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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新媒体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这一

进程同时给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群体带来了挑战。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

方法，研究了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对新媒体的接触和使用情况，探讨了新媒体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和

价值。研究发现，虽然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在接受新媒体的过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新媒体对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加强家庭联系与社会参与有积极作用。为帮助农村留守老人融入数字时代，政府、

社会和家庭需要共同努力，尤其是家庭反哺作用要凸显出来，呼吁年轻一辈不仅要帮长辈改善新媒体物

理接入条件，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接受度和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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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new media, as a produ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is process also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elderly population, especially the special group of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uses 
survey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study the exposure and use of new media by left-be-
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rn Jiangsu and explores the role and value of new media in their 
liv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lthough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rn Jiangsu are in-
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when accepting new media, new media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strengthening family connection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o help left-behind el-
derly in rural areas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age,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families need to work 
together, especially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family refeeding. We call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not only 
to help their elders improve their physical access to new media,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psy-
chological acceptance and skil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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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浪潮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特别是新媒体

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社交互动和生活便利。然而，这种变革的红利并

不是均匀分布的，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部分群体，尤其是农村留守老人，面

临着接入和利用新媒体的巨大挑战。苏北地区，作为中国东部的一个农业重心，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大量

外流，留下了众多的老年人。这些老人往往独自生活，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关怀，他们的生活状态和

精神需求常常被忽视。在这种背景下，新媒体的介入可能成为连接这些老人与外界社会的重要桥梁。研

究新媒体在这一特殊群体中的应用现状、影响以及面临的挑战，对于评估和优化信息化进程中的包容性

和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来调查苏北地区 324 位留守老人(现居住在村庄的老

人)，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调查：首先了解受访者新媒体使用的情况(使用时长、设备接入条件)；其次获

取受访者在使用新媒体设备时的困境，并通过追问，发掘受访者新媒体使用影响因素；接着了解受访者

是基于什么目的使用，并探讨出如何帮助缩小老人的数字鸿沟；最后，讨论新媒体接触对苏北地区留守

老年群体的意义并展望。 

2. 文献综述 

我国最早将老年人与传播进行结合的是蔡琰和臧国仁夫妇，他们二人在我国台湾地区设立了“老人

传播研究群”[1]，这是该议题首次进入到了中国学者们的视野。在早期，二位学者与西方学者一样侧重

于研究人的生命历程，将更多关注点放在老年人自身上，随后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老年人的媒介素养及使

用，开始关注媒介与老年人的“互动”等相关问题。而农村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新媒体研究于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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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逐渐增多，黑龙江大学的潘小飞研究在社会工作视域下农村留守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社会支持，

得出来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农村留守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农村留守老人的新媒体使用面对了众多的阻碍因素，笔者认为数字鸿沟是困境的根源。要想解决新

媒体使用的困境，就要从解决数字鸿沟入手。找到造成留守老年群体远离网络的原因，从而解决问题。

周裕琼从微观家庭层面关注年龄和成长环境对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在新技术、新媒体学习和适应能力上

的差异，考察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亲代”与“子代”的差距，将银色数字鸿

沟称为数字代沟，认为其本质上是传统代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2]。 
我国当前对于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对策的研究较多，不同学者从多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学者邓蔚、汪明香认为，政府应制定老龄化传播政策，重视老年人教育，提倡新理念；新媒体应开发更

多针对老年人的平台和网络服务形式，完善媒体表现形式；老年人身边的初级群体也应发挥作用[3]。何

铨、张湘笛认为，弥合老年数字鸿沟要完善线上支持，即媒体产品内容表现方式，还要完善线下社会支

持，并给出了政府、文化反哺、老人虚拟社区三个方向[4]。黄晨熹提出，跨越数字鸿沟要推进乐龄科技，

实现以人为本的数字包容。并从技术创新、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保障网络信息安全、转变观念、智慧养

老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5]。赵娜、邝木子从数字反哺的角度研究了老年人数字融入问题，认为初级群体，

即具有亲近关系的人的支持，特别是家人的支持，能帮助老年人克服心理障碍和物质障碍，可以缩小老

年人数字融入的接入沟和使用沟，从而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6]。刘述认为，应政府主导全面推进老

年人数字融入、增权赋能促进老年人享受数字红利、多措并举持续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代际反哺促进

