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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老年人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设计研究

曹 阳，郑文钰

（郑州轻工业学院，郑州 450002）

摘要：通过用户观察、访谈、测试为主的定性式用户研究方法，对都市老年人社交方式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传统社交

方式已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求。论证了社交网络及游戏对都市老年人社交的促进作用，以此为基础，着重从老

年人在社交行为方式上存在的特殊差异入手，提出了借助于社交网络及3D体感游戏技术构建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

的可行性，并通过设计实践进一步验证。旨在让老年人通过游戏这座愉快的桥梁达到更深层次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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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Game Type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for Urban El⁃
derly
CAO Yang，ZHENG Wen-yu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Through user observation，interview and behavior research primarily qualitative user research methods，it ana⁃

lyzed the mode of urban elderly social investigation，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ode had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so⁃

cial needs of the elderly.It stressfully demonstrated the advantages of promoting elderly people′s soci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SNS and game ways.Emphatically from the old speci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it put forward the feasibili⁃

ty of build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by using SNS and the 3D somatic game，and further verific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practice.It is designed to allow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happy bridge to reach a deep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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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相对隔绝封闭的生活

环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远，阻碍了老年

人的社交活动。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上升，怎样

打破老年人社交障碍，将成为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社会

服务问题的重点和难点。

1 都市老年人的社交需求与障碍

根据零点调查和中脉科技集团联合发布的中国

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显示[1]，见图 1，高居榜首的

看电视、家务劳动、闲坐等生活方式，既不能引导老年

人追求正面积极的情绪，又阻碍了老年人与外界的交

流，不仅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无益，甚至助涨了部分

老年人恐惧社交的消极情绪。

本课题在实际调查中对郑州市区三环以内的20处

老年人聚集比较多的小区、公园进行了走访调研。并

以此为基础，结合Ragheb 提出的“休闲参与”概念[2]，将

老年人日常休闲活动按社交强度依次分为大众传媒

类、文化活动类、技艺类、运动类、社交及户外活动类

图1 我国老年人日常生活主要内容（前5名）

Fig.1 Main content of the elderly daily life in China（to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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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5个类别[3]。同时，进一步选择了7位老年人作为重

点调查对象，将其按照年龄划分为3个年龄段组别，采

用用户日记、用户访谈和观察法等手段，对其日常休

闲活动特点、社交情况、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情况等

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并利用类比分析法分析各年龄

段的老年人休闲活动情况，得出结论如下：（1）随着年

龄的增长，传统的社交方式越来越受限于空间、气候

等因素，已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求。都市老年人

日常休闲活动分析，见图2，55~65岁年龄段的老年人，

休闲方式多集中于运动类、社交及户外活动类项目，

这类老年人乐于与人交往并积极外出运动；而随着身

体健康状况逐渐变差，66~75岁年龄段的老年人，社交

及户外活动类的休闲活动明显下降；75岁以上的老年

人则主要多集中于空白区域内较为封闭的活动方式，

很难与社会及他人接触交流。（2）许多老年人伴有社

交恐惧。一方面，随着生理的衰老和智力体力的下

降，老年人对于社交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都

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相对隔绝的居住环境，造成了

老年人社交的障碍。由于气候、环境、经济、交通、安

全等因素的影响，加之大多数的社交场所缺乏促进老

年人交往的媒介，许多老年人即使外出也回避与他人

交往，陷入交往恐惧的窘境之中[4]。

总体来说，虽然都市老年人渴望社交，但在实现

社交需求的道路上却遇到阻碍。那么，寻求新的途径

打破现有社交障碍以达到促进老年人社交的目的，成

为本课题讨论的重点。

2 网络时代都市老年人的社交新方式

2.1 社交网络对都市老年人社交的影响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社交这种新兴的社交方

式，打破空间环境的局限，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社交活动，建立和经营自己的社交圈，这无疑为促进

老年人社交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2.2 社交网络不能被广泛接受的原因

由CNNIC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来看，截至2012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42.1%，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仅占5.2%[5]。对于社交

