize the mental health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The aim i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foster a 
harmonious and inclusive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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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速推进，老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的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确保

老年人基本生理需求得以满足的同时，如何有效提升其心理健康状态，已成为亟待社会各界共同应对的

重要课题。近年来，代际互动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互动模式，因其在促进跨年龄段情感联结、知识传递

及社会支持构建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逐渐吸引了学术界与实践领域的深切关注。代际互动不仅被视为缓

解老年人孤独感与抑郁情绪的有效途径，更通过持续的智力激发与社会融入，展现出延缓老年人认知功

能衰退、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的潜力。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代际互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细致

剖析代际互动在情感支持网络的加固、认知功能维护与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具体作用，揭示其

对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多维度贡献。最后，结合家庭、社区、社会以及政策制度等多层面的实践

经验，提出一系列促进代际互动、优化老年人心理健康环境的策略与建议，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与实

践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老龄化社会。 

2. 概念界定 

2.1. 代际互动 

代际互动(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是指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通过共同活动、交流和互助，分享经验、

知识和情感支持的一种社会互动形式(Giraudeau & Bailly, 2019)。根据不同的互动主体和互动形式，代际

互动主要包括家庭内部互动和社区或机构互动两大类型。家庭内部互动包括祖孙互动和亲子互动，例如

祖父母照料孙辈(张云亮，柳建坤，2022)、共同游戏(Skropeta et al., 2014)，或者老年人与子女共同生活、

子女照顾父母(王奎，李启明，2021)。社区和机构互动则包括社区各类活动(Marx et al., 2005)和教育培训

项目(Fried et al., 2013; Cohen-Mansfield & Jensen, 2017)，例如社区或社会机构组织的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

参加活动、技能培训，或者学校、大学或社区中心组织的跨代教育项目。代际互动的形式丰富多样，构

成了促进老年人与年轻一代相互理解和融合的多元桥梁。其中，面对面交流作为最直接且富有情感的互

动方式，通过家庭聚会、社区活动、学校课堂等多种场合的深入沟通与互动，使老年人与年轻一代能够

共享生活经验、知识见解与情感支持，这种即时性与直观性的交流极大地加深了彼此间的情感纽带。此

外，共同活动(Fujiwara et al., 2009; Perry & Weatherby, 2011)作为代际互动的又一重要形式，涵盖了体育

竞技、文化娱乐、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老年人与年轻一代在这些活动中合作，不仅能够增进了相互之

间的了解和信任，还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能力。情感支持方面则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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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陪伴与相互帮助之中。子女对老年人的细心照料与深情关怀，以及老年

人对孙辈的慈爱抚育与经验传授，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与支持的代际关系网络，为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最后，知识与技能的互传(Cohen-Mansfield & Jensen, 2017)成为代际互动中不可忽

视的一环。老年人与年轻一代各自在擅长的领域内拥有独特的经验和技能，如手工艺、烹饪、运动技巧

以及现代科技产品的使用等。通过相互学习与交流，老年人不仅能够传授自己的宝贵经验，感受到自身

价值的延续与成就感的满足，还能积极拥抱新知识、新技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享受科

技进步带来的便捷与乐趣。这种知识与技能的双向传递，不仅促进了代际之间的和谐共处，也为社会的

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2.2. 老年人心理健康 

老年人心理健康，作为衡量老年群体在情感、认知及行为领域综合健康状态的关键指标(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2023)，涵盖了情绪稳定性、认知功能健全性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性等多个维度。

这一健康状态不仅是老年人整体健康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与社会参与度的

核心要素。具体而言，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核心要素可细化为情感健康、认知功能完好以及社会适应能力

良好三个方面(孙靖凯等，2021)。情感健康强调老年人情绪的稳定与积极，能够有效管理情绪波动，维持

内心平衡；认知功能则关注其记忆力、思维能力和判断力的正常运作，确保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

主决策与高效处理信息；而社会适应则侧重于老年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和谐互动，包括良好的人际交往

能力、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这些均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产生着深远的

影响。 

3. 理论基础 

3.1. 积极老龄化理论 

积极老龄化理论(Active Aging Theor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youbi-Mahani et al., 2023; 
Walker, 2002)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在 2002 年提出，强调通过优化老龄人口的身心健康、社会经济生活

参与和保障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积极老龄化理论认为，每个个体在老龄化过程中都应该得到尊重和

支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老年人能够过上健康、充实和有尊严的生活。这不仅对老年人自身有益，

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在代际互动中，老年人通过参与年轻一代的互动活动，如共同参与社

会活动、传授技能和知识，不仅有效维护了身体健康，促进了认知功能的活跃，还显著增强了其社会参

与感与心理健康水平(Gualano et al., 2018)，这一互动过程不仅体现了老年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持续贡献与