数字化社会长幼共融，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数字红利[7]。 

3.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新媒体使用现状 

通过探究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在新媒体应用中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数字鸿沟的现

实存在以及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对于新媒体技术的顾虑和期望。 

3.1.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新媒体认知特点 

笔者剖析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新媒体认知特点将有助于系统理解其面临的挑战并采取有效措施。 

3.1.1. 认知范围狭隘 
新媒体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淹没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逐步渗透到了苏北农村地区。

但在这场数字化浪潮中，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却被遗忘在了时代的后面。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对新媒体的接触相对有限，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所在的生活环境普遍缺乏必要

的技术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农村在网络覆盖质量以及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基础

设施的不足，直接限制了他们对新媒体内容的接触和使用。 

这个宽带还会动不动就掉，每次联网的时候就很麻烦，看个视频断断续续的，影响观感。(H 女士，67 岁，小学

学历) 

认知局限性导致实际使用中对设备信任不足，进而导致设备功能开发有限，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

对新媒体的窥探仅仅集中于一角[8]。他们在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时经常感到困惑和无助，这种操作上的

障碍使得他们对新媒体的使用充满了畏惧和焦虑。 

3.1.2. 信任度低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对新媒体的认识有局限性并且信任水平偏低。这一社会现象蕴含复杂性，其

深层次原因触及教育背景与心理状况等多个维度。调查研究显示，在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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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视等传统媒介所携带的信息被认为是更可信的。 

我对这个网络上的东西不是很信任，我每次都感觉去网上买东西不靠谱，我怕买到假货，网上的东西好多都是

掺假货的。自己去店里面买，他们不敢给假货。(S 女士，68 岁，小学学历) 

3.1.3. 肯定积极作用且认可便利度 
越来越多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由原先排斥新媒体转变为肯定和接受新媒体，认识到新媒体在他

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带来的便利性。 
新媒体平台不仅可以为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提供信息渠道，而且可以打破地理和时间的限制使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能够随时随地与家人保持联系，感受家的温暖与亲情的连接。 
新媒体还极大地丰富了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可以浏览各种类型的新闻去增加他

们的见闻，观看各种类型的视频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乐趣和活力。 

我很喜欢刷抖音，一刷就是半天。我通常爱看一些搞笑视频以及养生节目，我感觉既能消遣时间又能学到知识。

(M 男士，69 岁，小学学历) 

移动支付和电商平台的普及使得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服务上越来越便利，他们开始尝

试在线购物和支付水电费等服务，这些便捷的服务也极大地方便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3.2.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新媒体使用特点 

苏北地区留守老人新媒体使用特点也映射出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对新媒体的态度和需求。 

3.2.1. 使用时间长且集中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使用新媒体的时间相对较长并且使用时间比较集中。由于他们拥有更多的自

由时间，所以拥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花在新媒体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新媒体上的活动范围广泛。

相反，他们往往倾向于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使用某些熟悉和偏好的应用或平台。例如，晚饭后成为

他们看电视与新闻的高峰时段。 

我几乎每天都看电视，我喜欢看天气预报，以前下田的时候要关注雨天，好撒肥料。所以我养成了每天蹲在电

视机前面等着新闻联播播放完后观看天气预报。而且那个时间段好像也只有新闻可以看，看完后我也会去看看电视

剧。(B 先生，73 岁，小学学历) 

3.2.2. 网络参与度低 
尽管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可能会花费较长时间在新媒体平台上，但他们的网络参与度相对较低。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倾向于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而不是内容的创造者或积极参与者；二是

即使他们进行评论或分享，也多在熟悉的小圈子内，如家庭群或老年人社交群，而不是在公共平台上广

泛互动。这种参与度的低下可能源于多种因素，包括技术使用上的自信不足、对网络环境的不熟悉以及

担心隐私安全问题。 

我不会发布视频，但是点赞评论收藏我都会。自己发布视频要剪辑，我剪辑视频技术不行，怕出丑。(Z 先生，

66 岁，小学学历) 

3.2.3. 使用目的偏向于娱乐化 
对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而言，新媒体使用的目的更多偏向于娱乐化。随着他们对新媒体的逐渐熟

悉，许多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开始利用这些平台来寻找和享受娱乐内容，这包括观看短视频和电视

