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4, 11(3), 929-936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126  

文章引用: 赵锐. 老年数字鸿沟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3): 929-936.  
DOI: 10.12677/ar.2024.113126 

 
 

老年数字鸿沟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研究 

赵  锐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4年4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20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29日 

 
 

 
摘  要 

数字鸿沟对老龄化社会的渗入逐渐加深，老年群体如何跨越数字鸿沟提升自身福祉成为迫切解决的问题。

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通过对老年数字鸿沟的问题界定、社会支持网评估和需求分析，发现老年群体

在数字鸿沟背景下，面临心理与生理上的诸多挑战；进一步地，探讨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介入如何为老年群体提供帮助与构建社会支持网，缓解老年群体在数字鸿沟冲击下受到的影响，

助力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并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使用技能与知识。本文为政府进一步解决老年数字

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助力老年人在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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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netra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into the aging society is gradually deepening, and how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mprove their well-being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social support theory, through the problem definiti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s-
sessment and demand analysis of the elderly digital divide, it is found that the elderly group faces 
many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divide. Further-
more, it discusses how the intervention of case work, group work and community work can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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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 help and build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elderly group,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the elder-
ly group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divide, help the elderly group cross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mprove the digital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the elderly group. This paper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digital divide in the elderly, and 
helps the elderly to “have a secure old age”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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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总人口 18.70%。另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止 2023 年 6 月，我国 60 岁

以上网民占全国网民总人口的 13.0%，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但是，数字信息资源获取有限、

信息社会融入困难与数字地位不平等在老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老龄群体普遍面临的种种数字融入

困境均是老年数字鸿沟的外在表现[2]。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使得老年群体的数字技能与知识成为积极老龄

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是一个有专业价值观、专业技术和专业标准指引的职业[3]，具备专业

的理念、方法和技巧，因此在介入老年数字鸿沟上大有可为。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通过分析社会工

作介入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方法模式，探讨老年数字鸿沟的解决路径。 

2. 老年数字鸿沟的研究进展 

目前对老年数字鸿沟的研究主要从老年数字鸿沟的定义及成因、影响以及解决路径展开。 

2.1. 关于老年数字鸿沟的定义及成因 

老年数字鸿沟即老年人与年轻人在信息占有与获取上存在的差距，以及老年人使用数字资源参与公

共生活的行为差别等[4]，由不同性别、年龄、收入、阶层的人在接近、使用新信息技术的机会与能力上

有差异而造成，且不平等可能进一步扩大[5]。社会上的年龄歧视，顶层设计缺失与网络监管政策的不完

善，信息科技方面的家庭反哺、亲友互助和社会支持不足都是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因素[6]。新媒体过

于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也导致了老年数字鸿沟加深[7]。 
老年人一方面他们与其他社会人产生信息代沟，社交关系得不到维系，另一方面对数字技术的学习

和适应感到挫折，无法建立起信心，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最终不愿主动学习，落入数字鸿沟中无法脱困。

部分老年群体因教育程度水平较低，缺乏相关数字技能与知识而无法灵活运用数字设备，即使他们有意

愿参与到周围的社交生活中去，却无法与家人、朋友和社区在线社交，丧失互动的机会，处于数字化时

代的被动位置。 

2.2. 数字鸿沟给老年群体带来的影响 

老年数字鸿沟使老年人难以与数字化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导致社会隔离感和孤独感的增加，给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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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来了诸多挑战。数字鸿沟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共同作用的社会性难题[8]。陆杰华基于数字鸿沟和知沟理论，构造的老年数字鸿沟治理分析框架提到接

入沟、使用沟、知识沟对老年群体的循序影响[9]。 
一是接入沟产生的信息获取受限与风险感知影响。具体表现在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的年龄差异与接

入的城乡差异，由于无法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和知识，老年人感到不安全、无力，并表现出对学习数字

技术的排斥。这种不平等的信息获取可能导致他们错失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进而限制了其社会参与

和经济发展的潜力。胡书芝利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发现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中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10]。 
二是使用沟产生的社会排斥与公共参与影响。老年群体缺乏数字技术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在数字社

会中被迫边缘化，被数字鸿沟这道无形的墙隔开，感觉到社会他人的排斥。数字鸿沟会导致老年群体的

社交孤立感和孤独感增加，对老年群体心理和情感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发展还有可能引发老年人心理

层面的疾病。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老年人的社交隔离，已有学者通过定量研究证明了使用数字