价值，也深刻契合了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理念。 

3.2. 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由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最初

是为了解释个体早期亲子关系对心理发展的影响，现已扩展到对于个体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与其他个体之

间情感联系的形成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Davis & Carnelley, 2023)。依恋理论认为，安全的情感依恋关系

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安全感，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De Pasquale et al., 2023)。在代际互动中，老

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与支持机制，可视为依恋关系在生命历程中的持续延伸与深化。依

据依恋理论，老年人通过与子女、孙辈或年轻志愿者的情感互动，构筑起情感安全的避风港，有效缓解

了孤独感与焦虑情绪的侵扰(Merz et al., 2008)。这种深厚的情感纽带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心理福祉，还为

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依恋理论为我们理解代际互动中情感支持如何促进老年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8603


江莞莹 
 

 

DOI: 10.12677/ap.2024.148603 726 心理学进展 
 

人心理健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3.3.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由美国的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强调人际交往中的互惠互利机制，并且指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会寻求最大化自

己的利益，同时最小化成本。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交换过程中的情感、物质和信息支持，能够获得

心理满足和社会支持，不仅提升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感，还能增强其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在代际互动的背景下，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老年人和年轻一代之

间互动机制的框架(Li & He, 2023; Davey & Eggebeen, 1998)。通过这种互动，老年人不仅扮演着知识传承

者、经验分享者及情感支持者的角色，向年轻一代贡献其宝贵资源，从而赢得尊重与社会认同；同时，

他们也作为受益者，从年轻一代那里收获情感慰藉与物质支持，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惠的交换关系。

这种基于社会交换的互动模式，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还有效促进了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显著提

升。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在阐释代际互动如何积极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4. 代际互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 

4.1. 代际互动与情感支持 

4.1.1. 情感滋养的深度剖析 
代际互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改善首先体现在情感支持方面。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从主要的

抚养者转变为被照顾者，这种角色的转变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感。通过与子女和孙辈

的互动，老年人能够重新确立在家庭中的角色，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被需要的感觉。这种情感滋养对于

缓解老年人因年龄增长、社会角色转变等带来的孤独感与抑郁情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萍等，2024)，
从而显著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4.1.2. 双向情感交流的桥梁 
代际互动中的情感支持并非单向的给予与接受，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李雪莲等，2024)。老年人

在向年轻一代分享生活智慧、传授人生经验的同时，也倾听着他们的心声与困惑，从中获得新的情感体

验和人生启示。这种跨越年龄界限的情感交流不仅加深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与联系，也为老年人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体验，促进了代际间的情感共鸣与融合。他们在与年轻一代的互动中，能够感受到社会的

变化和发展的脉搏，保持内在的积极情感与生命活力。同时，年轻一代也能从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中受

益，增加对老年人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互惠互利的情感交流，有助于建立更加紧密和谐的代际关系。 

4.2. 代际互动与认知功能维护 

4.2.1. 认知活力的持续激发 
代际互动还通过维护老年人认知功能来实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改善。通过与年轻一代的互动，老

年人能够持续接受智力刺激和挑战(EPALE, 2023)，从而保持大脑的活跃性和灵活性(Yang & Jia, 2022)。
例如，老年人在与孙辈一起学习新科技、玩益智游戏或讨论当前热点话题时，可以不断刺激大脑的不同

区域，增强神经连接。除此之外，代际之间的共同阅读、解决问题等活动还能够锻炼老年人的记忆力、

注意力和语言能力，同时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持续的认知刺激，有助于预防和减缓阿尔茨

海默病等认知退行性疾病的发生。通过保持认知活力，老年人不仅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中的各种变化，

还能在晚年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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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认知储备的增强与适应能力的提升 
代际互动中的认知维护主要增强了老年人的认知储备和适应能力。老年人通过与年轻一代的互动，

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地接触新的观念和信息，扩大了认知领域和视野范围，提高了应对复杂情境

的能力。同时，代际互动为老年人提供的接触新环境和新事物的机会将有助于提高其适应社会变迁和科

技进步的能力(吴帆，仝秋含，2024)。例如，学习使用互联网和智能产品(吴旭红，谢舒婕，2024)，不仅

可以增加与家庭成员和朋友的互动，还能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拓宽视野。良好的认知储备

和适应能力为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地解决了其因跟不上时代进步而产生的

心理困扰。 

4.3. 代际互动与社会参与增强 

4.3.1. 社会联系的有效拓宽 
代际互动为老年人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联系机会，拓宽了他们的社交圈层。通过参与跨代项目、志愿

服务等社会活动，老年人不仅能够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建立深厚的友谊和联系，还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

尊重。这种社会联系的拓宽不仅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还可以让

老年人感受到自己在帮助他人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提升自我价值感和满足感，有利于老年人的心