剧等。相比年轻用户将新媒体作为获取信息和社交的工具，他们更多看重新媒体带来的轻松愉悦和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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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功能。但是他们也喜欢在自己熟悉的社交圈子进行一定规模的社交，如亲戚家人等。 

我玩手机主要是看看电视，刷刷短视频，打发一下空闲时间。我经常会用手机去联系家人和远在外地的亲朋好

友们，不怎么认识陌生人。(W 女士，68 岁，高中学历) 

4. 新媒体接触对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生活的意义 

通过有效地接触新媒体，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年群体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同时也为实现社

会更广泛的公平贡献力量。 

4.1. 帮助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适应社会 

新媒体技术为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机会，并且拓展了他们的信息渠道，

从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4.1.1. 拓展信息渠道，方便日常生活 
过去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有限，主要是依赖于传统的广播和电视等媒体，

但是这些渠道所能提供的信息量和时效性与互联网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现在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平

台实时获取到丰富的新闻资讯，这些信息的获取也使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更加便捷。 

手机能网上购物，还能看新闻看热点。我上个星期，去医院挂号，也是可以手机上挂号，很方便，不然去现场挂

号，一整个上午都得浪费在排队这件事情上。(K 先生，67 岁，大学学历) 

新媒体还为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提供了与外界沟通的新途径，使得他们可以在地理位置遥远的

情况下也能够与家人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即时性和便捷性的沟通方式对独自居住或因身体条件而难

以外出的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而言，可以极大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自主性。 

4.1.2. 增添娱乐，提高社会满意度 
虽然据调查显示，传统的娱乐方式如电视和广播仍然受到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欢迎。但是新媒

体平台却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内容选择和娱乐资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例如，他们可

以根据个人喜好在线观看各类短视频。这种个性化的娱乐体验，既可以满足了他们多样化的需求，也可

以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我妻子和我一样也很喜欢玩手机，她上次还用手机搓麻将娱乐呢！手机是连接的桥梁，不管相隔多远的人都能

用它进行沟通，现代人没有手机真的寸步难行。(P 先生，66 岁，小学学历) 

4.2. 提高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家庭幸福指数 

新媒体在提高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家庭幸福指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不仅使家庭成员能够在

物理距离较远的情况下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促进了家庭成员间的理解和

支持。 

4.2.1. 增加沟通交流，加强情感联系 
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特别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新媒体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沟

通桥梁，有助于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指数。 
对于与子女分居两地的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来说，便捷即时的沟通不仅可以减小物理距离带来

的隔阂，也可以让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比如视频通话这种形式的沟通不仅可以

弥补传统电话和文字信息无法传达的非语言信息，如表情和肢体语言，更可以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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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我会求助让我小孩来教我，家里面年轻一辈的小孩他们这些都懂，我就问他们就足够了，他们要是不会，也会

去学会了再来教我的。通过这样一来二去的，还能加深我们的感情呢，平时他们工作忙，也没什么时间能陪陪我们。

(Y 先生，65 岁，小学学历) 

4.2.2. 实现多互动，改善代际关系 
在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比一般老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化和边缘化，所以家庭成员间的多互动对苏

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尤为重要。家庭成员间的积极互动不仅能够减轻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感，

还能够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希望可以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多和家庭成员互动。让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和和睦睦。人年纪大了就什么

都不在乎了，就图一家人都好好的。(Z 女士，77 岁，初中学历) 

新媒体为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提供了增进代际之间的理解和亲密度的机会，这些机会不仅能够

增加家庭成员间的乐趣，还能够促进不同代际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可以有效缓解代际间的隔阂，增强代

际互动。 

4.3. 促进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实现公平正义 

新媒体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 

4.3.1. 帮助融入社会，增强与年轻人同平台对话能力 
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给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提供了一个与年轻人沟通交流的新平台，从而帮

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加包容的数字时代，让苏北地区的

农村留守老年群体可以充分享受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乐趣，在媒介中守望美好未来。 

4.3.2. 实现数字红利，提升社会文明 
在农村偏远地区应用新媒体可以提升社会文明，在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里普及新媒体可以推

动社会前进一小步，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给农村留守老年群体普及新媒体可以推动社会前进一大步。我们

要确保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受到数字时代的红利，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新媒体通过实现数字红利惠及全民，大幅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因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比年轻群体

融入新媒体时代的步伐更慢，所以重视他们数字素养的提高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确保农村留守老人能

