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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老龄化加速和旅游市场发展的背景，研究分析了老年旅游市场的现状、机遇与挑战。研究表明，

老年旅游市场在市场规模、政策支持和消费能力提升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市场亦面临产品同

质化、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全与健康保障不足等挑战。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

推出“工作再体验”“故地重相逢”等旅游服务方案，同时开发了“百龄鸟”微信程序，满足老年人个

性化需求和情感诉求。政策引导、多方协作和创新实践共同推动老年旅游市场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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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ed ag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market in China, the 
present situ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senior tourism market are analyzed. The re-
search shows that the senior tourism market shows great potential in terms of market siz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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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and consumption power improvement. However, the marke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product homogeneity, uneven service quality, and inadequate safety and health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the paper propos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in-
cluding strengthening product innovation,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optimizing information man-
agement platform and strengthening brand buil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developed the “Bailing 
Bird” WeChat program and launched a series of service programs, such as “work re-experience” 
activities and “reunion of old places” activities, to meet the personalized needs and emotional de-
mands of the elderly. The senior tourism market has a huge space for development, and it needs 
policy guidanc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to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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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老年旅游市场逐渐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

热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2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 2.8 亿，占总人口的近 20%。

与此同时，老年人群体的消费能力显著提升，旅游需求日益增长，老年旅游市场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老年旅游市场问题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赵磊[1]发现，老年人的旅游动机包括健康养生、情

感寄托、社交需求等。张亚枝[2]提出，老年旅游产品应注重个性化、情感化和健康化。叶盛[3]指出信息

化管理平台和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老年旅游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尽管已有研究对老年旅游市场进行

了多角度的分析，但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现象描述，缺乏对老年旅游需求的深层次

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服务方案缺乏实践验证，其可行性和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此，本研究将以

老年人的调查为依据，以老年人旅游需求为前提，注重对老年人旅游服务方案的设计，并在实施中进行

改善优化，切实寻求满足新时代老年人需求的旅游方案。 

2. 老年旅游市场的现状调查 

研究以老年旅游者为对象，采用线上问卷形式展开调查。问卷共设计了 29 道题，包括性别、年龄、

职业背景、居住情况、旅游花费、旅游时间、旅游方式、旅游目的地选择、交通方式、旅游要求、旅游目

的、旅游时间长度、出游次数、同行人员、进餐地点、兴趣点、作息习惯、健康状况、安全保障需求等。 

2.1.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通过分层抽样法，确保每个子群体的样本都能得到充分的代表，共收集了 340 份有效问卷，

调查对象及其调查的情况如下： 
1) 性别：男性 113 人，占比 33.33%；女性 227 人，占比 66.67%。 
2) 年龄：50~55 岁 100 人，占比 29.17%；55~60 岁 50 人，占比 4.17%；60~65 岁 113 人，占比 33.33%；

65~70 岁 57 人，占比 16.67%；70 岁以上 23 人，占比 6.25%。 
3) 退休前工作所在机构的所有制性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 100 人，占比 29.17%；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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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体企业 113 人，占比 33.33%；私有企业及其他类型单位 127 人，占比 37.5%。 
4) 退休前职业：管理人员 113 人，占比 33.33%；专业技术人员 100 人，占比 29.17%；办事人员 19

人，占比 5.56%；商业、服务业人员 57 人，占比 16.67%；军人 19 人，占比 5.56%；其他 34 人，占比

9.17%。 
5) 旅游花费：在接受调查的老年人中，50%的人能接受的人均日花费范围为 201~500 元，20.83%的

人能接受 501~1000 元/日的花费，另有 20.83%的人能接受高于 1000 元/日的花费，仅有 8.33%的人能接

受低于 200 元/日的花费。 
6) 旅游时间：54.17%的老年人喜欢在工作日旅行，29.17%的人喜欢在法定假日旅行，16.67%的人喜

欢在寒暑假旅行，没有人选择在周末旅行。这可能与老年人的作息习惯有关，他们更倾向于避开旅游高

峰期，选择在工作日出行。 
7) 旅游方式：50%的老年人喜欢与朋友结伴旅行，20.83%的人喜欢自助游，16.67%的人喜欢参加旅

行社包价旅行，12.5%的人选择其他方式。这表明老年人在旅游方式上更倾向于与朋友结伴或自助游，对

旅行社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8) 旅游目的地：79.17%的老年人喜欢选择自然景观作为旅游目的地，66.67%的人喜欢人文景观，

