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4, 11(3), 718-722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096  

文章引用: 郭承田. 农村中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现象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3): 718-722.  
DOI: 10.12677/ar.2024.113096 

 
 

农村中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现象研究 

郭承田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3月19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6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17日 

 
 

 
摘  要 

当今社会数字化和老龄化并行不悖，新型媒介正引起中老年群体的生活的巨大改变。中老年群体通常被

认为是数字时代的弱者，而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普，众多中老年人凭借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和独特的呈

现方式在竞争激烈的短视频平台崭露头角。文章以农村中老年群体为研究主体，阐述目前农村中老年群

体的短视频使用现状，发现其存在的困境并尝试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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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digitalization and aging go hand in hand, and new media are causing great changes 
in the live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group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are usually consi-
dered to be vulnerable in the digital age, but with the spread of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rminals, 
many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are emerging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short video platforms 
with their distinct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present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takes the ru-
ra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group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hort 
video use, finds out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feasibl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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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经济社会常态现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正在改变国家发

展的人口基础[1]。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 60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较 2010 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2]。此外，我国老龄办研究预测，到 2050 年前后，

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占总人口的 34.9%。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和措施着力解决老龄人口在养老、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问题，切实增强广

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中，《“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发

展目标指出，让智能化产品和服务惠及更多的老年人。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

50 岁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从 2022 年 6 月的 25.8%增加至 29.9% [3]。QuestMobile 2023 年 9 月数据显示，

银发人群 App 使用偏好榜 TOP 榜前五名都是短视频应用；由此可见，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

此外。《报告》显示，农村网民规模已达 3.01 亿人，占全国网民总数的 27.9% [3]。根据上述数据可推算

出 50 岁以上的农村短视频用户约有 0.86 亿人，占短视频用户总数的近 10%。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人们对于互联网的依赖越来越高，也对中老年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农村中

老年群体作为老龄化大军中的一员，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对农村中老年群

体短视频使用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的困境，基于现有的困境提出农村中老年群体短视频使

用优化路径，加快弥合“银色数字鸿沟”。 

2. 农村中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现状 

在数字互联时代，短视频凭借其快捷方便、操作简单、内容丰富等特点深受农村地区的喜爱，而大

多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村中老年用户因为短视频易上手、社交性强的特点正逐步成为短视频的忠实用

户。在农村地区，缺乏基础的娱乐设施；因此，短视频正逐步成为农村中老年群体重要的休闲娱乐和获

取信息的重要媒介。 

2.1. 短视频正成为农村中老年群体最受欢迎的媒介形式之一 

以短视频等为代表的移动视像化媒介正成为占据他们生活主导的地位的媒介形式。在农村地区中，

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媒介，媒介使用方式的巨大变革发生了巨大变革，短视频凭借信

息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成为广大中老年人休闲娱乐和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据观察

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村中老年人加入了这场“短视频社交狂欢”中。他们更喜欢围坐在一起，互相分享

有用的内容或自己拍摄的短视频，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方面，通过短视频的社交功能，满足他们

同辈之间的沟通交流和隔辈之间的代际联系。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内容，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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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戏曲、小品、生活技巧等，满足了农村中老年人获取信息和娱乐休闲的需求。可以看出以“短视

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以其多功能、多样化的传播方式，逐渐发展为广大农村中老年群体所喜爱的大

众传媒。 

2.2. 观看时间相对固定且视频内容呈现单一性 

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村中老年群体，大部分时间都要在田间劳作，在工作之余浏览短视频会有一定难

度。他们通常利用空闲时间看短视频，比如在饭后、晚上休息前等，这些时间段相对固定，是他们辛苦

劳作一天后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重要时刻。此外，笔者随机采访发现农村中老年群体在观看短视频时，

通常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身生活紧密相关、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内容。这导致他们可能更多地关注农业

知识、乡村文化、家庭生活等方面的视频，而对于社会新闻、科技动态等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信息则相对

