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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养老已成为发展趋势，由于科技恐惧症，老年人对新技术持消极态

度，而数字阅读迎合了他们的精神需求，通过界面的优化设计可提升老年人对数字阅读产品的接受和使

用程度，改善老年人的科技恐惧症。方法 通过文献搜集和整理，分析智慧养老背景下老年人数字阅读

界面设计的研究现状，从智慧养老和老年人科技恐惧症入手，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阐述。结论 总结了

国内外智慧养老研究现状，从老年人自身、技术及环境三方面分析了影响老年人使用科技的因素，将目

前老年人界面设计研究概括为三个主题：认知研究、需求研究和用户体验研究，并从结构框架、交互和

表现三个层面探讨了老年人数字阅读界面设计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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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Interface Design of Digital Reading for the  
Elder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Pension 

HE Can-qun, TAN Xiao-lei 
(Hohai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population, smart pension has become a development trend. However, the elderly 
hold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new technology because of technophobia. Digital reading meets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interface, the elderly’s acceptance and use of digital reading products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technophobia of the elderly can be treated. Through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digital reading interfac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pension was analyzed, 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were elabo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pension and technophobia of the elderly. The status 
quo of smart pension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has been summari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by 
the elderly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lderly,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inter-
fac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is summarized into three themes: cognitive research, need research, and user experience re-
search. Moreover, the research trend of digital reading interfac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is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structural framework, interaction 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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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中国发展报

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指出，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将持续至 2050 年，因此

积极、科学、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老龄

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智慧养老利用信息技术产品实

现资源的有效对接和分配，提升了养老服务质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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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为社会的研究热点[1]。随着老年人文化素养和

