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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老龄化进程加速，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研究显示，伴随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语言健康呈现

逐渐衰退的趋势。本研究利用调查问卷，主要对泰安和济南两地常住老年人(年龄区间为60岁至90岁)的
语言退化程度和表达性艺术活动参与情况、对语言健康训练的参与意愿、对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技
术和表达性艺术活动的融合倾向、以及老年人对于语言健康训练面临的挑战与期望建议进行研究，旨在

探索MR技术与表达性艺术融合干预老年语言健康的实施路径。通过SPSS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超70%
的老年人语言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现象(95.04%的老年人词汇提取困难，94.32%的老年人回忆词

语费力，78.08%的老年人说话语速较年轻时变慢)；32.46%的老年人偏爱剪纸和讲故事；88.65%的老

年人将参与语言健康训练列入考虑范围；45%的老年人更期望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场景进行语言康

复训练。由此可见，老年人更倾向于在MR所设立的怀旧场景下，搭配剪纸、讲故事一类的表达性艺术治

疗方法进行语言健康的训练活动。基于调查结果，本研究结合具身认知理论和情景记忆理论，融合神经

科学视角，构建了“表达性艺术–MR–语言”三元交互的干预模型，提出了“硬件适老–经济可行–代

际协同”三位一体的实施框架，为老年语言健康的干预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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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aging process is accelerating, and aging-related issues are becoming more promin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language health of the elderly gradually declines with age. This study 
surveys elderly residents (aged 60-90), mainly in Tai’an and Jinan, via questionnaires. The survey 
covers the matters of language degradation of the elderly, the elderly’s participation in expressive 
arts, their willingness for language training, and preference for MR-expressive art integration, along 
with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suggestions they offer. SPSS analysis shows that over 70% of the 
elderly have language degradation. Specifically, 95.04% of the elderly have vocabulary extraction 
problems, 94.32% of the elderly struggle with word recall, and 78.08% of them speak more slowly. 
Besides, 32.46% of the elderly prefer paper cutting and storytelling, 88.65% of them accept lan-
guage training, and 45% of them like the 1960s to1970s themed scenario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lderly prefer language health training in MR-based nostalgic scenes with expressive art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situational memory, 
integrates the perspective of neuroscience, constructs an intervention model of the ternary inter-
action among “Expressive Art-MR-Language”, and proposes a Trinity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of “Age-Friendly Hardware - Economic Viability -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language health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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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语言健康出现衰退的现象，比如词汇提取困难，回忆词语费力，说话语

速较年轻时变慢。学术界多把这种语言衰退现象称为“失语症”。目前，针对失语症的研究多集中于影

响因素和干预措施。Kochhann R 指出，健康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及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无限

制、语音及语义言语流畅性方面存在缺陷[1]；Segaert K 等从身体素质水平角度出发，得出健康老龄化过

程中会有相对较少的语言衰退的结论[2]；Li W 等研究指出，载脂蛋白 E ε4 等位基因对健康老年人语言

功能和执行功能的具有短期不良影响[3]；CalandriL I 等就不同的文化背景，探究了由阿尔茨海默病导致

的原发性进行性失语症的潜在萎缩因素及语言特征[4]；Kim E S 等探究了信息技术在失语症中风患者言语

语言治疗中的干预措施及效果[5]。 
由于语言衰退导致的语言沟通不畅使得老年人容易产生社交障碍，并伴随一系列心理问题，从而使

老年人变得自卑和自我封闭，产生认知和情感障碍。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表达性艺术疗法进行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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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性艺术疗法已广泛应用于心理及临床领域。Damir M 等将创意疗法、艺术疗法与表达性疗法作为辅

助手段，应用于儿童医院血液科和肿瘤科的治疗[6]；黄冬梅等研究了表达性艺术治疗结合家庭康复管理

对自闭症儿童心理行为和病情转归的影响[7]；刘星总结了表达性艺术治疗在临床应用中对不同病症患者

心理及治疗效果的作用[8]；李晨等探索了表达性艺术疗法在融入女性癌症病房照护中的新模式[9]；根据

Polly S 对创伤与表达性艺术治疗的研究，非语言媒介可绕过语言障碍直接介入情绪冲突，为语言康复构

建心理条件[10]。结合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过程并非仅发生于大脑，而是依赖于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交

互) [11]下的表达性艺术疗法，可通过激活左右脑协同作用促进语言功能重建。剪纸时，手部精细动作激

活顶叶和枕叶，图案构思激发右脑颞叶、额叶，这些区域关联情感与空间想象；讲故事过程中，右脑负

责情感加工，左脑的布洛卡区、韦尼克区等语言中枢处理语法、词汇。左右脑协同运作，将情感、想象与

语言表达整合，在情感驱动下激活语言中枢，助力语言功能恢复，提升语言运用能力。从而可以帮助老

年人改善沟通，释放情感，提高自信。 
此外，研究表明记忆力减退是导致老年语言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老年人对当下的事情容易遗忘，