化社交软件能够显著增强老年群体的主观社会适应感[11]。 
三是知识沟产生的经济不平等与自我效能感影响。老年群体在参与数字生活过程中可能遭遇到数字

诈骗与谣言等风险，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导致自我效能感低。此外，老年群体受到自身知识水平与信息

获得水平的影响，对数字能力提升不关注，会无法充分利用互联网来获取有关健康医疗、经济发展、自

身提升等相关领域的信息。这妨碍了他们满足健康需求服务和获取医疗指导的能力，处于经济地位中的

弱势方，对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同时，有学者也担忧老年人是否陷入网络“沉迷”，但通过调查发现，现阶段我国老年网民“过度

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还很低[12]，且他们从互联网上主要获得正面影响，真正受到网络“沉迷”危害的老

年网民很少；在互联网的使用上，老年人当前更急迫的问题是数字鸿沟的挑战。 

2.3. 老年数字鸿沟弥合路径研究 

目前大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下的社会多主体参与探讨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路径。雷江梅在共同富裕

背景下提出要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构建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强调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中要以人

的精神培育作为逻辑起点，加强制度的建设，将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人等多元主体纳入治理格

局中，构建多元共治模式为老年数字鸿沟提供合力[13]。周向红则从可及性视角下，提出老年数字鸿沟的

弥合需要政府、企业、社区、家庭和老年人自身的多方参与，认为消除接入鸿沟、提升数字素养、优化

适老设计是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重要路径[14]。杨斌认为消弭老年数字鸿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要

以“老年友好型”数字化战略为指导，以发展乐龄科技为抓手，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数字鸿沟治理格局

为重点，以加强家庭代际信息反哺功能、“线上 + 线下”服务方式共存为手段[15]。 
老年数字鸿沟在农村地区的弥合也同样受到关注。关于农村代际数字鸿沟的弥合路径和数字中国建

设中，老年人应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变革，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缩小与青年群体在数字素养上的差距。

家庭需要通过“数字反哺”强化逆向反馈。朋辈之间要发挥好榜样作用，形成心理互助和双向支持。政

府和社会必须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保障数字技术运用环境对老年群体的友好性[16]。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提升个人、家庭、群体和社会福祉为宗旨的专业服务领域，与老年群体周围的

支持网存在相互合作的密切关系。老年人自身与其家庭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接受者和参与者，其不同需

求和诉求是社会工作介入解决数字鸿沟的关键。 

3. 社会工作介入老年数字鸿沟的理论基础 

社会支持理论为社会工作者解决老年数字鸿沟问题提供了可行的介入路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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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理解社会支持理论的内容。社会支持网作为老年人面临数字鸿沟挑战的关键要素，强调了老年

人自身及周围资源网络的重要性。社会支持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无法自绝于社会而存

在。当人们遇到事件处在压力之下时，社会支持网络能缓解负面的压力，且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

络越强大，就能越好地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即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处于弱

势地位，需要强化社会支持网络，增强社会支持功能。 
二是在实务框架中开展行动。社会工作者作为行动者，首先，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下对老年群体的数

字鸿沟问题进行界定，对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及带来的挑战与影响进行分析。其次，对老年群体的家庭

支持、社区支持、国家支持、社会支持进行评估，评估老年群体最需要重构的支持来源。最后，还需识

别老年群体的需求，针对需求采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的社会工作方法重构老年群体的社会

支持网。通过理解社会支持对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情

感性支持、物质性支持和信息支持，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鸿沟问题，提高他们的福祉和生活质量。 
三是对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的介入。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支持理论提供的框架下能更全面地认识老年数

字鸿沟，可以深入认识到社会工作三大方法如何在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中发挥作用，而社会工作通过

此理论框架又能发现老年人自身跨越数字鸿沟时面临哪些方面社会支持网的不足和断裂，并为改善老年

人的数字包容性和社会融入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四是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为老年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使老年

个体与周围社会资源、网络和关系之间形成互动，从而促进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这种相互作用还

有助于大众了解老年人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感知、寻求和接受社会支持，并如何根据自身需求与社会支

持资源互动。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digital divide of the elderly 
图 1. 社会工作介入老年数字鸿沟路径分析 

4. 老年数字鸿沟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模式探讨 

4.1. 个案工作精准介入 

个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策略与技能，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个体化的干预方式，协助个人

有效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境。它着重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认知、自主决策能力和问题解决技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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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个人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当前数字化社会的大背景下，个案工作尤为关键，尤

其是对于那些面临数字鸿沟的老年人群体，社会工作者通过个案工作能够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帮助他们