够接入互联网，还要让他们有效地利用数字资源。 

5.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新媒体使用困境 

笔者从经济以及文化等四个维度来分析探讨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使用新媒体的困境，每个维度都

对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和意愿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5.1. 收入高低影响设备接入 

数字不平等可以表现在很多层面，也能通过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是不同上网设备的使用程度

以及参与不同的网络活动等[9]。对于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年群体而言，经济是影响他们使用新媒体的

关键因素之一。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他们能否负担得起新媒体设备和服务，较高的收入水平会使得苏北

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更容易获得新媒体设备与服务，收入较低的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可能会难以承担新

媒体初期投资和后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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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面只有一个小灵通，还有一个打电话的座机。家里面也不是很富有，我也不想买那些新款手机和电脑，

主要给小孩买。而且买新手机和电脑，还需要额外的宽带费用，何况我也不喜欢玩，那些东西太难懂了，我不知道

怎么操作，年纪大了，对这些新奇玩意玩不来。(L 先生，76 岁，小学学历) 

经济限制不仅仅体现在初次购买设备上，还包括持续的服务费用和潜在的维护成本。对于许多苏北

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而言，定期支付宽带互联网服务或者新媒体平台的订阅费用，可能构成长期的经济

负担。此外，新媒体设备的操作和维护可能需要专业知识或额外的学习，而相关的培训和技术支持也可

能涉及额外费用，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因素对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使用新媒体的限制性影响。 

5.2. 与文化理解能力息息相关 

文化学历与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使用新媒体的情况息息相关，不同的文化背景培养了不同的学习

习惯和技术态度，这影响了他们学习和使用新媒体的意愿。例如，大部分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文化

水平较低，他们往往可能更倾向于传统的社交方式，不太接受新媒体技术。 

我文化程度低，年纪大了，不理解怎么玩。子女也说过帮我买个智能机，他们要把之前他们不用的手机给我，

我也尝试过，但是手机实在是太难懂了，子女们都不在家没什么时间教我们，我们也怕出错，有时候不知道咋玩，

瞎点点错了就麻烦了。(X 女士，69 岁，初中学历)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成长背景和长期生活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与社会互动的模式。例

如，传统的文化背景可能强调直接的人际交流和线下的社交活动，而对于新媒体平台上的虚拟互动和信

息分享可能不太习惯。这种文化惯性在他们面对新媒体技术时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他们可能会感到

不适应或不理解如何通过这些新的渠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5.3. 身体健康影响使用的深入程度 

身体健康状况必定会影响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使用新媒体，包括视听触觉以及认知功能等方面的

变化，这些都直接影响他们使用新媒体的能力。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年龄较大，他们身体和认知

功能的自然衰退会阻碍其接触和利用新媒体技术，这种影响涵盖了从基础的物理操作到复杂的信息处理

等多个层面。 

当然愿意继续学习，除了我自己摸索外，我很希望能够开展一些活动，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新媒体技能。

但是我年纪越来越大，眼睛、手和记忆力都比较力不从心。我要是个小姑娘，我铁定一直与时俱进。(W 女士，68 岁，

初中学历) 

认知功能的衰退同样也是影响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使用新媒体的重要因素。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

年群体会经历记忆力减退以及处理速度变慢等变化，这些变化使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更难理解新媒体

设备的复杂界面和操作。 

5.4. 传统思维具有消极性，阻碍新媒体使用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传统思维是由他们长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所塑造，这种传统思维在很

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新媒体技术的态度和使用意愿。传统的思维模式会导致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对

新媒体持保守态度，从而限制他们学习新媒体技术。 
一方面，在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传统观念中，保护个人信息和维持隐私是极其重要的。新媒

体环境中频繁发生的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事件加剧了这种担忧，使得他们在使用新媒体技术时更加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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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他们可能因此而避免使用包含个人信息分享的新媒体应用，如在线购物、社交网络以及健康追踪

应用等。 

和钱有关的要当心点，钱在手机里总感觉不安全，所以我付钱习惯用现金，现在多数店铺现金还是收的。我也

不喜欢去网上买东西，一来可以看不到物品质量，二来买东西难退。(B 先生，73 岁，小学学历) 

另一方面，传统的思维模式往往强调真实世界的人际互动而非虚拟空间的交流。许多苏北地区农村

留守老人更倾向于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他们认为直接的人际交往是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的最佳方式。相