但对于相对久远的事情记忆犹新。1972 年加拿大心理学家 Endel Tulving 提出的情景记忆理论认为，记忆

提取依赖于特定时空线索的再激活[12]，所以在熟悉的场景中更容易唤起老年人的记忆，刺激老年人使用

语言叙述，辅助语言健康训练，从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MR 技术已在数字教学、

心理健康以及医学领域等诸多领域应用。王慧文等研究了股骨颈骨折的青少年患者，如何通过 MR 技术

引导下的微创手术配合快速康复护理[13]；吴卓葳等研究了在青少年神经源性膀胱患者健康教育、四肢骨

折患者手术室护理方面的应用，即通过 MR 技术提升护理质量，促进患者康复进程[14]。因此，MR 技术

可以应用在老年人语言训练中，为老年人提供熟悉的生活场景，让老年人仿佛重回童年时代，唤醒其情

景记忆，使其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更自然、更有效地开展语言康复训练，确保更流畅的语言输出。 
前人在老年语言健康领域已取得诸多成果，涵盖了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多个方面。然而，将 MR 技

术与表达性艺术相结合用于老年语言衰退干预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在虚拟场景下利用表达性艺术疗法促

进老年人语言健康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研究以具身认知理论和情景记忆理论为基础，以泰安、济

南两市的老年人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专注非临床手段，致力于构建“表达性艺术–MR–
语言”三元交互的新型干预模型，搭建“硬件适老–经济可行–代际协同”三位一体的实施框架。通过

此研究，以期明晰 MR 技术下的表达性艺术疗法在维护老年人语言健康过程中的应用路径，为维护老年

语言健康方面提供新思路。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聚焦泰安和济南两地的常住老年人群，占样本总量的 80%，其他城市老年人口样本量占总样

本量的 20%。老年人群年龄限制在 60~90 岁之间(60 岁是法定老年起始年龄，90 岁以上老人身体和认知

衰退较为严重，故设为上限)，对老年人的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不设限制。 

2.2. 问卷编制 

2.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借助问卷调查，评估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障碍程度，了解其表达性艺术活动的参

与情况，明确老年人参与语言健康恢复活动的意向，调查其对 MR 技术和表达性艺术活动的认知水平，

以及对两者融合干预的倾向，并收集在语言健康训练推进过程中老年人进行训练时面临的各类挑战以及

他们对于本次训练的期望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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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问卷设计与发放 
问卷包含 5 部分(人口统计学信息、老年人语言退化程度和表达性艺术活动参与情况、对语言健康恢

复活动的参与意愿、对 MR 技术和表达性艺术活动的融合倾向、以及老年人视角下对于语言健康训练的

挑战与期望建议)，共计 27 道题目，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和开放性问题。受访者均已了解问

卷相关内容，并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受访。调查问卷于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 月期间在泰安、济南两

地老年人中间进行发放。考虑到老年群体手机使用能力有限、文化程度不一，研究人员对其进行访谈，

记录访谈情况并将受访内容录入问卷星，作为线上调查问卷的补充，便于后期数据的导出与分析。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最终收集到 151 份问卷，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后剔除了不符合研究要求的无效问卷(填空题

作答内容不符合逻辑或拼凑的，以及选择题不同问题间因逻辑不通而造成歧义的)，获得了 141 份有效

问卷，有效回收率高达 93.38%，符合理想的样本回收数量(是问题的 5~20 倍)。最后将有效回收问卷数

据导入 SPSS 进行分析，为研究 MR 技术加持下表达性艺术在维持老年语言健康中的应用路径提供数

据指导。 

3. 结果 

3.1. 人口学信息 

从性别看，女性占比 52.48%，略高于男性的 47.52%；年龄分布上，平均年龄 71 岁，60~69 岁占比

最大，达 57.45%，70~79 岁占 19.86%，80~90 岁占 22.7%；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及以上占比最高，为

40.43%，小学及以下占 26.24%，初中占 21.99%，高中/中专占 11.35% (如表 1)。 
 
Table 1. Data of demographic ınformation 
表 1. 人口学信息 

 选项 人数(人) 

