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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老龄化与数字化融合的背景下，本研究聚焦代际共居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代际互动问题。通过分析相

关文献与现状，发现中老年人数字融入虽有进展，但面临数字鸿沟导致的沟通不畅、代际价值观差异、

年轻一代时间与耐心不足以及中老年人网购成瘾等障碍。为此提出针对性突破路径，包括加强数字素养

教育、增进代际理解、合理安排时间提升互动质量以及应对网购成瘾的策略等。这些路径有助于中老年

人融入数字社会，提升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推动数字友好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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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gration of aging and digitaliz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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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in intergenera-
tional cohabit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urrent situations,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progress in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they still face obstacles such 
as communication barriers caused by the digital divide,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values, in-
sufficient time and patienc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internet shopping addiction among the 
elderl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argeted breakthrough path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enhancing intergenerational understanding, rationally arranging time to 
improve interaction quality, and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internet shopping addiction. These paths can 
help the elderly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promote family har-
mony, an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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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老龄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中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据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新增网民 742 万人，以 10~19
岁青少年和“银发族”为主。其中，青少年占新增网民的 49.0%，50~59 岁、60 岁及以上群体分别占新增网

民的 15.2%和 20.8% [1]。这一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接触和使用互联网。代际共居作为一种

常见的家庭居住模式，为中老年人数字融入提供了独特的环境。在代际共居的家庭中，不同代际成员之

间的互动对中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进程有着深远影响。一方面，年轻一代凭借其数字原生优势，在中老年

人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老年人在数字融入过程中与年轻一代产

生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着家庭关系与代际沟通模式。 
深入研究代际共居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代际互动障碍及突破路径，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理

论层面来看，它丰富了老年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内容，为理解数字时代的

代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探究代际互动在中老年人数字融入中的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完善相

关理论体系。在实践方面，这一研究能够为解决中老年人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

方案。帮助中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不仅可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增强其社会参与感和幸福

感，还能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与代际间的有效沟通，推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均衡发展，助力建设数字

友好型社会。 
在上述背景下，近些年来，众多学者围绕代际共居及老年人数字融入展开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一

方面，在国外，Torgeir Aleti 等揭示了影响老年人如何成为数字能力的复杂社会化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一过

程中面临的障碍，阐明了解决消极态度、改善设备接入和支持老年人保持独立性的必要性[2]。Zhang Huan
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庄的 34 位老人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呈现了农村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

的动机、轨迹和障碍。研究发现，数字包容或排斥是生命历程中生活事件、社会角色和个人能动性的累积

结果，而数字时代农村老年人难以脱离传统文化和社会关系。数字化实践既是农村老年人生命阶段转换过

程中的一种内在调适，也是积极老龄化的个体追求[3]。另一方面，在国内，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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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融入做出了深入的探究。首先，在数字融入现状与问题维度方面，靳永爱、胡文波和冯阳分析中国老

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数据得出，中老年上网者互联网使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但数字鸿沟

依然存在，他们面临网络安全风险，不过适度使用互联网对中老年上网者的健康老龄化和主观福祉有积极

影响[4]。孙嘉宝、张志华和仲露基于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将老年人“数字融入”分解为数字

使用意愿、数字使用能力和数字使用认可三个维度，发现我国老年人“数字融入”整体情况较差，但态度

积极[5]。其次，在代际互动与社会支持维度，李思悦、魏润南等学者通过对 304 名 50 岁及以上智能手机

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老年人对子女支持的期望正向影响其寻求子女支持，进而影响实际获得的支持，证

实了社会支持中支持赤字和支持盈余在代际互动中的共存现象，还发现对话取向与服从取向的家庭沟通模

式均正向影响老年人期望、寻求和实际获得的子代社会支持[6]。最后，在数字融入与心理健康维度，李豪

豪、蒋炜康和李卓群利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再社会化理论研究发现，数字融入与

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数字融入通过加强老年人的朋友网络、降低孤独感，进而提升老年人的心

理健康水平，且朋友网络和孤独感在数字融入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7]。 
目前，关于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针对代际共居情境下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存在

不足。本研究将致力于填补这些空白，通过对代际共居家庭的深入剖析，系统探讨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

代际互动障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创新性的突破路径，为推动中老年人数字融入进程贡献力量。 