58.33%的人喜欢大众旅游景点，66.67%的人喜欢小众旅游景点。此外，还有 29.17%的人喜欢选择曾工作

地作为旅游目的地。这表明老年人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具有多样性，既喜欢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

喜欢大众旅游景点和小众旅游景点。 
9) 交通方式：75%的老年人喜欢乘坐火车高铁出行，66.67%的人喜欢乘坐飞机，37.5%的人喜欢乘坐

汽车，33.33%的人喜欢乘坐轮船。这表明老年人在交通方式的选择上更倾向于火车高铁和飞机等快速、

便捷的交通方式。 
10) 旅游要求：95.83%的老年人对旅游的舒适度有较高要求，62.5%的人对旅游是否感兴趣有较高要

求。这表明老年人在旅游过程中更注重舒适度和兴趣度，对旅游产品的品质和服务质量有较高要求。 
11) 旅游目的：83.33%的老年人旅游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心情，75%的人是为了开阔眼界，41.67%的人

是为了拜访老友，37.5%的人是为了结交朋友。这表明老年人在旅游目的上具有多样性，既注重身心健康，

也注重社交和情感体验。 
12) 旅游体验：70.83%的老年人平均旅游时间为 5 天到一周，16.67%的人为一周到十五天，20.83%

的人为三天之内或十五天以上。在旅游体验方面，老年人对旅游产品的满意度较高，95.83%的人表示若

旅游体验感良好，愿意推荐旅游网站给亲戚朋友，并二次选择相同旅游网站。 

2.2. 调查的基本结论 

结合问卷数据的情况，研究发现老年人旅游具有如下特点。 

2.2.1. 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年旅游市场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增长潜

力。根据问卷调查结果，60 岁及以上老人占据了样本的较大比例，且普遍具有较高的旅游意愿和消费能

力。因此，老年旅游市场将成为未来旅游业的重要增长点。 

2.2.2. 消费能力的提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他们对旅游产品的品质和服务质量有

更高要求。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能接受人均日花费在 201~1000 元之间的旅游产品，这表明

老年人在旅游消费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支付能力。因此，旅游企业应针对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和特点，

开发更多高品质、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满足他们的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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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旅游产品的多样化 
老年旅游市场的旅游产品日益多样化，涵盖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大众旅游景点、小众旅游景点

等多种类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具有多样性，既喜欢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也喜欢大众旅游景点和小众旅游景点。因此，旅游企业应针对不同老年人的旅游需求和偏好，开发

更多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3. 老年旅游服务方案的设计 

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人旅游的旺盛需求，设计适合老年人的旅游服务方案，真正让老年人在旅游中

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1. 老年旅游服务方案设计的基础 

老年人旅游需求是开展方案设计的前提，而这种需求通常可以从老年人身心特点以及社会交往的需

求来进行。 
一是老年人的心理。老年人在进入晚年后常常经历“老化心理”和“社会角色丧失”的过程。心理学

家埃里克森[4]指出，老年人在晚年阶段通常处于“完整性对绝望”的状态，他们更加关注回顾人生的意

义以及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老年人常常希望通过旅行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寻找情感寄托。根据积极

老龄化理论[5]，老年人希望保持活力和社会联系，通过旅游这种活动满足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参与感。因

此，设计旅游产品时，应注重激发老年人内在的活力和参与感。 
二是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理论[6]认为，老年人在旅游中不仅希望享受休闲，还希望与他人

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因此，在设计旅游产品时，需要特别注重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社交机会，比如跨代