适应并融入数字化环境。 
一是申请和接案阶段。社会工作者初步了解老年案主的问题和需求，与案主达成服务协议，正式确

定工作关系。在此阶段，社会工作者要与案主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针对该类群体数字化能力较弱、社

会支持网提供支持能力不足的问题进行分析，了解老年案主的数字化需求。 
二是资料的收集与预估。在资料收集的同时，社会工作者实际上也在对老年群体的需求分析，对老

年案主的家庭支持网、社区支持网、国家支持网、社会支持网评估。社会工作者收集处于数字鸿沟中的

老年群体资料，评估该群体面临的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的需求，并根据老年个体的评估和需求制定

个性化的社会支持方案，以满足其特定的需求和目标。 
三是确定服务的总目标。个案工作过程着重设定明确且可衡量的服务目标，具体聚焦于使老年服务

对象成功跨越数字鸿沟，习得必要的数字技能与知识。这一总目标需被分解为一系列可操作的子目标，

例如提升他们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认知水平、熟练程度，以及强化他们在社会网络中的数字化支持系统构

建。为了达成这些子目标，后续的服务设计应包括定制化的数字技能培训、辅导活动，以及构筑一个有

利于他们获取和利用数字资源的社会支持网络。 
四是服务计划的落实与执行。该部分是个案工作介入的关键步骤，社会工作者需密切关注服务执行

进度，确保目标的有效推进。在实施技术培训和辅导时，社会工作者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提供必要的

技术支持，如引导老年人识别可靠的在线资源、推荐适合他们的应用程序和网站，以增强他们的数字技

术应用能力。社会工作者个案工作的角色在促进数字支持上尤为重要，通过倡导家庭间的科技反哺机制

和代际知识传递，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在接纳新技术时的焦虑，激活家庭在跨越数字鸿沟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在助力数字反哺中可以发挥作用，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17]。同时

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积极寻求社会多方主体参与老年数字鸿沟，并将在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需

改进的问题反馈给政府，让政策的制定能更精准满足老年人的数字需求。通过家庭合作和政策倡导，优

化老年人的数字支持环境。 
五是结案和评估。当社会工作者通过对老年群体的服务介入，达到原先工作目标时，个案便可以结

束。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回顾服务过程，共同处理离别的情绪。个案工作需要一段较长的介入时期，提供

连续性的支持和跟踪，以确保老年个体在实现数字化能力提升目标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的过程中得到持续

的支持。 
通过个案工作提供的个体化支持和服务，社会工作者能够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鸿沟问题，提高他们

在数字化社会中的参与度和福祉。这些策略可以增强老年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并搭建新的社会支持

网，从而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4.2. 小组工作同辈介入 

社会工作实践中，小组工作可以协助组员将自身经验和小组共同经验联合起来，整合实践经验，促

进小组成员的成长。小组工作通过组织共同讨论、分享经验和支持彼此，以解决个人或集体面临的问题

和困难，提高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能力，为社区内的老年群体搭建社区支持网和同辈群体支持网。 
一是小组准备阶段。社会工作者招募存在数字鸿沟问题的老年成员，并对该群体遴选和评估，以确

定最后的小组成员；确定小组的目标和原则，并制定工作服务计划；确定小组规模与时间、活动场地的

选择和小组共同的或相似的服务需求。 
二是小组开始阶段。社会工作者协助老年组员消除陌生感，强化组员对小组的期望，并提高老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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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们对小组目标的认识，共同讨论保密原则，建立小组契约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在小组工作中扮演着中

介和促进者的角色，为小组成员们提供组织、引导和支持帮助小组成员实现群体提升数字化技能和水平

的目标以及满足每个个体的数字化需求。 
三是小组转折阶段。社会工作者要使老年群体组员保持对整体目标的意识，适当控制小组，协调和

处理小组中可能发生的冲突，提升老年组员们对小组的认同感。 
四是小组成熟阶段。社会工作者要促使小组成员将认知转化为行动，小组内互相分享数字化技能经

验和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方法，小组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帮助和鼓励，共同克服困难和实现目标，共同组

成非正式支持网的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可以演示如何正确使用智能手机、电脑和平板电脑等设备，教授

老年人基础的技术操作和应用知识。同时，成员之间也可以互相教授和分享技术操作技巧，共同提高数

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小组工作中的成员互动和支持可以激发群体动力，鼓励每位老年成员的参与和积极