知识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相应增

加。然而老年人对智能产品和信息技术存在陌生、排

斥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科技恐惧症，使智慧养老

的发展受到阻碍。而传统媒介逐渐被以数字阅读为代

表的新事物取代，老年人接触、学习新知识的途径受

到限制，因此改善老年人数字阅读效果和体验成为了

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数字阅读的研究对象以年轻

人为主，他们接受程度高，适应能力强，研究内容也

多集中在阅读需求、阅读工具、图书馆服务、内容推

广等方面，缺少针对老年人阅读界面的研究。本文着

重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智慧养老发展背景下老年人

科技恐惧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对老年人数字阅读界

面设计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其分析结论对老年人

界面设计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智慧养老 

1.1  国内智慧养老研究现状 

智慧养老区别于传统养老方式，它与信息技术的

发展密切相关。目前的国内学者对智慧养老的定义有

不同的理解，如张丽等（2019 年）认为智慧养老应

用现代科技实现养老资源的跨界供给与融合，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2]；白玫等

（2016 年）则认为智慧养老结合了传统养老方式，

通过现代技术构建健康舒适、安全便捷的养老环境，

满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3]。需求和技术是智慧养

老的核心，围绕这两点，国内学者针对身体和精神需

求、需求与供给、产业与政策、宣传和认识等问题展

开了探讨。 

1.1.1  精神需求逐渐得到重视 

老年人的需求是养老服务的根本，除身体健康

需求外，智慧养老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和文化需

求。张泉等（2019 年）提出智慧养老的四类核心需

求：健康、安全、辅助和护理，其中健康需求包括精

神健康，倡导应关注老年人的孤独、情绪调节和移情

关怀[4]。张丽等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老年

人的需求还应包括情感需求、受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

需求[2]。从积极老龄化的角度来看，围绕健康、参与、

保障三大维度，健康维度又包括心理健康，参与维度

包括智力支持和精神陪伴，保障维度是对老年人社会

参与的保障[5]。老年人群体长期处于社会边缘，自身

生理机能的退化和来自家庭的养老压力使得他们的

生活面临着诸多困境，更加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和孤独

感等心理问题。智慧养老的生态系统包括精神文化和

休闲娱乐服务，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社会参

与度。 

1.1.2  需求与供给失衡 

传统养老模式服务资源的严重短缺，包括养老领

域人员缺口大、人才素质低、服务管理混乱等问题，

造成了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失衡。智慧养老基于养

老模式的创新，借助大数据与信息技术改善服务管理

的粗放问题，实现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6]。同时，

智慧养老依托信息技术增加了服务的需求方和供给

方之间信息交流的及时性和有效性[2]：一方面老年人

的真实需求得到重视；另一方面，面对庞大的需求市

场，尤其是精神文化需求，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方仍

显得力不从心。 

1.1.3  顶层设计缺失，产业难落地 

自 2017 年工信部等部门联合颁布《智慧健康养

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以来，各级各

地政府相应出台了各种政策文件，推动智慧养老产业

发展[1,7]。然而养老产业与智慧经济的融合存在融合

时间短、融合壁垒大等问题，相关政策文件又缺乏有

效的针对性，导致现有智慧养老产业集中在医疗服务

和公共设施领域，文化、娱乐领域产业的发展受到限

制，且盈利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难以实现真正的产

业良性发展。加之顶层设计的缺失，导致智慧养老行

业缺乏标准和规范，空有政策支持，相关产业却难以

落地[8-9]。 

1.1.4  智慧养老认识薄弱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老年人接受新事物和运用

信息技术的能力得以增强，这是智慧养老的有利条

件[10]。老年人获取信息的途径较为单一，接触智慧养

老资源的机会也少，并且以家庭、社区为主的养老环

境限制了老年人群体间的沟通交流。另外，地方政策

宣传力度和落实程度的不同、个体文化水平的高低也

造成老年人对智慧养老认知的差异。总体来说，老年

人对智慧养老的认识仍较为薄弱，而思想观念对人的

行动具有导向作用，对智慧养老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接受程度[11]。 

1.2  国外智慧养老研究现状 

“智慧”养老中的“Smart”在国外指“智能”。

早的“智能”养老来自于英国的“智能”家居服务，

其主要目的是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远程监控、

智能提醒等便捷性的功能 [12]。国外进入老龄化社会

的时间节点较国内更早，因此有关智慧养老的研究

更加多元化，除了智能家居外，国外与智能养老相

似或相关的概念还包括就地老化（Aging in Place）、

积 极 老 龄 化 （ Active Ageing ）、 老 年 人 福 祉 科 技

（Gerontechnology）等[9,13-14]。这在扩宽老年人问题

解域的同时，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值得国内借鉴和

参考。 

1.2.1 “智慧”养老的历史背景 

近代养老服务是一种社会对退休人员的公共保

障服务。自 19 世纪 60 年代末，由于超过 50 岁的人



第 41 卷  第 20 期 何灿群等：智慧养老背景下的老年人数字阅读界面设计研究综述 59 

 

口急速增加，以及新兴劳动力的更替，退休成为一种

新兴的历史现象[15]。20 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劳动力

资源短缺，导致各国不断推迟退休的具体年龄，使退

休人群多为 55 岁，甚至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16]。当第

一代婴儿潮出生的人成长到 50 岁以上，这部分人口

开始被整个社会关注，而为这些老年退休人员所设计

的养老服务成为了重要的社会服务之一。为了更好地

服务老年群体的退休生活并降低社会成本，信息科技

技术 [17-18]及生活辅助技术 [19]成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

量的主要科技手段。 

1.2.2  以医疗保健为主要目的 

与国内学者研究智慧养老的资源、模式、产业不

同，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加关注老年人自身及所采用的

技术，研究多集中在智能家居、辅助技术、医疗保健、

远程监控等领域，以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为主要

目的，如 Pal 等人（2017 年）讨论了三十一项智能家

居的研究，其中有十八项（约 58%）旨在提供某种医

疗服务[20]。此外，国外学者同样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需求，研究通过各种途径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联系、