网络，为何年轻人可以乐享其中，而老年人虽然有使

用趋势但却频频受阻呢？其根本是因为使用人群的

特殊差异造成的。首先，在对于重点用户的社交网络

使用行为调查中发现，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许

多困难，如操作不便、设置的共同话题不符合老年人

喜好、缺乏能够真实互动并带来快乐的深度交流等。

其次，退休后社交行为发生时间与场所不同、行为能

力减弱导，致社交方式不同等方面的特殊性差异，也

共同制约着老年人对社交网络的接受度。

2.3 游戏与老年人社交

在对都市老年人网络社交的使用行为调查中发

现，老年人的社交需求很丰富，而且许多老年人对于游

戏情有独钟，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德国哲学家席勒

的剩余精力说认为，游戏实质上是释放多余精力的活

动，人对游戏的需求程度与其剩余精力程度成正比[6]。

据此观点来看，老年人退休在家，除了必要的休息和

家务劳动以外，其剩余精力远远多于成年人，因而他

们对于游戏的需求也更多[7]。

概括起来，利用游戏的方式促进老年人交往的优

越性包括以下2个方面：（1）游戏可以减缓生理衰老，强

身健体。例如一名91岁高龄的男性就认为挑战“踩蛇”

游戏比医院的复健更开心，如他一样，许多老年人抱着

“不要输给机器”的想法，在游戏的快乐中不知不觉的

进行了保健 [8]。一款针对老年消费人群的名为WII

Think的脑力游戏机，通过玩者的脑电波活动来控制游

戏，鼓励老年人进行“脑力锻炼”，预防一些老年病症的

发生，见图3。（2）游戏这座愉悦的桥梁是人们社会交往

的促进剂。著名游戏设计师 Jane McGonigal通过对游

戏玩家的研究发现，跟一个人玩过游戏之后，就算在游

图2 都市老年人日常休闲活动分析

Fig.2 Urban elderly leisure activity analysis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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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是对立角色，彼此也会更有好感，原因就在于玩游