旅行、团体旅游等。根据角色理论[7]，老年人在退休后常常失去曾经的社会角色，这可能导致身份认同

的危机。为了帮助老年人找到新的社会角色，旅游产品可以通过特殊的尊重服务(如优先登机、专属接待

等)，增强老年人的自尊感和归属感。 
三是老年人的健康需求。老年人更关注旅游中的安全保障和健康管理，这不仅是物理需求，更是心

理需求的一部分。健康心理学[8]表明，老年人在旅行中的身体健康问题会直接影响其情绪和心理状态。

因此，旅游产品应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如医疗顾问、健康饮食和无障碍设计等。 

3.2. 老年旅游服务方案的设计 

老年人旅游服务方案的设计以重现青春记忆和搭建情感纽带为核心，满足老年人日益多样化的精神

文化需求，帮助老年人实现社会参与与自我价值的再发现。为了更好地服务和满足老年人的旅游需求，

研究设计了两个典型的服务方案。 

3.2.1. “工作再体验”活动 
“工作再体验”活动通过线下场景的还原与角色扮演，让老年人回到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

重温工作中的成就与激情。 
(1) 场景还原 
在真实的办公环境或生产场地中搭建还原老年人工作记忆的场景。例如，为曾在工厂工作的客户设

计“重回生产线”活动，让他们再次穿上工装，操作熟悉的设备。 
对于曾从事教育工作的客户，可在当地学校安排一场模拟课堂，邀请学生共同参与，帮助其重新体

验讲台上的辉煌时刻。 
(2) 角色扮演 
结合参与者的过往经历，设计一日角色扮演活动。例如，邀请曾担任公务员的老年人参与模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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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审阅和公务会议；对曾经的医务工作者，则安排他们参观医院并参与现场的科普义诊活动。 
活动中配备专业指导人员，确保参与者能够顺利融入情境，同时体验到熟悉且深刻的职业记忆。 
(3) 仪式感设计 
在活动中加入如“荣誉回顾”“贡献颁奖”等仪式性环节，通过展示参与者的工作成就、发表感言等

方式，提升活动的情感价值和记忆深度。 

3.2.2. “故地重相逢”活动 
“故地重相逢”活动通过组织老年人回到曾经的工作单位、成长地或其他重要场所，帮助他们重拾

青春记忆，同时为同事、战友或老友的相聚提供契机。 
(1) 回访工作单位 
联合地方企事业单位，为老年人安排单位回访行程。例如，在老客户的曾任职场所举办“重回岗

位”活动，由单位负责人讲解企业发展历史和变化情况，组织老员工参观熟悉的办公楼、车间、实验室

等场所。 
安排与现役员工的互动活动，例如座谈会、工作经验分享等，让老年人感受到他们经验的传承与价

值延续。 
(2) 家乡故地重游 
组织针对性强的怀旧旅行活动，例如参观参与者的母校、家乡地标或历史遗址。通过专属讲解员讲

述当地历史变迁，唤起参与者的情感共鸣。 
可在参观过程中安排互动环节，如老同学见面会、纪念植树仪式等，为活动注入更多意义和乐趣。 
(3) 主题重聚活动 
为老战友、老同事等特定群体策划“青春再聚首”主题活动。通过策划重聚晚宴、照片墙展览或回

忆录视频放映，帮助他们在故地重逢中分享青春故事，深化彼此的情感联结。 
活动中特别设置“时光留影”环节，邀请专业摄影师记录重逢时刻，赠送参与者具有纪念意义的照

片或相册。 

3.3. 服务方案的组织 

为确保活动效果和服务质量，“百龄鸟”将与地方政府、离退休干部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开展深度

合作，共同推进活动的落地实施。 
(1) 联合地方离休办 
与地方离休干部管理部门合作，定期组织针对离退休老干部的主题活动。借助其渠道优势，大规模

开展“工作再体验”活动，例如为曾在国企工作的老员工策划“工厂回归日”活动。 
针对特定群体(如老战友、老教师)，设计定制化活动线路，并由离休办协助筛选和邀请合适的参与者。 
(2) 与旅游企业及景区合作 
联合红色旅游基地、文化遗址和特色景区，为“故地重相逢”活动提供服务支持。通过定制专属导

览和特色互动项目，增加活动的文化深度与参与感。 
引入个性化服务，例如专属讲解、全程陪同服务、适老化设施等，提升活动的细节体验。 
(3) 专业团队支持 
配备专业活动策划和执行团队，包括场景设计师、讲解员和医疗陪护人员，为老年客户提供安全、