降低他们的孤独感，比如通过服务设计改善老年人的

生活方式[21]。 

1.2.3  强调“家”的概念 

不管是就地老化、智能家居，还是远程医疗服务

等概念都强调了老年人个体在“家”里的独立生活。

这里的“家”的概念更接近于房屋、住所。老年人随

着年龄的增长也更愿意待在“家”里[22]，因此影响老

年人接受以“家”为核心的智能技术的因素成为了研

究重点。如 Majumder 等人（2017 年）认为智能家居

的主要目标是让老年人在便利的家庭环境中享受医

疗服务，尽可能减少老年人去昂贵的医疗中心的次数

或停留时间，使其拥有独立和积极的生活[23]。Pal 等

人（2018 年）从医疗保健角度评估老年人使用智能

家居的意愿，认为努力期望、专家意见、感知信任和

感知成本具有正向效益，是影响老年人接受行为的关

键因素[24]。智能技术强调以“家”为核心，要求技术

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以支持有复杂需求的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该目标往往通过家庭监测技术来实现。然

而 Liu 等人（2016 年）发现，智能家庭和家庭健康监

测技术的技术准备水平仍然很低，缺乏真实环境下的

考量，且忽视了与智能手机的结合使用[25]，因此有待

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1.2.4  强调积极的社会驱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积极养老作为一种社会的激励

手段不断地塑造着老年人在意识形态上对养老概念

的认知。加拿大学者通过对新闻媒体材料的文字分析

发现，早期积极养老的概念是以否定身体机能正常退

化为隐性前提，鼓励通过积极的体育和社会活动来延

缓中年生活状态，同时，需要个人来承担没有积极养

老的后果，并将没有积极面对养老的人视为逃避老龄

化的“脆弱的大人”。讽刺的是，同时期加拿大的政

策还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福利[26]。积极养老更应该是

社会各个群体所承担的责任[27]，这种虚幻的鼓励其实

并没有帮助社会实现积极养老的目标。伴随国际社会

逐渐深入探索如何通过科技手段帮助老年人实现积

极老龄化，更多研究证明社会和集体的支持对老年人

学习科技并实现自主生活[28]、降低自我孤独并提高社

会参与[29]有着突出的贡献。另外，从社会整体层面去

规划整个科技服务过程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学习新科

技的积极性。面对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市场，群体中的

差异性也越来越大，为了平衡其中个体差异和全局共

性，需要针对老年人对科技服务的感知需求，并考虑

科技服务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从而整体提高

老年人对科技服务的接受程度[30]。 

1.2.5  重视隐私和安全 

智慧养老的相关概念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

在享受信息技术便利性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风

险。大多数智慧养老的系统和架构忽视了信息安全问

题，设备的身份验证方案简单，用户的防范意识薄弱，

因此很容易造成信息泄露。Pal 等人（2018 年）在分

析老年人使用智能家居的意愿时，同样提出医疗智能

家居服务中的数据隐私和整体信任问题是一个需要

更详细分析的重要因素[24]。Connelly 等人（2014 年）

提出了一个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隐私框架，该框架研究

老年人对被监测活动的敏感性和数据接收者之间的

影响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老年人会接受监控技

术，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使用这些技术[31]。另外，

还存在一些与用户隐私有关的伦理问题。Alam（2012
年）认为远程医疗改善了医疗保健行业，但它也带来

了一些如隐私信息易被获取等问题 [32]。Piau 等人

（2014 年）提出，人们可能会担心科技会取代人际

交往、侵犯隐私和机密、失去自主权，以及其他道德

方面的问题[13]。隐私和信息安全不仅影响了老年人对

于智能技术的态度，同样影响了他们对于服务的供给

方、服务平台及社会的信任度，这些对于智慧养老的

发展非常重要。 

2  信息科技与老年人科技恐惧症 

2.1  老年人使用技术的影响因素 

信息科技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人们在思考如

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时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信息技

术，将其作为解决与老龄化相关问题的可能手段[33]，

智慧养老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养老手段。在大多数国

家，老年人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和适应能力都落

后于年轻人[28]，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受到各种复杂因素

的影响[34]，成为了目前研究的重点。技术的使用不仅

涉及到个人的能力、态度和观念，还受到环境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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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Wagner 等（2010 年）认为对于老年人使用技