较少关注，对短视频应用的使用只停留在单一内容的浏览上，顺从地成为信息的接收者，这进一步限制

了他们通过视频获取信息的范围和深度。 

2.3. 女性用户偏多且短视频使用习惯因性别不同有明显差异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媒体，迎合了男性和女性用户在使用短视频的习惯方面的不同，但在随机采访

中发现农村的中老年群体的差异比较明显，农村中老年女性观看短视频的时间和频率都高于男性，并且

拍摄短视频并上传平台的也是女性居多。从观看内容方面来看，农村的中老年女性对生活小妙招、歌舞

视频、亲子关系、美妆服饰、家庭伦理等内容更为重视。上传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也以歌舞的视频居多，

舞蹈种类也多为广场舞类型，歌曲绝大部分都是对口型演绎；此外，农村的中老年女性也喜欢和他人一

起合拍。而农村地区的中老年男性则对时事新闻、历史事件和军事外交之类的内容比较感兴趣，拍摄短

视频并上传的频次少于女性，且上传的视频大多数是记录劳作。不难看出，农村中老年女性把短视频作

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男性则把其作为一种获取知识信息的手段。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中老年女性通

过短视频社交的频率明显高于男性，她们喜欢分析短视频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发表自己的观点。然而农村

中老年用户对短视频的使用呈现出不同的性别特征，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 

3. 农村中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的现实困境 

3.1. 短视频新媒介尚未弥合“银色数字鸿沟” 

中老年人在数字时代面临诸多困难，数字鸿沟将长期存在[4]。这一鸿沟，在农村中老年群体身上表

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农村中老年群体本身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有限，对数字键盘和智能手机的掌

握十分薄弱；加之随着年龄增大，视力也逐渐降低；因此，他们绝大多数对于短视频的使用还处于初级

阶段，难以继续开拓更高级别的功能。另一方面，据观察发现，他们“刷视频”已成为生活的常态，只

是一味的单向接受信息。很多中老年群体仅会点开应用软件下滑屏幕浏览内容，收藏、评论、搜索等功

能还尚未知晓，创作并上传内容更是难上加难。对于他们来说，短视频的吸引力即在闲暇时间方便快捷

地休闲娱乐。由此可见，信息社会的数字鸿沟并不会因为老年友好型新媒介而弥合，克服技术难关，顺

畅地进行内容创作仍然存在困难，技术和认知的壁垒使得许多农村中老年用户难以熟练地表达自我，短

视频的许多便捷功能无法被农村中老年群体所触及。 

3.2. “信息茧房”固化思维导致认知偏差 

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

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侄桔于像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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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一般的“茧房”中[5]。对于农村中老年人群来说，首先，他们关注的内容大多都是偏向于生活化的题

材，而在“算法”的加持下，同质化的内容会源源不断的推送到他们的移动终端，从而形成信息茧房，

久而久之，片面化的信息会禁锢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固化其思维方式。其次，农村中老年群体在

短视频使用过程中，缺乏主动搜索信息的能力，他们更多地是被动接受平台推荐的内容，这种获取信息

的方式也加剧了他们的信息茧房现象。此外，短视频上的信息繁杂多样，其中不乏虚假、误导性的内容。

农村中老年群体由于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可能难以区分视频内容的真伪，容易受到不实

信息的误导，进而导致认知偏差，形成错误的观念。 

3.3. 数字素养缺失容易深陷骗局之中 

中老年群体是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群体的劣势更加明显。有调

查研究表明，六成老人曾在刷视频时遭遇谣言[6]。信息真假难辨，当下的短视频平台中，用户生成内容

层出不穷，形成了庞大且复杂的信息流。与此同时，视频与电商的紧密结合使得营销手段更加多样，但

也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对于作为数字移民的农村中老年群体而言，在大众媒介中成长的思维

模式使得他们无法从中筛选出有效信息，因此暴露在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侵害之下[7]，甚至可能对信息