舒适、贴心的活动体验。 
在活动前期充分了解参与者的个人经历与需求，设计个性化服务方案，确保活动内容能够精准触动

其情感需求。 

https://doi.org/10.12677/mom.2025.152017


何佳奕 
 

 

DOI: 10.12677/mom.2025.152017 174 现代市场营销 
 

4. 老年旅游服务方案案例及实施 

基于当地特色资源，结合湖南浏阳的历史文化底蕴、自然风光以及工业特色，团队初步设计了两条

创新性旅游线路，分别为“老友重相聚”路线和 “工人追梦计划”路线，邀请到浏阳烟花厂的退休工人

初体验两条路线。 

4.1. 案例 1：老友重相聚路线 

这条路线聚焦于重温旧时记忆，适合老友相聚群体，旨在通过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与轻松休闲活动

的结合，带给游客情感上的共鸣和放松身心的体验。 

4.1.1. 路线的基本情况 
本路线包括以下主要站点： 
(1) 胡耀邦故居 
文化体验：参观胡耀邦故居，了解这位伟大的改革者一生的奋斗与贡献，重温历史记忆。 
互动活动：团队还设计了导览讲解、历史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对历史

的认知。 
(2)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自然观光：游客可在大围山尽享大自然的秀美景色，徒步山林、采摘时令水果，感受“天然氧吧”的

治愈力量。 
亲友交流：设计了特色的“山野茶会”环节，游客可以一边品尝当地特色茶点，一边与亲友共叙旧

事，增进情感联系。 
(3) 浏阳体育场烟花表演 
夜间活动：浏阳作为“中国烟花之乡”，烟花表演是其重要的文化符号。游客将在体育场欣赏到由

专业团队精心策划的烟花秀，体验夜晚灯火与烟火齐舞的震撼视觉效果。 
纪念仪式：可为老友团体或家庭特别定制“重相聚纪念烟花”，让夜空见证友情与家庭的温暖瞬间。 

4.1.2. 路线的不足与优化 
在浏阳进行了实践中，发现以下存在几点不足： 
(1) 服务流程不顺畅：由于游客的年龄较大，一些流程如集合、出发和移动过程中出现迟缓，导致时

间安排不合理，部分游客因体力问题而感到疲惫。 
(2) 互动环节参与度低：历史知识问答和文化分享活动，部分老年游客对新技术和信息的接受程度较

低，导致他们对互动环节的兴趣不高，参与度有限。 
(3) 资源配置不均：在一些景点，因游客较多或资源有限，服务人员的安排不够充分，导致游客等待

时间过长，影响整体体验。 
为此，团队由此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1) 优化服务流程：增加服务人员，特别是安排更多的导游和协助人员，在集合和转移过程中提供帮

助，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避免游客因行动不便而受到困扰。 
(2) 调整互动活动：针对老年游客的需求，可以设计更为简单易懂的互动环节，比如增加历史故事分

享、图片互动等形式，降低对高科技手段的依赖，同时根据游客的兴趣设置选择性活动。 
(3) 加强资源配置：根据试点反馈，优化游客人数和资源配置比例，特别是高需求的站点(如胡耀邦

故居、大围山)，增加服务人员或设置预定制度，避免游客过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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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例 2：烟花厂工作再体验路线 

这条旅游路线的核心在于向烟花厂退休工人致敬，旨在通过深度的沉浸式体验，让这些曾经为烟花行业

奉献一生的工人重回熟悉的工作环境，拾起记忆中的劳动时光，感受现代工厂的新气象和行业的发展变化。 

4.2.1. 路线的基本情况 
(1) 工厂回归仪式：尊重与感恩的开场 
暖心欢迎：在烟花厂门口举行简短而庄重的回归仪式，员工代表为退休工人献上鲜花或纪念胸章，

感谢他们为行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工厂历史展：设立“烟花厂发展史”展区，通过老照片、旧设备、历史故事视频等形式，带领工人重