术的研究应该考虑到三个因素及其交互作用：老年

人、技术使用（行为）和环境，其中对环境的概念定

义为“硬件、软件、人的交互和使用环境”[35]。笔者

提取环境概念中的软件、硬件和使用环境，与技术使

用（行为）结合作为技术因素，将人的交互作为环境

因素，并以此为分类依据，将老年人对科技态度的影

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划分为三类：对老年人自身因素的

研究、对技术因素的研究和对环境因素的研究。 

2.1.1  老年人自身因素 

老年人使用技术受到个人能力、观念、感知和态

度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

极作用，且容易被忽略。老年人自身因衰老导致身体

机能和认知能力下降，他们感知到自己的衰老和由此

带来的学习困难[36]，从而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学习这种

技术，这让他们对新技术产生了排斥心理。Chen 和

Chan（2013 年）在研究中提到，自我效能感、身体

和认知能力、知识等个人属性对老年人的态度和行为

具有重要影响，自我评估的积极态度会鼓励、促进老

年人对技术的使用，而缺乏知识和机能受损可能会妨

碍他们使用技术[37]。Kamin 等人（2017 年）考察了

主观技术适应性与老年人技术使用之间的关系，得出

了老年人使用技术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其相关动机资

源的结论[38]。此外，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对于他们使用

技术也有影响，Turner 等人（2007 年）研究了老年

人对他们学习互动技术时遇到的困难的阐述，除了年

龄因素，焦虑和疏离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39]。另外，

技术的成本附加费用过高时，经济状况也是制约老年

人使用新技术的一个重要因素[40-41]。老年人生理机能

的退化是阻碍老年人使用技术的直接原因，也是外显

因素，而潜在的内在因素的影响更加隐蔽却往往程度

更深，与老年人使用技术的内在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

也呈上升趋势。 

2.1.2  技术因素 

对技术因素的研究主要针对老年人随年龄的增

长而产生的自然生理和认知变化，包括视力、听力和

精神运动协调等能力的下降，这种变化导致老年人对

于技术产品有着特殊的需求和顾虑。例如，在计算机

和网页界面的设计中，使用更大的字体、特定频率范

围内的声音和不需要精确鼠标移动的布局等会更适

合老年用户。同样，认知的变化，如注意力持续时间

缩短、记忆力下降、空间能力变化等，都会使其对界

面产生新的需求，满足老年人需求的界面能够减少干

扰，提供记忆线索，并且易于他们学习和理解[42]。另

外，像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包容性设计等设计思

想也作为一种中介因素，将技术与老年人联系起来，

在实现一般可用性的基础上，可满足老年人的特殊

需求[30]。 

2.1.3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主要指老年人与其他人的交互作用，包

括家庭联系、社会支持、培训机构、线上线下的社群

活动等在内的影响因素。老年人使用技术不仅受个体

特征的影响，还受到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环境的影响，

而这些又受到社会对老龄化的定义和公众对老龄化

的看法的影响[43]。环境因素与老年人自身因素的相互

作用非常明显，如老年人认为自己太老而不能学习新

东西的观点可能来自自身，也可能受到他人观念的影

响，社会环境在鼓励（或阻止）这种意图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28]。老年人学习新技术的动力往往来自年轻晚