理健康发展(张文峥等，2024)。 

4.3.2. 社会贡献感的提升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社会活动中进行代际互动主要有助于老年人社会贡献感的提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老年人通过参

与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形式，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需要和重视。例如，通过教授手工艺、分享历史故

事或谈论民族遗产、文化和分享民族习俗(EPALE, 2023)，老年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年轻一代

中得到传承和发扬。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能够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来自年轻一

代的感激和尊重也让老年人感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进一步提升了其心理健康水平。这种双向的互

动，不仅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也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5. 代际互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启示 

5.1. 家庭层面的启示 

5.1.1. 强化代际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在家庭这一微观社会单元中，积极构建并强化代际间的沟通与理解显得尤为关键。通过有意识地去

进行一系列共同参与的活动与交流，家庭应致力于深化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的情感纽带，这不仅能够

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还能够有效培育年轻一代的责任感与同理心。具体而言，定期的家庭

聚会、亲子游戏、以及围绕生活点滴展开的深入对话，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5.1.2. 重赋老年人独立角色 
家庭应勇于并智慧地重新定义老年人在家庭结构中的角色定位，打破传统意义上仅作为照顾者或者

被照顾者的局限。鼓励并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关注自身的需求与发展，并鼓励他们勇敢接受和学习新事物，

使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的持续存在与重要性。通过成为独立的需求个体，老年人在与子女及孙辈的互动

中能够重新确立其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这种独立角色的确立对维护其心理健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5.2. 社区和社会层面的启示 

5.2.1. 创建际互动的广阔平台 
社区及社会各界应积极响应，构建多样化的代际互动平台，为老年人与年轻一代提供丰富的交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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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区中心、教育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应携手合作，策划并执行一系列的跨代活动，如体育竞技、文化

娱乐、志愿服务及教育培训项目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促进了不同年龄段人群间的深入了解与信任，还

能够极大地提升了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感。 

5.2.2. 实施跨代教育的创新实践 
教育机构应将跨代教育视为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积极设计与实施跨代教育项

目。通过让老年人与年轻一代在同一学习环境中共同探索新知、掌握技能，不仅能够保持老年人的认知

活力，促进其适应社会变迁与科技进步的步伐，还能在互动中增进年轻一代对老年人的尊重与理解，共

同营造和谐共生的学习社区。 

5.2.3. 完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体系 
社区与社会应建立健全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援助。通过设立

心理咨询热线、组建情感支持小组、举办社交活动等方式，帮助老年人缓解孤独感与焦虑情绪，增强其

情感联系与社会适应能力。这一体系的完善需特别关注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与心理健康状况，确保每位

老年人都能获得适合自己的心理关怀与支持。 

5.3. 政策与制度层面的宏观启示 

5.3.1. 出台促进代际互动的政策措施 
政府应发挥其在政策制定与推广方面的主导作用，出台一系列旨在促进代际互动的政策措施。通过

为社区中心、学校及非政府组织等提供资金与资源支持，鼓励其广泛开展跨代项目与活动，为代际互动

的深入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5.3.2. 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利与机会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确保老年人在社会参与方面的权利与机会得到充分保障。通

过制定老年人就业与志愿服务支持政策等措施，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贡献社会。这不仅有助于提

升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与幸福感，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5.3.3. 提升公众对代际互动价值的认知 
政府与媒体应携手合作，通过广泛的宣传与教育活动提升公众对代际互动重要性的认识。利用媒体

平台、社区讲座及公共活动等多种形式向公众传递代际互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以及其在社会

和谐构建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代际互动活动，为老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友好、

包容的社会环境。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探讨代际互动及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提炼出了一系列关键性启示。代际互动，

作为一种跨越年龄界限的交流与合作范式，在强化老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的情感纽带、促进认知层面上

的交融以及构建广泛社会支持体系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在家庭的氛围与社区的环境中，老年人不仅能

够汲取情感上的慰藉，有效缓解孤独与抑郁情绪，还能在认知领域内保持敏锐与活力，对抗认知功能衰

退的自然进程。此外，广泛的社会参与机会不仅为老年人搭建了展现自我价值、赢取社会尊重的舞台，

更显著提升了其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为将理论洞见转化为实践成效，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

进代际互动的具体策略，涵盖家庭内部代际沟通的强化、社区互动平台的构建以及政策层面的支持性措

施等。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及政府等多方力量的紧密协作，共同编织一张

支持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立体网络，营造出一个更加温馨、包容的适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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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代际互动不仅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提升的催化剂，也是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未来持续探索代际互动的多元化模式与实施路径，不断优化其策略设计，将为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与心

理健康水平注入新的活力与智慧，共筑老年友好型社会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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