温工厂的峥嵘岁月。 
昔日伙伴重逢：邀请其他退休工人一同参与，让他们有机会叙旧，分享彼此的故事。 
(2) 现代工艺参观：见证行业的变迁 
新旧对比展示：专设路线让退休工人参观现代化的烟花生产流水线，对比过去的手工艺与如今的机

械化、智能化工艺，感受行业技术进步。 
互动问答：为参观者提供与现任工厂技术人员交流的机会，分享经验并了解现代技术如何传承和创

新传统手艺。 
(3) 手工烟花制作体验：回归劳动的快乐 
再现熟悉场景：设置手工烟花制作体验区，还原工人们熟悉的操作环境和流程，让他们重新感受制

作烟花时的专注与满足。 
个性化作品：为每位退休工人提供特殊的“烟花创意体验”，制作带有自己姓名或特殊图案的小型

纪念烟花，象征个人记忆与贡献。 
安全保障：针对年长游客的特点，优化工作台设计，提供安全辅助设备，确保体验轻松且无风险。 
(4) 纪念烟花燃放：点亮劳动记忆 
特别设计：将退休工人亲手制作的烟花集中燃放，设计专属的烟花表演主题，例如“劳动者之光”

或“工厂记忆”，用璀璨的烟花展现他们一生的辉煌贡献。 
荣誉致敬：表演结束时，播放退休工人过往的照片与视频短片，结合烟花效果展现，向他们表达深

深的敬意。 
(5) 工厂生活再现：重温往日情谊 
班组聚会：还原工人当年的班组氛围，组织他们围坐一起，品尝工厂时期的经典食堂菜肴或当地传

统美食，分享劳动经历中的难忘瞬间。 
故事传承：设立“工匠精神分享会”，邀请退休工人讲述当年的奋斗故事，与年轻工人交流，将工匠

精神与劳动情怀代代相传。 

4.2.2. 路线的不足与优化 
在浏阳的实践发现，这条路线也出现一些不足之处： 
(1) 体验环节的安全隐患：在手工烟花制作过程中，由于退休工人年纪较大，存在一定的体力和安全

隐患，尤其是操作设备时，部分工人未能完全适应现代化的工艺流程。 
(2) 情感需求未完全满足：尽管存在“工厂回归仪式”和“昔日伙伴重逢”等环节，但部分退休工人

在活动中感到情感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怀，特别是在工厂历史展和现代工艺参观环节中，未能完全激发

他们的情感共鸣。 
(3) 纪念活动的个性化不足：纪念烟花的设计可能未能完全符合每位退休工人的个人经历和情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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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部分工人希望看到更具个人特色的回顾和致敬方式。 
为此，团队由此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1) 增强安全保障：在手工烟花制作体验环节，优化工作台和操作环境，设置适合老年游客的辅助设

备(如低桌、高椅等)，并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和指导。同时，对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确保在体

验过程中及时应对突发状况。 
(2) 深化情感关怀：在参观历史展区时，可以增加一些老工人的亲身讲述和故事分享，使其更加贴近

退休工人的情感世界。邀请退休工人分享他们的奋斗历程，并安排互动讨论，让他们在怀旧中感受到集

体的温暖和尊重。 
(3) 增加纪念活动的个性化设计：在烟花表演时，可以让每位退休工人提前定制自己专属的烟花设

计，结合个人的名字或工作经历进行创作，增强纪念的意义。此外，还可以在纪念烟花表演后设置短片

播放环节，回顾他们的历史贡献，增强情感认同感。 
通过实践反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服务流程、体验环节和情感关怀上的不足。这些问题为我们提供

了宝贵的改进机会。通过优化服务流程、调整互动环节、增强安全保障、深化情感关怀以及增加个性化

设计，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游客的需求，提升他们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5. 老年旅游 APP 的案例——“百龄鸟” 

为了对接旅游市场数字化发展的需求，研究开发了微信程序——“百龄鸟”，方便老年人通过手机

开启旅游。 

5.1. “百龄鸟”小程序介绍 

“百龄鸟”微信小程序主要功能包括首页、订制页面、聚友界面及个人主页。 

5.1.1. 首页 
首页界面如图 1 所示，具体包括四个部分： 

 