辈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帮助他们更快地掌握使用的

技巧，但也可能因为年轻的晚辈不了解老年人所面临

的学习速度、风格和困难而产生“不耐烦”，从而引

发老年人的排斥心理。技术可以创造社交联系的机

会，帮助老年人缓解社会孤立和孤独[18]，而社交联系

不紧密、支持的匮乏会成为老年人使用技术的障碍。 

2.2  老年人的科技恐惧症 

老年人的科技恐惧症普遍存在[44]。老年人对技术

应用既抱有积极态度，也存在消极态度，当消极态度

发展到一定程度，老年人在对技术使用持否定态度，

或拒绝使用科技产品时，就形成了“科技恐惧症”。

老年人的“科技恐惧症”是指老年人个体对使用新科

技产品或服务的排斥、恐惧心态[33]，其形成原因与技

术使用的影响因素类似，即与老年人自身能力、社会

支持和技术产品适老化三个方面紧密相关。 

2.2.1  老年人知识素养与技术发展脱轨 

近年来，新技术、新事物在极短的时间跨度内不

断涌现，且更新换代频繁，对技术知识和信息素质的

要求超出了部分老年人的能力[44]，直接导致老年人

对科技的接受度较低。同时，老龄化社会存在反向社

会压力增大、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降低、代际数字鸿

沟扩大[10,44-45]等问题，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但

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在不断下降、逐渐边缘化，造成老

年人心理状态的消极和敏感。面对科技产品，他们的

耐心和信心更低，一旦遭遇阻碍，更容易产生消极心

理[46-47]，进而引发“科技恐惧症”。 

2.2.2  科技服务聚焦于技术而非老年人需求 

早期的老年科技服务并不是以老年人为中心而

设计的，或者说，并没有将老年群体视为科技服务的

受众，此时所谓的科技养老更属于一种基础公共服

务 。 国 外 学 者 在 分 析 英 国 老 年 ICT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术时提出，

虽然政府在图书馆、学校、博物馆等公共领域为老年

人提供了很多的科技设备，但公共区域其实是距离老

年人 远的生活圈，而反观距离老年人生活较近的社

区却很少有科技支持 [48]。技术应该为人的体验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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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科技养老不能仅仅只关注技术实施的便捷性。对

于老年人而言，体验的重点在于关怀和自我认同，科

技需要主动适应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而不是让老年人

去适应科技本身[49]。 

2.2.3  科技产品适老化设计不足 

新兴的科技产品或服务往往追求技术的先进性，

却忽视了对普适性、适老化的要求，缺乏对老年人的

需求和特点的关注，给老年用户带来了诸如程序复

杂、不便操作、不能满足高层次需要及隐私安全等方

面的问题。例如 Slegers 等人（2009 年）提出，考虑

到老年人因年龄增长导致身体机能逐渐降低，科技产

品的设计更应趋于人性化，降低学习的认知负担，提

高产品的易用性[50]。智慧养老、积极老龄化、互联网

+养老等概念的产生，为解决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可能

的有效方案，同时也对社会环境和技术产品服务提出

了新的要求，如能有效解决老年人的科技恐惧症问

题，将是推动智慧养老发展的一大举措。 

3  老年人数字阅读界面设计研究 

3.1  老年人数字产品中的界面设计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正成为数字产品主

流用户的一部分 [51]。智慧养老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实

现养老模式的创新，数字产品和服务成为老年人接触

的主要技术产物，其中产品界面是直接影响老年人使

用的重要因素。然而，许多老年产品追求功能实用

性，忽视外观设计[52]，尤其是产品的界面和交互。张

郅政等（2020 年）根据经济、知识、价值和心理特

征将老年用户分为四类，分别代表老年用户的物质因

素、认知理解因素、需求欲望因素和用户体验感性因

素[53]。除经济因素外，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对老年

人数字产品界面设计的相关研究可以划分为认知研

究、需求研究和用户体验研究。 

3.1.1  老年人认知老化 

老年人的认知衰退主要反映为感知觉、思维和记

忆等能力的退化，生理特性的变化造成老年人心理情

感因素的敏感和脆弱，产品的界面设计应符合老年人

的认知特征。Hawthorn（2000 年）总结了老年人认

知衰老的表现特征和这些因素对 HCI 界面使用的影

响，为设计人员提出了针对老年用户的界面设计建

议[42]。白学军等人（2020 年）分析了老年群体的认

知老化特征，强调了色彩对比、声音强度、编码的存

储和提取、触感强烈和交互意义的重要性，并提出了

老年产品界面的适老化设计原则 [52]。丁明珠等人

（2020 年）研究了手机新闻客户端在信息接收、逻

辑引导、记忆减负和自然交互等方面的界面优化[54]。

Rot 等人（2017 年）基于认知老化理论，认为在信息

搜索界面中，围绕标签或关键字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

减少与技术年龄相关的效率差异。 

3.1.2  老年人特殊需求 

老年人对产品界面的特殊需求，除与认知老化相

关外，还与老年人的自我感知和情感状态有关。刘源

等人（2015 年）提出了场景式界面设计，从而增加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趣味性和情感价值，并帮助老

