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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为逐渐退出社会的老年群体提供了表达自己和再入社会的可能性。老年人直播逐渐

成为抖音平台中的独特景观，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媒介现象的背后意义，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出发，基

于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对于抖音平台中老年人“唠嗑式”直播影像实践进行研究，探究其形式特

点、生成机制与价值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唠嗑式”直播影像实践特征呈现出一种由浅到深的情感

互动，而这种情感互动的背后映射出的是技术与老年人自我情感需求的双重动因。通过短视频平台的直

播影像实践，老年人增加了与代际间的情感互动，也完成了个人的再社会化过程。但直播中存在的过度

情感消费与网络暴力的问题需多方努力，才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完善的再社会化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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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hort videos has provided a possibility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ho 
are gradually withdrawing from socie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re-enter society. The live 
broadcast of the elderl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unique landscape on the Tiktok platform.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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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edia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based 
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practice of “chatty” live streaming video 
of the elderly on the Tiktok platform is studied to explore its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value 
construc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chatty” 
live streaming videos exhibit a shallow to deep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this emotional interac-
tion reflects the dual moti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mselves. 
Through live streaming video practice on short video platforms, the elderly have increased their 
emotional interaction with generations and completed their personal process of resocialization. 
However, the issue of excessive emotional consumption and online violence in live broadcasts re-
quires multiple effor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re-socialized online space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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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起源 

1996 年，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全球老龄化浪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理念，该理念强调老年群体

要增加社会参与，即“老年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和喜好，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活动；利用自

己积累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继续为家庭、社区和社会做出贡献”[1]。数字化浪潮下，媒介技术正在革新

人们的生活模式，从居家生活到日常出行，媒介逐渐成为了现代人生产的重要手段。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中国 10.92 亿网民

中，6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达到 15.6%。而根据 QuestMobile 发布的《2023 银发经济洞察报告》显示，

截至 2023 年 9 月，银发人群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3.25 亿，银发人群人均使用时长、APP 等均呈现出持续

增长的态势。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大批的“银发网红”，他们积极展现自我，获得了不少青年

群体的喜爱。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在短视频平台上做起了直播。他们在直播间内展现才艺、

唱歌跳舞、唠嗑聊天，有的老人作为退休教师甚至在直播间上课教学。老年人在数字媒体时代积极主动

的拥抱新技术，运用智能手机来进行直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直播影像。 
研究从老人直播这一影像实践出发，在抖音平台上采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探究其直播影像实践的

形式特点、生成机制与价值建构，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分析老年人进行“情感互动”和实

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进而指出这一现象背后再社会化和实行积极老龄化的可能性。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参与式观察法 

首先笔者下载了最新版抖音 APP 并使用其各功能，旨在对于抖音直播的机制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

其次笔者参与到老人直播的粉丝群内，对于粉丝群的互动聊天机制有一定的了解，观察粉丝群的互动形

式；进入到抖音 APP 内的直播间，参与直播间内的娱乐活动，观察直播的玩法以及老人与直播间粉丝的

参与互动状态；关注经常开直播的老人，观看直播的具体内容以及该界面下粉丝互动的情况等等。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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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发展关系，观察几位老人他们与粉丝的联系，对于各种有价值的发现进行记录。 

2.2. 深度访谈法 

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的线上微信电话访谈的方式，访谈时间均在半个小时以上。在抽样方面，笔者采

取目的性抽样中的偏差型抽样的方法，选取采访观察对象年龄在 60 岁以上，并且在抖音平台直播时长超

过一个月的老年人，通过发展关系在抖音平台社交平台选取了 7 位访谈对象(见表 1)。 
 
Table 1. Interviewee information 
表 1. 访谈对象信息 

序号 性别 年龄 粉丝数量 职业 直播时间 今后是否继续

直播 
A 男 63 2.4 万 农民 3 个多月 是 

B 女 60 2.9 万 农民 1 个多月 是 

C 女 62 3244 农民 3 个多月 是 

D 女 68 9112 退休教师 7 个多月 是 

E 男 60 4346 农民 4 个多月 是 

F 男 60 1123 退休教师 6 个多月 是 

G 男 63 3446 退休老兵 5 个多月 是 

3. “亲密”互动：老人“唠嗑式”直播的特征 

3.1. 在线聊天，加强互动 

在直播间内，有一大部分的老人主播会主动邀请进入直播间的观众“连麦上座”进行交流。但在连

麦交流的过程中，老年人与连麦者并不会主动地去暴露自己的现实生活。连麦交流更像是一种“线上连

接”，是表层次的交流，仅仅停留在对于主播每天直播的内容和其他方面的交谈。但这也实现了老年主

播与观看者的第一步互动，不断地通过线上的开麦互动，老年主播与观看者的关系也日渐亲密起来。直

播间内上来连麦交流的观看者越多，老年主播直播的时间也会越长。如果当天直播间没有人上线交流，

老年主播则会选择比往常早时间关掉直播。除了线上的连麦交流之外，部分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也会在