 
Figure 1. The “home page” module 
图 1. “首页”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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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顶部滚动展示：精心策划的活动轮播区域，定期更新，确保内容的新鲜度和吸引力。这里将展示

即将到来的活动预告、特别促销或行业动态，为用户提供及时的信息。 
(2) 中部优惠卷发放：设置一个显眼且易于操作的优惠卷领取区域。定期发布各类优惠券和折扣码，

鼓励用户进行消费。这个区域可以设计成动画效果，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并提供简单明了的领取指南。 
(3) 底部推荐模块：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根据用户的浏览和搜索历史，智能推荐个性化的活动和内

容。这个模块将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和贴心的服务，增加用户的粘性和满意度。 
(4) 右侧客服帮助：设置一个易于识别和访问的客服支持入口。考虑到老年人可能对网络操作不太熟

悉，这个区域应提供清晰的文字说明和直观的图标，引导用户快速获取帮助。 

5.1.2. 定制 
定制模块包括三个部分，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customization” module 
图 2. “定制”模块 

 
(1) 我的计划：为用户提供一个个人化的计划管理区域。用户可以在这里收藏和管理自己感兴趣的活

动计划。这个区域可以设计成一个动态的列表，显示用户收藏的计划数量、最新添加的计划等信息。 
(2) 热门计划：精选平台举办的各类热门活动，如学校再参观计划、军旅生活回忆录计划、工厂再参

观计划等。每个活动都配有详细的描述和参与方式，方便用户了解和选择。这个区域可以设置为一个滚

动的列表，展示最新和最受欢迎的活动。 
(3) 我的回忆：记录用户参与过的活动信息，并允许用户从家属端上传照片和视频。这个区域可以设

计成一个时间轴，展示用户参与活动的历史记录。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时间点，查看具体的活动详情和相

关媒体资料。 

5.1.3. 聚友 
聚友模块包括三个部分，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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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gathering friends” module 
图 3. “聚友”模块 

 
(1) 活动介绍：推出母校再听讲、订制童年回忆录和恩师再拜访三个核心活动。每个活动都配有详细

的介绍和参与指南，让用户了解活动的目的、内容和要求。这个区域可以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提供丰

富的信息展示。 
(2) 分支活动设置：为每个核心活动设置多个分支活动，如在订制童年回忆录活动下设置共品美食活

动、重游故地活动以及重温“探险之路”活动等。每个分支活动都有独立的描述和参与方式，增加活动

的多样性和趣味性。这个区域可以设计成一个可折叠的列表，方便用户查看和选择感兴趣的分支活动。 
(3) 进度跟踪：提供一个清晰的进度跟踪功能，让用户随时了解自己参与活动的进展情况。用户可以

查看每个活动的完成度、剩余任务等信息，并根据进度调整自己的参与计划。 

5.1.4. 我的页面 
我的页面包括三个部分，如图 4 所示。 
(1) 模式切换：提供两种不同的模式选择，老年人模式和老年人家属模式。老年人模式注重简洁易用，

提供大字体、高对比度的界面和简化的操作流程；老年人家属模式则提供更全面的功能，如查看已加入

的计划进度、发起计划进度的管理和总回忆集的查看等。这个区域可以设计成一个明显的切换按钮，方

便用户根据需要切换模式。 
(2 )计划进度查看：允许用户查看已加入的计划进度和自己发起的计划的进度。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相

应的计划，查看详细的进度信息和完成情况。这个区域可以设计成一个动态的进度条，展示计划的完成

度和剩余任务。 
(3) 回忆集查看：提供一个总回忆集的查看功能，汇总用户参与过的所有活动信息。用户可以通过点

击回忆集，查看详细的活动记录和相关媒体资料。这个区域可以设计成一个相册式的界面，方便用户浏

览和分享自己的回忆。这个区域可以采用条形图或进度环的形式，直观地展示活动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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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my” module 
图 4. “我的”模块 

6. 结论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对高质量和定制化服务需求增加。因此，创新

旅游产品，发展养生、文化等主题性旅游项目，通过情感共鸣与文化关怀的创新服务模式，不仅提升了

老年人的旅游体验，为老年旅游市场创造良好环境，同时进一步推动老年人福祉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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