年人保持心态年轻化[55]。徐育文等（2017 年）通过

Kano 模型将老年用户需求和界面设计属性进行了重

新匹配，从而提高设计资源的利用率[56]。Gonçalves
等人（2017 年）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针对老

年人的自适应用户界面设计方法，并构建出完整的开

发方案，通过多元化设计框架灵活地满足不同老年用

户的需求[57]。 

3.1.3  老年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是近年来老年用户界面设计研究的热

点[58]，老年人使用界面的体验和满意度、界面的有用

性和易用性受到了更多关注。姚江等人（2015 年）

基于感官识别体验、功能认知体验和行为关联体验与

产品界面交互的关系，总结出体验视角下老年产品界

面交互设计原则[59]。Kalimullah 等人（2017 年）考虑

老年人使用的便利性对用户界面的设计元素进行了

改良，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年用户的用户体验，

并有利于增加老年人对智能健康技术的使用 [60]；同

样，Portz 等人（2019 年）在研究中发现改善用户界

面设计有利于提高用户体验，提升可感知的价值，并

可能增加老年人使用医疗健康门户网站的意愿 [61]。

Haddad 等人（2014 年）研究了文化背景对老年人使

用界面的影响，发现相比于白种人，东亚人群更加偏

好于信息丰富的用户界面，在使用此类界面时他们的

焦虑程度更低[62]。 
老年数字产品的界面设计研究现状，反映了从将

老年人作为产品的特殊用户群体到产品主流用户的

思想转变；近几十年来，无障碍设计、通用设计、包

容设计、老龄服务设计等理念的生发和流变，也体现

了各界对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的各类需求的思考和

应对[9]。 

3.2  老年人数字阅读界面设计研究 

互联网时代，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技术的进步和

产品的更新迭代迫切要求老年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

技能，老年人科技恐惧症的形成也受到老年人知识更

新渠道缺乏或不畅的影响[47]。传统的媒介由于其信息

的滞后性、容量的有限性以及成本等的限制已经不适

应当前要求，数字阅读成为老年人学习知识、交流信

息的新选择。 

3.2.1  数字阅读 

数字阅读区别于传统纸质出版物，实现了阅读对

象和阅读方式的数字化[63]，与之类似的概念有移动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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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虚拟阅读[64-65]等等，柯平（2015 年）在辨析了