产生依赖和盲从。在这种情况下，虚假新闻和电商虚假宣传往往能够轻易骗取他们的信任，诱使他们做

出错误的消费决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利用短视频平台制造骗局，专门针对农村中老年

群体进行诈骗，使他们陷入虚假信息和电商骗局的泥潭。 

4. 农村中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的优化路径 

4.1. 数字反哺助力跨越“银发数字鸿沟”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鸿沟现象日益凸显，不同年龄群体在数字技能和信息获取方面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而数字反哺作为一种跨越年龄的信息交流方式在弥合数字鸿沟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 
年轻一代通常更容易掌握新技术、接受新媒介，而年长一代可能在这方面面临挑战。因此，代际间

的数字反哺核心在于建立有效的沟通桥梁。首先，建立良好的家庭沟通机制。家庭成员应积极参与中老

年父母的短视频使用过程，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例如，可以教他们如何下

载和安装短视频应用，如何搜索和浏览感兴趣的内容，以及如何辨别和避免虚假信息。此外，鼓励家庭

成员共同观看和讨论短视频内容，分享彼此的感受和看法，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其次，成立村委会数字互助小组。建立村委层面的数字互助小组，邀请年轻一代担任志愿者，为年

长一代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这不仅可以解决年长者在短视频使用方面的问题，还可以有效避免农

村中老年群体被短视频中的虚假信息和劣质产品所欺骗。 
最后，加大短视频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大学生与当地的村委会等组织合作，共同开展短视频使用

的宣传活动。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班等形式，向农村中老年群体普及短视频的相关知识，并解答他

们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邀请已经掌握短视频技能的中老年人进行分享，激发更多人

的学习兴趣。 

4.2. 构建高效监管体系引领内容品质升级 

政府在推动农村中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的普及与提升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政府应制

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高效监管体系，营造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明确短视频平台的责任和义务。

加大对虚假信息和电商虚假宣传的打击力度，保护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提升他们在数字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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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感。 
其次，政府应引导短视频平台建立健全内容审核制度，严格把关用户生成内容。借助人工智能算法

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视频内容进行快速而准确的识别，及时过滤掉虚假信息和不良内容，一旦发现虚假

信息或不良内容，平台应立即进行删除，并对相关用户进行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同时，政府还应鼓励

平台加强技术研发，提升内容审核的效率和准确性，为农村中老年群体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服务。 
最后，短视频平台还应加强与政府、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和自律

规范，确保平台内容的合规性和健康性。同时，平台也应积极倡导用户自觉遵守网络文明规范，共同打

造并维护一个绿色清朗的网络空间。 

4.3. 提升数字媒介素养筑牢虚假信息甄别防线 

网络诈骗和虚假信息层出不穷。因为对虚假短视频缺乏识别能力，相当数量的中老年人成为数字谣

言的传播者、网络骗局受害者，人身和财产利益遭到损害，而这也阻碍了中老年群体真正融入媒介化社

会[8]。通过提升他们的数字媒介素养，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数字媒介，融入现代社会，享受科技带

来的便利。 
第一，开展针对农村中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至关重要。通过举办讲座、开设培训班、制作

宣传资料等方式，向他们普及短视频平台的基本操作、信息辨别技巧以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他们的数

字媒介素养，使他们具备识别虚假信息和防范网络诈骗的能力，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除了普及相关理论知识和技巧外，还应加强实践锻炼。开展一系列数字媒介能力提升活动或

比赛，通过实际操作和真实案例分析，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数字技能，并学会如何鉴别虚假信息。此外，

村委会应牵头建立信息分享互助微信群，分享数字媒介使用经验和鉴别虚假信息的技巧，提高整个群体

的数字媒介素养水平。 
第三，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农村中老年群体数字媒介素养提升的宣传和引导。通过制作和播

放相关的宣传视频、广告、公益片等，普及数字媒介素养知识，向农村中老年群体传递正确的信息观念，

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使用数字媒介，提高公众对虚假信息的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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