2. 相关概念定义 

2.1. 代际共居 

代际共居作为一种家庭居住模式，指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在同一物理空间内共同居住生活[8]。在传统

中国社会，受儒家“孝道”等家庭观念以及养老实际需求的影响，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较为常见，这种居住

模式不仅满足了家庭经济互助、情感交流的需求，还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家族的繁衍与传承。虽然随着社会

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家庭结构逐渐呈现小型化趋势，但代际共居现象依然存在，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9]。 
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代际共居家庭中不同代际成员在数字技术的使用和认知层面存在显著差异。

年轻一代作为“数字原住民”，自幼接触并熟练运用各类数字技术，在数字设备操作、网络应用等方面具

备较强的素养与能力。而中老年人大多属于“数字移民”，他们在适应和学习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往往面

临诸多困难。以智能手机的使用为例，中老年人可能对手机的权限管理、软件更新等复杂操作感到困惑，

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们需要年轻一代给予帮助和支持。这种差异既给代际互动带来了挑战，也为中老

年人数字融入创造了机遇，年轻一代的技术优势可成为推动中老年人融入数字世界的助力。 

2.2. 数字融入 

数字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个体接入数字设备和网络的基本层面，更强调

个体在数字环境中获取、辨别、利用和创造数字信息的能力，以及在其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实现自我

发展的动态过程。 
数字融入水平对中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程度有着深远影响。具备较高数字融入

能力的中老年人，能够借助网络平台便捷地获取健康养生知识，与远方的亲友保持紧密的情感交流，还

可以通过参与线上社区活动，增强自身的社会参与感，丰富晚年生活。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也有助于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2.3. 代际互动 

代际互动指不同代际成员之间在经济、情感、生活照料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展开的相互交流与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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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环境中，代际互动集中体现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支持和协作，这种互动是家庭关系维系与

发展的重要纽带。 
在数字时代，代际互动在中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年轻一代凭借其在数字技术方

面的优势，通过技术指导、信息分享等方式，帮助中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融入数字世界。子女可以教

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移动支付，使他们在购物、缴费等场景中体验到数字生活的便捷。中老年人

则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传统价值观，对年轻一代的家庭观念和社会认知产生影响，传承家族文化与价

值观念。 
然而，代际之间在数字技术素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可能会对代际互动产生

阻碍。在数字设备的使用教学过程中，年轻一代可能由于缺乏耐心，或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导致中老

年人难以理解，进而打击中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的积极性，影响代际互动的效果以及中老年人数字融入

的进程。不同代际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不同，也可能引发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误解，这些都需要

在代际互动中加以关注和解决。 

2.4. 再社会化理论 

再社会化理论指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需要放弃原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

社会规范与生活方式。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面临着社会环境的数字化转型，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新的

社会情境。数字融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老年人在这一情境下进行再社会化的过程。中老年人通过学

习数字技术，掌握获取、辨别、利用和创造数字信息的能力，积极参与线上社交、学习、娱乐等数字活

动，逐步构建起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和认知框架，从而实现自身在数字社会中的再社会化。 

3. 代际共居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现状分析 

3.1. 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总体趋势 

近年来，中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根据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从 2023 年 12 月到 2024 年 6 月，50~59 岁和 60 岁及以上人群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分别占新增网民

的 15.2%和 20.8%。这一增长表明，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积极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数字生活逐渐成

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代际共居家庭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年轻一代的影响和带动使得中老年

人有更多机会接触数字设备和网络服务，加速了他们的数字融入进程。 

3.2. 数字融入的具体表现 

在代际共居的环境下，中老年人在数字融入方面呈现出多维度的表现。在通信社交领域，即时通信

软件成为中老年人与家人、朋友沟通的重要工具。像微信，其语音聊天和视频通话功能操作相对简便，

深受中老年人喜爱。通过这些功能，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子女、孙辈进行交流，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增

进了亲情。在娱乐休闲方面，网络视频、听书等应用也受到中老年人的欢迎。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选择观看戏曲、养生讲座等内容，丰富了闲暇时光。在生活服务领域，网络购物和移动支付的使用

也在逐渐普及。部分中老年人在年轻一代的指导下，学会了使用电商平台购买生活用品，不仅节省了时

间和精力，还能享受到更多的商品选择和优惠。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也让中老年人在购物、缴费等场景中