戏时所培养的信任。按照相同的规则游戏，追求同一

个目标，并且不会中途退出，实际上一起玩游戏建立了

羁绊、信任、合作的关系，夯实了社交关系[9]。

3 构建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的可行性分析

3.1 技术平台分析

（1）3D体感交互技术的应用。3D体感交互技术标

志着身体语言时代的到来，用户可以通过更自然、更具

表现力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行为和情感。3D体感系统

可以通过识别人的肢体动作，例如摇头、手指点击、手

臂划圈等，并做出预定的反应。这种技术目前在游戏

中应用得比较多，比如WII体感游戏，用户可以通过挥

动手臂来控制游戏中角色击球时的力度和角度，具有

和现实几乎相同的体验。游戏手柄可以配合多种游戏

辅助道具来支持体感操作，如方向盘可以玩开车游戏，

运动板可以玩瑜伽、高尔夫等游戏，手枪模型可以玩枪

击游戏等，见图4。（2）网络电视和数字电视的普及。目

前无线网络被广泛运用在电视上，老年人可以通过电

视上网进行聊天、看电影、玩游戏等娱乐活动。另外，

数字电视机顶盒的普及正适应了以电视为中心的老年

人家庭生活模式，老年人体感游戏可以作为一个收费

的双向节目在都市老年人群中得到推广。

随着科技的发展，3D体感交互技术、网络电视和

数字电视等，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游戏的操作方式，

最大限度地便于老年人直观操作。这为本课题提出

的都市老年人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的设计，提供了技

术支撑。那么构建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打破空间环

境的制约，让老年人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互动，促

成其由回避交往转变为积极交往的良性社交模式的

设想是可行的，见图5。

3.2 设计分析

针对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在社交行为方式

上存在的特殊差异，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的设计需要

对以下3点进行重点分析。（1）共同的兴趣。促进老年

人社交首先要引发老年人主动社交的意愿。例如与传

统文化、医疗、美食、保健等相关的话题，才能够引起老

年人的兴趣以及共同参与的热情，社交平台应针对老

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设定符合老年人兴趣爱好的话

题。（2）游戏的方式。游戏显然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愉

快的交往方式，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游戏可以帮助老年

人实现社交愿望呢？老年人真正渴望的是与现实中的

朋友交往，游戏应借助互联网技术，以打破空间环境对

社交的制约，达到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与现实中的朋

友实时交流互动的目的。游戏的类型应选择易于老年

人掌控的棋牌类或休闲竞技类游戏；游戏的主题应选

择老年人感兴趣的话题，如烹饪、健身、琴棋书画等；游

戏的形式应采用3D体感游戏，便于老年人直观操作，

为交流提供便利。（3）易用性。老年人玩游戏的真正目

的是为了深化交流，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的界面和使

用方式应尽量简洁、便于老年人快速操作；对于初次使

用或者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不好的老年人，应给予简单

明了的引导；针对老年人的特殊视觉需求，在界面的视

觉设计方面，应利用富有特色的大图标代替文字信息

出现，方便老年人直观的选择和记忆；电视应作为主要

应用媒介，鼠标键盘的操作也应被手写、语音及视频等

便捷的使用方式所替代。

总之，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应设置符合老年人兴

趣爱好的话题和游戏主题，并通过3D体感游戏、语音

图3 游戏对体力、脑力的保健

Fig.3 Games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re

图4 WII体感游戏

Fig.4 WII somatic game

图5 都市老年人社交模式转变图

Fig.5 The change chart about social interaction mode of urban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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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对讲、视频通话等便捷方式，达到促进老年人社

交的目的。

4 都市老年人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设计实践

通过对老年人网络社交行为的研究与分析，发现

55~65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对社交网络的接受度较高，

因此设计将这一阶段的老年人作为目标用户。随着

年龄的增长，游戏式的网络社交方式将逐步融入后 2

个年龄阶段的生活之中，以此推动整个老年群体社交

模式的改变。游戏则是社交网络平台的特色，老年人

通过此平台得到快乐，由原先的回避社交变为积极社

交的良性社交模式，见图 6。设计实践是针对设计分

析部分提出的共同兴趣、3D体感游戏方式、易用性等

方面的具体应用，着重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4.1 互动方式设计

设计依托技术相对成熟的WII体感游戏机以及网

络电视或数字电视机顶盒为硬件介质，见图7。老年人

可以通过体感手柄方便地进行游戏、手写输入等，功能

手柄则附加麦克风输入端口，以便老年人进行语音聊

天，同时特别设置帮助快捷键，增加使用的易用度。

4.2 界面视觉设计

在界面风格的选择上，采用Win8简约式的界面

风格，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升界面的辨识率，避免老

年人因为老花眼而错选。为了简化登录，老年人在语

音帮助引导下进行首次登陆注册之后，通过绑定的主

机 IP自动登录。在社交版块中，老年人可以了解好友

动态，采用视频及语音的方式聊天，还可以通过内容

涵盖医疗、养生、美食、运动、旅游、文娱等六大方面的

今日话题版块，与朋友一起评论感兴趣的话题，增加

互动交流的机会。在游戏版块中，设计以烹饪体感游

戏为例，老年人可以通过体感游戏平台，与朋友切磋

烹饪技艺，并通过分享战果的形式促进朋友间的话题

产生。见图8。

5 结语

本课题通过类比分析法分析各年龄段的老年人

休闲活动情况，得出传统的社交方式受限于空间、气

候以及老年人健康程度等因素，已无法满足都市老年

人的社交需求。虽然网络的普及为老年人的社交开

辟了新途径，但使用方式、社交行为、社交能力等方面

的特殊性差异，共同制约着老年人对社交网络的接受

程度。通过对 3D体感交互技术、网络电视和数字电

视等技术的论述，分析了构建都市老年人游戏式社交

网络平台的可行性，并从共同的兴趣、游戏的方式、易

用性 3个角度进行设计分析。在实际课题中，以都市

中55~65岁对网络接受度较高的老年人群为目标用户

进行了设计实践，设置符合老年人兴趣爱好的“今日

话题”版块和“开心厨房”游戏主题，并通过3D体感游

戏、数字电视、语音实时对讲、视频通话等技术，具化

了都市老年人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的设计，为老年人

的社交方式提供了新的选择。然而，老年人游戏式社

交网络平台在游戏主题和目标人群方面有待进一步

拓展，如医疗保健、琴棋书画等休闲娱乐主题，也可作

为合适的游戏主题，设计也应根据不同年龄段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有不同的侧重，这些有待在今后的设计实

践中进行更为多样化的探讨。

图6 游戏式社交网络平台故事版

Fig.6 Storyboard of the game type social network platform

图7 互动方式设计

Fig.7 Interaction design

图8 界面视觉设计

Fig.8 Visual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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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国内不少玻璃设计品牌逐渐成熟并进入

到国际市场，为中国玻璃创意产业的复兴和国际化发

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因此可以推断，中国玻璃创意

设计之路虽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但蕴藏着无限能量

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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