评论区中跟观看者们进行互动。与连麦聊天相似，老年人的互动行为更像是对观看者们的回应，与评论

中的观看者进行简单的互动聊天，不会进行主动的暴露。 

3.2. 善用话语，制造亲密 

在老年的直播间内，亲密关系是更为广泛的概念，是类似于朋友、亲人的类亲密关系，不但局限于

狭义亲密关系的概念。当有观看者或者是粉丝进入直播间观看时，老年人多会对来到直播间的网友进行

欢迎，并在话术言语方面不断强调自己与观看者存在着一种“类亲密关系”，通常表述为“大家在网络

上都是朋友”、“燕子(账号名)，我的朋友来了”、“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奶奶谢谢你啊，奶奶

好开心的，你能来看我”。老年人主播选择以朋友、家人这类亲密的口吻来与观看者进行互动，试图制

造一种拟态的亲密关系，从而拉进观看者与他们自己的心理距离，予以老年主播自己心理暗示的同时也

提升了观看者与主播之间的归属感，更为容易接受。基于这种拟态亲密关系，老年人常常与观看者和粉

丝们建立感情，互相在对方直播间停留，为其点赞、评论，老年主播将这种行为列为是对拟态亲密关系

的维护。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4222


李沛珊 
 

 

DOI: 10.12677/ar.2024.114222 1558 老龄化研究 
 

3.3. 披露自我，表达情感 

在上述两个行为特征中可以被看做是老年主播的浅层情感互动与情感表达，只涉及到与观看者简单

的互动聊天，在直播上主动与观看者和粉丝讲述自己实际生活的情况可以被视为是深层次的情感互动。

在抖音平台上，有一小部分的老年人会选择在直播间中讲述自己的私人故事，主动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呈

现给大家。 
“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有的时候就是想找人说说话，我就开直播，开直播嘛，可以直接交流讲话，

我觉得这个平台还是蛮好的。”(受访者 C) 
老年人作为先入社会者，有着不少的经验道理。部分老年人讲述经验道理再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

获得了不少青年人的认可和喜爱。还有的老年主播讲述家长里短的故事，在直播间内收获了中年人的喜

爱。在直播间的“前台”，老年主播主动的披露自我，与直播间内的观看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情感互动，

表达了老年人自我的情感需求，即渴望被听到自己的故事或者是烦恼。同时，这种情感互动的现实表象

为观看者对于主播的认可和感同身受。相较于大部分老人主播做的简单互动聊天的直播间来说，通常这

类老人讲述自己的现实生活故事也会得到更多网友的观看。抖音账号@农村姥姥虽然截止到(5.28)只开播

了 12 天，但每场直播都能保证有一百多位人的观看，现已经获得了 2.7 万的粉丝的喜爱。 

4. 老人“唠嗑式”直播影像实践的动因：技术与情感的双向支持 

4.1. 外在动因：媒介可供性与数字反哺提供的可能性 

学者潘忠党最早提出媒介可供性的概念，是指媒介为使用主体提供各项资源和功能，为其行动提供

可能性，可分为“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借用学者喻国明对于媒介可供性理论

的延伸讨论，生产可供性强调媒介调动资源的灵活性与用户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社交可供性”

强调媒介调动情感表达和反映社会关系建构的能力；“移动可供性”强调媒介场景转向与智能技术的应

用[2]。在生产可供性方面，老年主播在抖音平台直播间实现了技术的接入，老年人自主充分灵活地调动

资源，进一步进行自我形象的建构。在社交可供性方面，老年人进行直播实现了老年人的情感表达需求，

老年博主在直播间内的实现互动，通过评论、送礼，回答问题等机制中，主播与粉丝形成一种类人际互

动，将自己的情感表达给粉丝。在移动可供性上，移动智能手机使得老人在直播的时候也能够深入融入

各类生活场景，在可携带可兼容方面为老年人直播打造更好的可能。媒介技术的可供性与赋权，让老年

人有了技术条件让他们在抖音平台上展现自我，进入大众的眼帘。 
青年一辈见证了新媒体的出现、发展与繁荣，比老年人更加了解、擅长和使用新的媒介技术。但“数

字鸿沟”使得两代人的角色身份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转变，老年人作为“数字难民”相较于“数字原住