投入，增强他们的在小组中的自信心和团队合作能力。社会工作者帮助建立和维护小组的氛围，鼓励成

员之间建立联系和友谊，组成非正式支持网中的朋辈支持网。支持网络可以提供情感支持、信息交流和

合作资源，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鸿沟问题。 
五是小组结束阶段。社会工作者要处理好组员间的离别情绪和感受，帮助组员保持小组经验。社会

工作者为老年群体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回答问题的渠道，确保老年人持续获得支持和指导。通过小组

工作，老年人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并构建朋辈支持网，共同面对数字鸿沟问题。 

4.3. 社区工作联合介入 

社区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单位和社会支持资源的主要集聚地，需要在多方合作跨越老年群体数

字鸿沟中担负起更多的责任[18]。社区工作采用的结构导向，不仅要求老年个体改变来改善其所处环境，

政府、社区均有责任协助处理和解决问题。在针对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问题上，社区工作关注发动成员

有组织地集体参与，鼓励依靠集体的力量达成目标。 
一是社区工作促进多方主体参与。社区工作促进不同组织、机构和居民在老年数字鸿沟问题上进行

合作和参与，共同编织老年群体的社区支持网和社会支持网，以解决社区中的老年数字鸿沟问题，推动

社区这一主体关注并改进数字鸿沟给老年人带来的社区支持网、社会支持网缺乏与数字化能力不足等问

题。在为老年人建设合作网络方面，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组织、志愿者和数字技术专家建立合作关系和网

络，为老年人提供广泛的数字技术支持和资源。争取这些合作伙伴来为老年人提供设备捐赠、技术培训、

技术支持和数字技术热线等服务，扩大老年人获取数字技术支持的渠道。在社区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

者要发挥其他居民潜能，发掘并培养社区的领导人才，共同介入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在社区内，

社会工作者还能鼓励老年人之间分享数字技术的经验和应用。例如，组织数字摄影展览、数字化手工活

动、线上社交聚会等活动，为老年人提供相互学习和支持的机会，增强他们对数字技术的自信心和应用

能力。 
二是社区工作链接多方资源整合。社会工作者通过与社区居民和组织合作，提供广泛的支持和资源，

创造一个支持老年人克服数字鸿沟的环境。社区工作协调和整合社区内外的资源，为社区内的老年群体

提供多元化的支持和服务，加强老年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将老年人拉进社区生活中来，减少因数字技能

缺乏而给老年人带来的社会孤立和社交隔离。社区工作为老年群体提供数字技术的培训和资源，以满足

老年人的需求。社会工作者可以在社区内组织数字技术课程、讲座、工作坊或远程培训等活动形式，邀

请技术专家或志愿者为老年群体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通过社区内培训，可以教授老年人数字技术的基

础知识和操作技能。随着我国终身教育的不断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在教学模式和教学场地上有着自身的

优势[19]。社会工作者可联合社区居委会通过在社区内设立数字学习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学习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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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场所。并在数字学习中心配备数字设备和互联网连接，并由专业人员或志愿者提供技术支持

和培训。老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和需求在这里学习和实践数字技术。 

5. 总结与讨论 

老年人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字化能力的提升将促进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推动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同时，通过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可以激发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参与能力，为社会增添更多

积极的力量。解决老年数字鸿沟对于老年人个体、社会和整个社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助于实现老年

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融合的数字化社会。 
数字鸿沟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影响日益深远，老年人群如何克服数字鸿沟以提升个人福祉成为亟需解

决的课题。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老年数字鸿沟的定义、社会支持网络的评估以及需求分

析，发现老年人在数字鸿沟环境下面临着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多重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社会工

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以及社区工作的介入方式，旨在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并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以减

轻他们在数字鸿沟冲击下所受到的影响。社会工作实践中，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作为三大方

法各具特色。社会工作者需根据不同情境选择适宜的方法，以有效提供服务，满足老年人群的多样化需

求。个案工作侧重于针对特殊老年个体的个性需求，通过一对一的关系提供个性化支持与服务。小组工

作则以老年群体为中心，通过小组互动与互助促进老年人数字技能的提升，为其提供相互学习与社会支

持的平台。而社区工作关注整个社区中老年人面临的普遍数字鸿沟问题，通过解决老年人的数字挑战促

进社区的发展与福祉，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参与度。这三种方法相互补充，根据不同情境发挥

着各自独特的作用，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多样化与综合性的策略与方法。这些工作将有助于老年人跨

越数字鸿沟，提高他们的数字技能和知识水平，同时为政府解决老年数字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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