与数字阅读相对、相近及相关的三类概念之后，认为

数字阅读是在数字文本和数字媒介的基础上获取知

识信息的一种阅读活动和文化现象[66]。 
与数字阅读相关的研究内容包括与传统阅读的

比较研究[67-70]、数字阅读的推广研究[71-72]、阅读平台

服务模式研究[73]等。其中，与设计领域相关的研究内

容主要集中于数字阅读的载体即阅读工具的设计[74]、

与数字阅读有关的交互界面设计 [75-77]和用户体验研

究[78]。现有研究的目标用户中，年轻读者占绝大多数，

而随着老年读者逐渐从传统阅读方式向数字阅读方

式过渡[79]，与老年人数字阅读的相关研究开始增多。 

3.2.2  老年人数字阅读的特殊性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9 年

我国接触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成年国民中，60 周岁以

上人群占 5.3%，2016 年为 3.0%，可见我国老年人的

数字阅读接触率呈现上升趋势。老年人通过阅读增

加知识积累，有利于增强自我价值感、缓解孤独和压

抑[80]；而数字阅读顺应智慧养老趋势，扩大老年人知

识获取途径，帮助老年人更好、更快地适应时代发展。 
与年轻用户相比，老年人在数字阅读方面存在其

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阅读过程缓慢，

这主要与老年人的认知老化有关，包括阅读时的交互

操作、信息的搜索和加工等；二是阅读内容单一，由

于数字出版行业对老年读者不够重视，导致老年人数

字阅读资源匮乏，不能全面地满足老年人的阅读需

要[81-82]。对于后者，健康和医疗信息是老年人关注

多的内容[83]；而对于前者的研究，以老年人数字阅读

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主，少有从界面设计理论视角出发

的系统思考。 

3.2.3  老年人数字阅读界面设计要素研究 

界面是人与产品间传递和交换信息的媒介[84]。白

学军（2020 年）将老年产品的界面设计要素总结归

纳为结构框架层、交互层和表现层三个方面[52]。该标

准同样适用于老年人数字阅读界面设计的研究现状

分类：结构框架类主要研究书籍的目录和导航结构，

与老年人的信息认知有关；交互类研究老年人与产品

间的互动操作；表现类研究界面的信息呈现方式，以

视觉通道的显示为主。 
1）结构框架类研究。数字阅读的结构框架包括

阅读目录索引、导航模式、进度定位、章节跳转和电

子书签等方面。数字阅读所具备的快速链接或搜索功

能是纸质阅读无法比拟的[85]。郑方奇等人（2015 年）

认为在数字阅读中，页码显示要比进度条更能清楚、

准确地反映所处进度[63]。侯冠华等人（2018 年）研

究发现，相比于树形结构，扁平化结构更具备可用性，

有利于提升老年人数字阅读的效率和情感体验[86]。司

国东等（2014 年）提出移动阅读工具的导航界面因

显示尺寸的限制通常占用极少的屏幕空间，或者采用

隐藏式导航形式[85]。功能简洁性是老年人设计的必要

原则，而结构框架的诸多功能在提升数字阅读的可操

作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性的问题。Li 等人（2013
年）在数字阅读的交互工具栏中增加视觉线索图，从

而提高了导航性能和阅读效率，认为视觉线索图有助

于认知地图的构建[87]。这可能是有利于老年人进行数

字阅读的导航方式。 
2）交互类研究。老年人数字阅读界面的交互设

计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以减少老年人操作难

度为目的，通过诸如减少界面的操作流程和信息输

入 [52]、简化操作手势[54]、避免双击选择和键盘的使

用[88]等方式简化交互操作。另外，操作的简化减少了

出错的可能性，有利于减低老年人对使用数字产品的

挫败感[89-90]。二是提供辅助功能，通过设置操作引导、

自动纠错、问题帮助[52]、提醒标签、自动协助[57]等

功能，协助老年人进行交互操作，减少思考和操作的

压力 [90]。三是加强反馈，由于老年人感觉器官功能

衰退，感受信息的反馈更加迟钝，所以需要通过对交

互界面中信息内容的放大和强调来增强老年人的感

知[54]，或是运用多感官渠道来加强信息的反馈。例如，

老年人的视力会随年龄增长严重下降，甚至丧失，与

盲人无异，通过触觉的振动、静电刺激比视觉反馈更

加有效[91-92]，或者运用声音实现信息的传递与反馈，

如听书的阅读方式。数字阅读比传统纸质阅读拥有更

多的交互空间和可能性，做笔记、加书签、重点标记

和剪裁等在数字载体上都可以轻松实现。通过良好的

适老化交互设计才可能为老年用户带来优于传统阅

读的体验。 
3）表现类研究。数字阅读的界面表现主要包括

文字、界面布局，同时受到显示亮度、文字和背景的色

彩、饱和度等因素的影响。首先，阅读可用性中有两

个与文字相关的重要概念：一是易读性（Legibility），

指 文 本 能 够 被 识 别 的 程 度 [93-94] ； 二 是 可 读 性

（Readability），指文本的含义能够被理解的难易程

度[95-96]。文本字符的可读性和易读性会影响用户的阅

读效率和他们对设备的满意度[97-98]，老年人的视力退

化和精力下降导致他们对文字内容的可读性和易读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Wang 等人（2008 年）提出，