民”的青年们在接入沟和使用沟上存在的落差。人类不同时代阶段的文化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前喻、

并喻和后喻文化[3]。前喻文化是指老年人，也可以理解为长辈将知识传递给晚辈；并喻文化是指长辈和

后辈各自向同辈的学习；后喻文化则是指晚辈反过来指导教学长辈们新的知识。随着社会与数字技术的

发展与普及应用，学者周裕琼提出数字反哺的概念，即“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在新媒体技能、知识以及

与之相关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的反哺”[4]。虽然媒介可供性使得老年人相较于大众媒介时代能够更为容

易地进行自我展示，但这也需要后辈们进行“数字反哺”这一行为才能实践。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老

年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都是后辈们购买的，抖音软件一般都是后辈帮忙在应用软件商城下载的，同时还

会向长辈们讲解使用方法。后辈们考虑到自己无法经常陪伴在老人身边会选择主动进行“数字反哺”，

教会老年人如何玩手机、玩抖音，一方面是希望老年人能够学会用智能手机与他们聊天，另一方面也是

希望能够老年人能够通过智能手机来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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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智能手机，是我孩子买给我的，你们年轻人嘛，懂得东西比我们多，我一有啥不会的，我就

问我孩子，他们也乐意告诉我。”(受访者 A) 
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让老年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了自我展现，老年主播懂得了解抖音直播间的玩法，

使得他们实现了开展“唠嗑式”直播的可能。 

4.2. 内在动因：情感需求和价值需求的心理表达 

老年人虽然经常被认为是退出社会者，不需要拥有社会生活。但也有学者指出在老年学的社会活动

理论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助于老年人保持向上增长的活力与生命力，让老年人获得自我的新生，重

新认识自己[5]。老年人依然渴望着社交，特别是对于那些现实生活中就爱交友的老年人来说，开直播唠

唠家常聊聊天是必要的。 
“我本身就喜欢和别人聊天，跟别人交朋友，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老了也这样。在抖音上直播，能

够认识很多的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很开心。”(受访者 F) 
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和情感表达问题常常被社会和家庭所忽略的。在访谈中发现，儿女对于老人直播

这件事其实是持有不同态度，有的支持父母直播，有的则完全相反，认为父母搞直播会被不法分子所欺

骗。因此，老人们自己做直播这件事选择对儿女保密。老年人内心情感表达很多时候无法与儿女诉说，

开直播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一处宣泄口，他们将自我生活的小事大事在直播间分享，与观看者的交流可以

弥补日常社交生活的缺失，满足自我的情感需求和社交需求。个人的情感需求，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

是在与社会的互动和与他人的交往中逐渐构建与满足，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的表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直

播间内的点赞、评论、分享以及连麦聊天等互动方式使得老年人获得了反馈，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除

此之外，老年人也希望通过直播间让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生活状态，使用新型的媒介技术，试图跟上

年轻人的步伐，与晚辈们有更多的话题，增加与晚辈们的情感联络。通过开直播，让老年人有了更多的

社交机会，也让自己获得了个体意义的情感满足。 
传统的老年学理论认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社会生活能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等

会下降且常怀死亡预期。老年人脱离社会的过程可源于个人或社会，但无论其起始，均为相互作用，对

双方均有积极效应。社会服务不宜追求恢复老年活力，而应鼓励其适度退出社会，减少参与[6]。老年群

体经过了从儿童到成人的漫长转变，在物质层面已经获得了满足。对于老年人而言，物质的丰富已不再

是唯一的追求目标，现阶段更渴望得到精神层面个人价值的实现。 
直播间不仅仅是一个娱乐交流的平台，更是一个“创造自身”和“寻找自我”的过程，老年人能够

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体验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成就感，赢得同辈和后辈的尊重与喜爱，实

现了再社会化的自我价值。 
“也是想传递正能量嘛，我们在抖音搞直播，之前发的作品都是传播正能量的，在直播间也随便讲

讲正能量的故事。”(受访者 B) 
“我其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吧，我很遗憾，没有实现大学之梦，非常的后悔。我觉得我上直播，

能够与非常多的天南地北的人交流认识，我非常开心，我觉得人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就很开心，感觉实

现了自己的梦想。”(受访者 D) 