性别 
男 67 

女 74 

年龄 

60~69 岁 81 

70~79 岁 28 

80~90 岁 3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7 

初中 31 

高中/中专 16 

大专及以上 57 

3.2. 语言退化程度和表达性艺术活动参与情况 

3.2.1. 语言退化程度 
数据结果显示，在因词汇提取困难影响口语表达方面，受访者反馈集中于“偶尔会”(53.19%)和“经

常会”(21.28%)。在回忆词语名称的问题上，“经常这样”的占比为 37.59%，“偶尔这样”的受访者占

比 34.74%；在说话语速变化方面，56.03%的老年人选择“有一点变慢”和 21.99%的老年人选择“明显

变慢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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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able of the degree of language degradation 
表 2. 语言退化程度表 

 选项 频数 

因词汇提取困难影响口言语表达的频率 

经常会 30 

偶尔会 75 

很少会 29 

从不会 7 

回忆词语名称时感到费力 

总是这样 31 

经常这样 53 

偶尔这样 49 

从不这样 8 

说话语速较年轻时候的变化 

明显变慢了 31 

有一点变慢 79 

没有变化 27 

不确定 4 

3.2.2. 表达性艺术活动参与情况 
在日常言语化表达性艺术活动的选择中，“讲故事”参与频次 74，占比最大，为 32.46%；“戏剧表

演”参与频次为 41 次，占比 17.98%；“朗诵”和“看图讲画”的参与频次均为 39 次，各占比 17.11%；

选择“都不参加”的频次为 35 次，占比 15.35% (如表 3)。 
 
Table 3. Everyday verbal expressive art activities 
表 3. 日常言语化表达性艺术活动 

日常言语化表达性艺术活动 朗诵 讲故事 戏剧表演 看图讲画 

参与频次 39 74 41 39 

占比(%) 17.11 32.46 17.98 17.11 
 

 
Figure 1. Word cloud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familiar to the elderly group 
图 1. 老年群体熟悉的传统手工艺词云 
 

本研究收集了老年人熟悉且喜爱的传统手工艺名称并制成词云图。这张词云呈现了“剪纸”“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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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雕”“打铁花”“景泰蓝”“木板年画”等传统手工艺名称，其中，“剪纸”字体最大且颜色鲜明突

出，处于词云中心位置，其余手工艺名称字体相对较小，围绕在“剪纸”周围(如图 1)。 

3.3. 语言健康训练参与意愿 

在关于老年群体参与实地语言健康恢复活动的意愿调查中，51 位老年人明确会参加，占比 36.1%；

74 位称可能参加但要看时间，占比最高达 52.48%；16 位表示不参加，占 11.35% (如表 4)。 
 
Table 4.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language health recovery activity 
表 4. 语言健康恢复活动参与意愿 

参与意愿 人数(人) 

肯定参加 51 

可能参加，看时间安排 74 

不参加 16 

总计 141 

3.4. 对 MR 技术和表达性艺术活动的融合倾向 

3.4.1. MR 场景的选定 
在 MR 场景选择方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选择人次 99，占比 45%，居首位；“社会大幅变

化的 2000 年代”有 55 人次选择，占比 25%；“当下互联网、科技发展普及的时代”有 48 人次选择，占

比 22%；选择“无意向，听从安排”的有 19 人次，占比 8% (如图 2)。 
 

 
Figure 2. The selection situation of MR scenes 
图 2. MR 场景选择情况 

3.4.2. 融合倾向 
在期望的融合传统手工艺与 MR 技术以维持语言健康的方式中，“利用混合现实一体机眼镜描述所

见场景”最受欢迎，频次为 97 次，占比 28.03%；“回忆个人重要的快乐时光进行场景重述”频次为 74
次，占比 21.39%；“艺术作品再创作与表达”频次为 67 次，占比 19.36%；“角色扮演与情绪表达”频

次为 64 次，占比 18.50%；“团体治疗互动游戏”频次为 44 次，占比 12.72% (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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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Preferred ıntegration method 
表 5. 期望融合方式 

期望的两者融合后维持语言健康的方式 频次 

利用混合现实一体机眼镜描述所见场景 97 

回忆个人重要的快乐时光进行场景重述 74 

角色扮演与情绪表达 64 

团体治疗互动游戏 44 

艺术作品再创作与表达 67 

总计 346 

3.5. 老年人视角下语言健康训练的挑战与期望建议 

老年群体对于新技术的接受障碍占比达 55.80%；技术设备成本高占比 21.01%。专业人员培训不足和

隐私安全问题分别占 14.49%和 8.70% (如表 6)。 
 
Table 6. Possible challenges 
表 6. 潜在的挑战 

挑战 频数 

技术设备成本高，不利于获取和维护 29 

专业人员缺乏相关技术和治疗方法的培训 20 

老年朋友可能对新技术存在接受障碍 77 

隐私问题和安全问题是否可以保障 12 

总计 138 

4. 讨论 

本研究调查实证发现，多数老人存在词汇提取困难致口语表达受扰及语速下降的语言退化问题，60
岁年龄段退化尚不显著。传统手工艺中剪纸最受青睐，且老人回味花样细节时会不自觉言语表达以锻炼