体验到了数字生活的便利。 

3.3. 代际互动在数字融入中的作用 

代际互动在中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年轻一代为中老年人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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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和指导。当家中的中老年人在使用数字设备遇到问题时，如手机软件的操作、网络连接故障等，

年轻一代能够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及时给予帮助和解答。这种面对面地指导方式，使中老年人

能够更快地掌握数字技术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代际之间的交流和分享也激发了中老年人对数字生活

的兴趣。年轻一代在日常生活中分享自己的数字生活体验，如使用新的 APP 发现的有趣内容、通过网络

学习到的新知识等，会引起中老年人的好奇心和参与欲望。譬如子女向父母展示通过在线课程学习绘画

的过程，可能会激发父母对网络学习的兴趣，进而促使他们主动探索数字学习资源，提升自己的数字融

入水平。 
此外，从再社会化理论与代际互动的关系来看，代际互动在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再社会化进程中发

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年轻一代作为数字技术的熟练使用者，在代际互动中为中老年人提供技术支持和

信息分享，帮助中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学习新的数字技能，这是中老年人数字融入再社会化的重要途

径。譬如子女教父母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移动支付，不仅让父母体验到数字生活的便捷，更重要的是引导

父母进入了新的数字消费和社交场景，推动他们逐渐适应数字时代的生活方式，完成再社会化的初步阶

段。同时，中老年人在代际互动中，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传统价值观影响年轻一代，这一过程也促使

年轻一代在帮助中老年人数字融入时，更加注重结合中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心理特点。这种相互影响的

代际互动模式，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家庭数字学习氛围，进一步促进中老年人积极参与数字融入的再社会

化过程，提升他们在数字社会中的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 

4. 代际共居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代际互动障碍剖析 

4.1. 数字鸿沟导致的沟通不畅 

代际之间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这是阻碍中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代际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

表明，在数字设备使用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沟通不畅，约 30%的中老年人会产生挫败感，进而降低学习

数字技术的意愿[11]。年轻一代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从小接触各种数字技术，对数字设备和网络应用

的操作得心应手，具备较强的数字素养。而中老年人大多属于数字移民，他们在学习和适应数字技术方

面存在较大困难。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中老年人可能对复杂的功能设置感到困惑，如手机的权限管理、

软件更新等操作，而年轻一代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可能因缺乏耐心或者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导致中老

年人难以理解，从而影响代际之间关于数字技术交流的效果。这种沟通不畅不仅会打击中老年人学习数

字技术的积极性，还可能引发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误解。 

4.2. 代际价值观差异的影响 

不同代际的价值观差异在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代际互动中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年轻一代更倾向于

追求创新、便捷的数字生活方式，他们热衷于尝试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注重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同

时，也更开放地接受网络社交和虚拟世界的互动。而中老年人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加注重现实生活

中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对数字世界存在一定的担忧和疑虑。一些中老年人认为过度依赖数字设备会

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对网络上的信息真实性也持怀疑态度。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在代际互动

中，双方对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目标和方式难以达成共识。例如，年轻一代希望父母多使用网络社交平

台拓展社交圈，但中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方式，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使用新

的社交软件，这就导致在数字融入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代际分歧。 

4.3. 时间与耐心的不足 

在代际共居家庭中，年轻一代通常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可用于帮助中老年人学习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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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时间有限。即使有时间，在指导过程中也可能缺乏足够的耐心。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快，对于

中老年人来说，学习新的数字技能本身就具有一定难度，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和掌握。当年

轻一代在指导中表现出不耐烦，如频繁打断中老年人的提问、语气急促等，会让中老年人感到沮丧和失

落，从而降低他们学习数字技术的积极性。这种时间和耐心的不足，严重影响了代际互动在促进中老年

人数字融入方面的效果，使得中老年人在数字融入的道路上进展缓慢。 

4.4. 中老年人网购成瘾的风险 

随着网络购物在中老年人中逐渐普及，网购成瘾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老年人在数字融入

过程中，由于对网络购物的认知不够全面，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能力，容易陷入网购成瘾的困境。部分

中老年人因退休后生活较为空闲，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网络购物中，以此来打发时间和寻求心理满足。一

些电商平台针对中老年人的消费心理，推出各种优惠活动和诱导性广告，使得中老年人更容易冲动消费。

网购成瘾不仅会给中老年人带来经济负担，还可能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过度沉迷于网购，会导致中老