5. 再社会化：老年人直播实践的传播效益 

5.1. 连接代际：实现双向情感共鸣 

在老年人直播的观看群体中，部分是 90 后等青年群体。老人开始做直播，在无形中连接了幼辈和长

辈的沟通桥梁，成为了代际良好沟通的典范。在我国的传统的代际关系文化之中，老年长辈们历来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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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他们的话语权和形象塑造在家族乃至社会中都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长期固化的身份标签与特

征使得后辈长期笼罩在前喻文化的单向影响下，缺乏与长辈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双方理念上难以磨合，

长辈们往往被贴上“刻板陈旧”的标签，而后辈则常被指责为“年少无知”[7]。而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

老年人进一步融入现社会会向后辈寻求帮助，在后辈的教导下学习新技术和新词汇等新事物的使用。在

这样的后喻文化下，祖辈与后辈的代际差距进一步被缩小，拉进了代际关系。老年人群的媒介“能见度”

(Visibility)是衡量老人能否被看见、被注意并积累一定注意力规模的重要表征[8]。媒介技术的赋权下，老

年人主动加入网络社会进行网络直播，不同与完全依靠大众媒介的曝光，老年人在使用抖音直播的过程

中提高了自身的媒介可见度。年轻人也通过平台来观看和了解长辈的状态与表现，在互动娱乐的形式下，

通过直播间的评论互动加强与长辈的交流沟通，代际关系逐渐从单向输入转为双向有效的沟通。 

5.2. 再入社会：重构老年人媒介形象 

“年老体弱者”“受爱护者”“受难者”和“负面行为者”等标签是过去网络新闻中对于老人报道

常常赋予消极形象的符号[9]。作为逐渐退出社会的人员，老年人的媒介形象一直被大众媒体所建构，社

会大众对于老年人存在歧视与刻板印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老年人的“正名”变得十分重要。互联网的

出现让老年人能够拥有广阔充分的平台来进行自我的展示，他们不再被建构而是主动出击，在网络空间

内进行积极地自我展演，通过直播展现出老年群体的活力与魅力。不仅构建了老年群体新型的媒介形象，

更让社会大众看到了他们的真实面貌和内心世界，老年群体不再被作为是被边缘化、消极无助的社会边

缘群体，而是重新塑造为积极向上、热爱学习和交往的正面群体。老年人通过积极直播，被营造成了拥

抱社会、热爱生活、热爱交友的媒介形象，也收获了一大批代际粉丝。在线上互动中，也让青年群体进

一步消解了长期以往对于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原本消极负面的媒介形象得到调和。 

5.3. 网络暴力：污染老人直播生态 

互联网时代下带来的技术赋权与网络的“匿名性”成为了滋生网络暴力的温床，老年人在进行直播

的时候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网络暴力以及“键盘侠”的攻击。作为互联网的“网络新移民”，老年人

普遍存在着新媒介素养缺失的劣势。尽管个体之间存在差异，部分老年人已熟悉掌握了新媒介的用法，

但本质上均反映了老年人对新媒介认知与使用方面的表层化和片面化，包含了对于媒介的基础能力掌握

不足、互动能力素养缺失以及社会敢于效能低下[10]。当在直播间内遇到攻击言论时，不少老年人因缺乏

媒介素养而无法处理应对不得已被迫下播。为此，急需为老年群体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一方

面，政府平台应积极加强联合管制，与其他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网络暴力与“键盘侠”等不良

现象，坚决打击网络暴力和恶意言论，净化网络生态，为老年人营造清洁向上的网络活动空间。另一方

面，社会和家庭应该帮助老年人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普及网络知识，提高自我防范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同时需要强化老年人的法律素养与维权意识，帮助老年人深入理解网络法律法规以及掌握维护自身权益

的方法和途径。 

6. 结语 

技术赋权下，老年人相较以前能够更为容易地表达自我和展现自我于社会平台；再加之年轻一辈的

数字反哺机制，老年群体在后喻文化下再入社会践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从聊天互动、制造亲密再到披

露自我，老年人在直播间内与观看者进行了由浅到深的情感互动。而这种情感互动的背后折射出的也是

老年群体在老年过程中的情感需求与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需求，老年人在直播过程中收获了自我价值也

收获了陪伴的情感。这种直播形式不仅能够帮助连接代际间的情感，积极表达个体的思想和情感，也能

展现数字时代老年人的新精神面貌，重新塑造老年人的媒介形象，引发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广泛关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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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人直播的背后仍需关注到过度消费和网络暴力的问题，这需要整个家庭、平台与社会的努力，更

加健康向上地实施积极老龄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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