语言；语言健康训练参与意愿上多数持积极或可能参与态度，少数拒绝，体现其对重拾语言健康的潜在

需求；MR 场景偏好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主，兼具对二十一世纪的当下的关注；融合倾向中“混合

现实一体机眼镜描述场景”最受欢迎，“团体治疗互动游戏”关注度低；新技术接受障碍为老年人进行

语言健康训练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基于上述发现，结合具身认知理论[11]与情景记忆理论[12]，融合神经科学视角(神经可塑性和双脑协

同机制)，本研究构建“表达性艺术–MR–语言”三元交互的干预模型(如图 3)：表达性艺术活动与 MR
技术结合，将剪纸触觉、讲故事听觉等多感官刺激的具体表达性艺术活动置于 MR 虚拟场景中，使老年

人身体活动与虚拟环境互动，契合具身认知理论核心，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多模态沉浸式体验激活右

脑情感与创造性区域(如额叶、边缘系统)，触发左脑语言中枢(布洛卡区、韦尼克区)联动，双向促进神经

重塑与语言网络连接；同时，MR 技术的沉浸式怀旧场景复现六、七十年代场景，激活老年人大脑海马体

与颞叶、强化情景记忆提取，激发语言表达动机，改善老年语言功能。Polly S 在创伤与表达性艺术治疗

研究中表明，非语言媒介可绕过语言障碍直接处理情绪冲突，为语言康复创造心理条件[10]，通过情绪调

节间接改善语言功能[6] [9] [15]；本研究中老年人在 MR 虚拟场景的剪纸活动里，通过视觉与触觉协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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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触发对传统技艺的情景记忆回忆，进一步印证多模态具身互动对语言输出的促进作用。 
 

 
Figure 3. The tripartite ınteraction mechanism diagram of “Expressive Art-MR-Language” 
图 3. “表达性艺术–MR–语言”三元交互作用机制图 

 
本干预模型可通过技术适配优化、成本降低和代际协作实现。针对现有 MR 设备如 HoloLens 2，进

行适老化改进，比如增加 AI 语音指令功能，提升使用便捷性；借鉴 Amel 等人的 MR 康复案例[16]，社

区集中采购 MR 设备，从长期来看可有效减少因传统康复方式反复训练带来的人力、物力成本；引入青

年志愿者协助老年人操作 MR 设备。通过以上措施，最终形成“硬件适老–经济可行–代际协同”三位

一体的可持续实施框架。 
与前人相比，本研究突破传统康复以“疾病治疗”为核心的理念，构建了“表达性艺术–MR–语言”

三元交互的干预模型，借助 MR 技术构建怀旧场景，嵌入剪纸、讲故事等多模态表达性艺术活动，通过

具身互动激发情景记忆，同步激活左右脑语言相关区域神经联动，在降低技术使用心理门槛的同时增强

语言输出动机、改善认知网络，实现语言功能提升。 
本研究为老年语言健康领域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双重贡献。将 MR 技术与表达性艺术疗法相

结合，为老年群体康复提供新视角。同时，MR 技术通过模拟传统手工艺场景，将抽象的语言训练转化为

具象化互动，符合老年人“低成本–高参与”的需求，呼应了李艳[17]、郭印[18]等人提出的技术创新与

个性化服务结合的主张。在可行性维度上，本研究构建了“硬件适老–经济可行–代际协同”三位一体

的实施框架，共同保障本项目的可实施、可落地性。 

5. 结论 

本研究以具身认知理论和情景记忆理论为基础，结合神经科学视角，通过问卷调查法，以泰安、济

南两地为主的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其语言退化程度和表达性艺术活动参与情况、对语言健康训练的

参与意愿、对 MR 技术和表达性艺术活动的融合倾向、以及老年人对于语言健康训练面临的挑战与期望

建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老年群体更倾向于在怀旧 MR 场景中搭配表达性艺术疗法进行语言的恢复训

练。基于调查结果，本研究系统建立并探讨了“表达性艺术–MR–语言”三元交互的干预模型和“硬件

适老–经济可行–代际协同”三位一体的实施框架在老年群体语言健康维护中的实施路径分析。本研究

摒弃前人的单一干预，提倡跨学科多元干预，为老年语言健康领域提供了跨学科思路。由于本次研究样

本数量有限，并未充分考察认知储备的代际差异。未来研究可考虑扩大样本范围，以增强研究结果的普

适性；同时，优化 MR 技术交互界面并引入青年志愿者协助 MR 设备操作，提升老年群体的技术适应性

与使用意愿，进而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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