由于汉字方形的独特性和单位面积内笔画较多，较大

的字间距和行间距将显著提高老年人文本可读性的

主观感受[99]。Darroch 等人（2005 年）发现老年用户

的对字号大小的主观偏好差异更大，并认为考虑老年

用户设计时应使用更宽的字号范围 [98]。侯冠华等人

（2018 年）进一步研究了字号、字间距和行间距对

老年人数字阅读的影响，发现过分增加间距会导致

视觉信息加工时眼跳的距离增加，导致阅读体验先

升后降，同时，字号的增加减少了文字呈现的数量，

降低了阅读的连贯性，因此字号和间距并非越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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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100-101]。除字号和字间距、行间距外，周爱保等人

（2005 年）通过研究发现，汉字的字体对认知加工

的影响非常显著[102]，Bernard 等人（2001 年）也发现

衬线字体通常比无衬线字体更受老年人欢迎[103]，而

目前针对字体对老年人数字阅读的影响作用研究仍

然较少，值得深入探讨。其次，数字阅读相比传统阅

读内容更加丰富，图片信息更多，需要适应不同尺寸

的显示界面。老年人注意力容易分散，为了避免阅读

被打断导致遗忘、疲劳和阅读速度降低[104]，保证良

好的阅读体验，合理灵活的界面布局至关重要。唐佩

璐等人（2019 年）研究了新闻软件的图文布局，发

现左文右图布局的浏览效率优于左图右文，而上文下

图或上图下文构建的图片较大，信息密度较小，不利

于阅读效率的提升[105]。老年人受固有认知和阅读习

惯的影响，更适应传统阅读的排版方式，相关研究应

该更多考虑如何在符合老年人认知特征和传统阅读

的布局方式间达到平衡。再次，色彩和饱和度、亮度

等因素对阅读效果的影响是综合性的[106]。颜色是在

显示界面上对信息进行编码的有效方法，前景色（文

字色彩）和背景色的不同组合能产生不同的视觉效

果。Pastoor 等人（1990 年）研究了数字文本易读性

的主观偏好影响因素，发现在主观评价和阅读效率两

个标准上，颜色、饱和度和亮度等因素对文本阅读的

影响并不显著[106]，Garcia 等人（1996 年）的研究支

持了这一结论，他们发现色彩对文本显示可读性的影

响差异并不显著，可读性 高的色彩组合仍是白底黑

字[107]。老年人对色彩的辨识度下降，对光线变化的

适应能力逐渐丧失[108]，色彩和亮度等因素对于老年

人数字阅读的影响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针对老年人数字阅读的界面设计研究

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仍显不足。数字阅读离不开信息

技术、数字产品和互联网产品等概念范畴，针对老年

用户的智能设备、APP、网页、新媒体等领域的界面

设计研究，在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结论上与数字阅

读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触类旁通。另外，用户体

验是老年用户交互界面研究的发展趋势，除了上述的

研究内容以外，界面的动效动画[109]、老年人的情感

化设计[84,110]、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的差异对老年人

阅读的影响等[67,111]同样具备研究的价值。 

4  结语 

从相关领域的发展和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智慧养

老推动了老年人从传统阅读向数字阅读的转变，但在

老年人技术使用和界面设计领域积累的丰富研究经

验和成果，并没有被有效地利用在老年人数字阅读界

面的研究中。总体而言，数字阅读可满足老年人的精

神文化需求，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科技恐惧症，推动智

慧养老发展，但目前并没有针对老年人数字阅读界面

设计的系统性研究。有学者认为老年人问题具有广泛

的综合解域 [9]，但已有的相关研究多来自于图书情

报、心理认知和老年人健康领域，缺少专业、系统的

设计理论指导，研究内容过于分散和片面，难以形成

有效的研究范式，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重视设计

思想的指导作用。“设计”具有先天的交叉性和开放

性，已逐渐成为了一个跨学科、跨专业和跨组织的创

造性活动，设计研究的介入，为更好地解决老年人问

题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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