年人减少户外活动和社交时间，影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研究表明，约 15%的中老年人存在不同程

度的网购成瘾倾向，这一问题在代际共居家庭中也引发了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年轻一代可能对中老

年人的过度网购行为表示不满，而中老年人可能难以理解年轻一代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关系的紧

张[12]。 

5. 突破代际共居中老年人数字融入代际互动障碍的路径探索 

5.1. 加强数字素养教育，缩小数字鸿沟 

为了缩小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中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的代际互动，需要加强对中老年人的

数字素养教育。一方面，社区和相关机构应发挥主导作用，开展多样化的数字素养培训课程。这些课程

应根据中老年人的学习特点和需求进行设计，采用循序渐进、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在讲解智能手机的

使用时，可以从基础的通话、短信功能开始，逐步深入到微信聊天、网络购物等应用的操作。课程内容

还应包括网络安全知识，如如何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隐私等，提高中老年人在数字世界中的自我保

护意识。线上教育平台也可以为中老年人提供专门的数字学习资源，制作简单易懂的教学视频，方便中

老年人随时学习。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也是提升中老年人数字素养的重要方式。年轻一代应

主动承担起教育者的角色，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时间，耐心地向中老年人传授数字技术知识和技能，

通过实际操作和案例演示，帮助中老年人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字技术。 

5.2. 增进代际理解，弥合价值观差异 

代际之间应加强沟通与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以弥合在数字融入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观差异。年轻

一代要尊重中老年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经验，理解他们对数字世界的担忧和疑虑。在向中老年人介绍

数字技术时，应注重方式方法，强调数字技术对生活的积极影响，并结合中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兴趣点，

引导他们逐步接受和使用数字产品和服务。对于担心网络社交会导致人际关系疏远的中老年人，年轻一

代可以向他们展示如何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与远方的亲友保持更密切的联系，甚至结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丰富社交生活。中老年人也应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了解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认识到数字

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便利性。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定期开展关于数字生活的讨论，分享各自在数

字世界中的体验和收获，促进代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为中老年人数字融入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5.3. 合理安排时间，提升互动质量 

年轻一代应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充分认识到帮助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重要性，为代际互动提供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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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时间保障。在指导中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时，要保持耐心，采用温和、鼓励的方式进行教学。可以

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根据中老年人的学习进度和接受能力，逐步推进教学内容。每次教学时间不宜过

长，避免中老年人产生疲劳和厌烦情绪。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与中老年人的互动和沟通，及时了解他

们的困惑和需求，给予积极地反馈和鼓励。当发现中老年人取得进步时，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增强

他们的学习自信心。还可以通过游戏化的教学方式，增加学习的趣味性，提高中老年人的学习积极性。

设计一些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小游戏，让中老年人在游戏过程中学习数字技能，提升代际互动的质量，促

进中老年人的数字融入。 

5.4. 应对中老年人网购成瘾的策略 

针对中老年人网购成瘾的问题，家庭和社会应共同采取措施。家庭方面，年轻一代要关注中老年人

的网购行为，与他们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网购的动机和需求。如果发现中老年人存在过度网购的倾向，

要及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消费计划，控制购物欲望。可以鼓励中老年

人参与其他有益的活动，如户外活动、社区文化活动等，丰富他们的生活，减少对网购的依赖。社会层

面，电商平台应加强自律，规范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避免对中老年人进行过度诱导。相关部门也应加

强对网络购物市场的监管，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社区可以开展消费教育活动，向

中老年人普及理性消费知识，提高他们的消费辨别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引导中老年人健康、合理地进

行网络购物，避免陷入网购成瘾的困境。 

6. 结语 

在数字时代，代际共居中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课题。通过对其现状的分析，我

们看到了中老年人在数字融入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代际互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存在

的诸多障碍。数字鸿沟导致的沟通不畅、代际价值观差异的影响、年轻一代时间与耐心的不足以及中老

年人网购成瘾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进程。 
为了突破这些障碍，需要遵循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路径。如此不仅有助于中老年人更好地融入

数字社会，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还能促进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

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结构下代际共居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特点和差异，以及如何根据这

些差异制定更加精准的干预措施。还可以关注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中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新挑战和新机

遇，持续完善相关理论和实践策略，为推动数字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持。通过各方的共同

努力，让中老年人在数字时代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丰富和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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