比之下，通过新媒体工具来进行交流则被视为较为冷漠和缺乏人情味的方式。这种对传统交往模式的偏

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接受新媒体，并且许多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对于新媒体技术仍持有一种固

有的疑虑，这种疑虑既来源于对新技术的不熟悉，又来源于对自我能力的低估。 

6. 数字反哺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的措施 

采取有效措施反哺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和人文关怀

的体现。为了让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社会，我们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帮助他们跨越数

字鸿沟，从而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 

6.1. 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保证设备接入 

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直接受制于网络基础设施的健全程度，这一点对于确保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

年群体可以顺畅融入数字生活尤为重要，构成了他们无缝对接数字生活的先决条件。强化网络设施建设

不仅能够增强该群体获取及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亦能激发他们对新兴技术的好奇心与学习意愿，进而

有效缩减数字鸿沟的宽度。 
网络服务的经济可承受性对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来说同样关键。政府与网络服务商需要探索出适

合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优惠方案来减轻他们网络使用的财务负担，保障每位老人都能以最小成本接

入互联网。 
网络的可靠稳定性和信息安全是支撑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有效利用数字科技的必备条件，因此网

络服务商需要不断优化网络结构来保证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网络连接的连续性并且强化安全防护体系

来守护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个人隐私，同时推广网络安全教育来提升他们对网络威胁的辨识与防御

技能。 

6.2. 改变自身思维和认知偏见 

苏北地区的许多农村留守老人对数字科技持有预设的负面态度，这些偏见往往源于对新媒体技术的

不了解以及对自我能力的低估。打破这些障碍需要从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及重塑老年人对数字生活的整体

认知等多方面入手。 
个人对于完成特定任务能力的信任程度称为自我效能感，它是驱动个体学习新技能的重要心理因

素[10]。分阶段教育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掌握数字工具的应用能显著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具体而

言，在初期阶段可以教导他们利用智能手机进行基本的通话和短信发送，随后再逐步引导他们至更复

杂的活动。 
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观念与认知偏差的转变不仅能推动他们主动采纳数字技术，还能够拓展其社

会生活维度。通过多元化手段营造一个兼收并蓄的数字生态，为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数字化旅程增

添动力，使其能够自如翱翔于数字生活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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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发挥家庭数字反哺作用 

“家庭数字反哺”是指在家里年轻一代利用自己在数字科技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反哺老一辈，帮助他

们学习和适应新的数字工具和服务。这种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教学上，更重要的是在于对老一

辈认知模式的更新和对数字生活方式的适应。 
我们需要在数字反哺过程中构建积极的交流机制，这要求年轻成员在向农村居住的祖父母辈传授数

字科技时，秉持耐心鼓舞的原则给他们营造支持性的学习环境。 
家庭数字反哺作用不仅可以帮助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正确认识数字科技，而且还加强家庭成员之

间的情感纽带。家庭成员需要共同努力为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人创造一个良好的新媒体氛围。 

6.4. 为苏北地区留守老年群体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 

除了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自身需要改变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外界环境，当我们建设出良好的大环

境，苏北地区的农村留守老年群体也会被环境所影响。 
实施量身定制的培训计划对削减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在数字技术上的差距显得尤为关键。培训方

案要依据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年群体的特定需求定制化设计并且要强调在培训结束后进行持续的跟踪，

来确保教学内容与他们的现实生活需求紧密接轨。 
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这意味着培训内容需要涵盖一些基础的操作，包括社交媒体的使用方法、

在线购物和支付操作以及如何利用新媒体获取健康信息和政府服务等。通过调研和分析苏北地区农村留

守老年群体的生活习惯和偏好，培训组织者能够设计出更加贴合他们实际需要的课程内容。 

7. 结语 

本文通过对苏北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新媒体使用情况的深入研究，揭示新媒体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重

要作用。研究发现，虽然农村留守老人在新媒体使用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他们逐渐掌握了一定的数字技能，有效地拓宽了社交渠道，丰富了精神生活。这一研究成果不

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农村留守老人的新媒体使用现状，也为后续的数字反哺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

考。未来，我们应持续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数字需求，期待通过更加精细化、个性化的数字反哺策略，

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让每一位农村留守老人都能在数字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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