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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微信使用情况的质性研究

◆黄旖雯　吕　粤　何荣娟

(广东培正学院,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８３０)

【摘要】为了解老年群体的微信使用特点,探讨微信对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产生的

原因,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对９位年龄在６０~７４周岁的老人进行了质性研究,并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和质性分析

软件 NVivo对访谈资料进行了编码整理.本研究形成了由３３个开放式编码、５个主轴编码和３个核心编码组成的三

级编码,最终得出“微信是通过改变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交来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适应工具”的结论.最后,

本文建议年轻一代主动帮助老年人适应新的技术,同时要注意对老年人的关注应该回归到陪伴老年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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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７０岁阿姨微信被封哭诉会孤独终老”“老年人玩手机

六部曲”“科技进步不应该遗忘老年人”等话题近年来在网

络社交媒体上频频引发热烈讨论。 随着通信网络的迭代和

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已经成为老年人最常用的手机软件之

一。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我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１．１９亿，

占整体网民的１１．５％；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互联网普及率

达４３．２％；老年网民即时通信类应用使用率达９０．６％，在所

有应用类型中居于首位。

微信作为以社交为主的应用程序，多数学者认同微信对

老年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交方面。 任振华对北京和厦门

的老年人进行研究后发现，老年人微信使用程度越高，其人

际交往能力越好，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 胡怡雯指出，与

高龄老人相比，低龄老人对微信的依赖性更高，利用微信来

满足人际交往、信息获取和自我表达的需求更为强烈。 同

时，由于微信包括“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

“微信支付”等多项内容，可以满足用户多种需求，也能够

为老年人提供不同方面的便利。 微信对老年人带来社交的

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除互联网本身存在一定安

全风险外，张阔发现乡村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会出现

人际交往障碍、非理性消费和对网络的精神依赖问题。

老年群体的微信使用具有什么特点，微信是否能有效促

进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以及这些影响产生的原

因是本研究探讨的重点。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对老年群体的微信使用情况进

行质性研究。 选择受访者的条件为：(１)年龄为６０岁及以

上；(２)平时有使用手机微信的习惯或曾经使用过手机微

信；(３)自愿接受本访谈。 综合实际情况考虑，在与受访者

协商后，访谈均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的形式进行。 最终，本

研究共对９位符合要求的老年人进行一对一访谈，其中男性

２人，女性７人。

表１　受访者基本情况

序号 性别 年龄 微信使用年限 常住城市

１ 女 ６４ １０年 广州市

２ 女 ６０ ８年 广州市

３ 女 ６０ ７年 安阳市

４ 女 ６１ ３年 新乡市

５ 女 ６６ ５年 上海市

６ 女 ６６ ７年 新乡市

７ 女 ６７ ４年 驻马店市

８ 男 ７４ ４年 驻马店市

９ 男 ６７ １０年 新乡市

　　２．２　访谈提纲

本研究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列好了包含受访者基

本信息和访谈问题两个模块的访谈提纲。 受访者基本信息

有８项，包括年龄、性别、常住城市、学历、退休前职业、

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等。 访谈问题有９项，包括微信使用

情况、使用微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使用微信后对自身的影

响三个方面。

访谈开始前，研究人员向受访者详细解释访谈的目的、

方法和流程，签订访谈知情同意书。 访谈过程由研究人员

全程录音，当天将访谈录音转换为文字稿，再由２位研究人

员独立使用 Nvivo１２．０进行编码分析。 ９位受访者平均访谈

时间３０分钟，结束后给予一定报酬。

３　访谈资料的三级编码

访谈结束后，由２名研究人员商议并将访谈录音逐字逐

句转录形成访谈文本，通过 NVivo１２．０进行编码，根据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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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编码方式，逐一选取原始语句创建自由节点(开放式

编码)，依据自由节点逐级提取树状节点(主轴编码)，归纳、

提炼成为核心编码，最终构建理论脉络。 编码结束后为检

验理论饱和度，主试继续访谈２位老人，编码结果表明，未

出现新的范畴，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根据整

理分析，本研究形成了由３３个开放式编码、５个主轴编码和

３个核心编码的三级编码结构。 ３３个开放式编码分别为：

用微信支付以后很少用现金；微信总体来说很方便；不方便

见面可以打视频通话；这个年纪觉得功能够用了；熟练后比

较放心；方便联系；丰富娱乐活动；用微信很多年了；自己

摸索和请教子女；喜欢语音聊天；微信好友很多；聊天功能

代替打电话；比较少发朋友圈；不方便语音的时候就打字；

不熟练时觉得很麻烦；担心安全性；几乎每天都在用；朋友

圈点赞评论；不加不太认识的人；不用出门就能解决事情；

追赶潮流；有意控制使用时间；过度使用影响正常时间安

排；离开微信感到不习惯；消息不用马上回复；看得多了眼

睛不舒服；好友主要都是亲戚朋友同学；认识更多的人；点

击太多导致手指疼痛；要在流量上花费很多；担心信息真实

性；低头看影响颈椎；语音转文字没有方言。 ５个主轴编码

分别为：微信使用习惯、生活习惯、社会交往、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３个核心编码分别为：微信使用习惯、生活习惯

与社交的变化、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４　编码结果讨论

４．１　开放编码结果讨论

通过３３个开放编码，对老年人的微信使用情况有了大

致的了解。 ９位受访者使用微信的时间都比较久，其中最

短的有３年，最长的有１０年左右。 在微信的功能使用方

面，所有受访者均较常使用聊天和微信支付功能，少数受访

者对微信的功能使用更加全面，如收藏、翻译、扫一扫等。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微信目前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如

果没有微信会感到不习惯。 微信聊天功能逐步代替了传统

的电话，微信支付功能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人出门时口袋

中的现金。 关于老年人初次使用微信的动机，主要为：找

回很久没联系的同学、朋友；买东西方便，不用带现金；比

传统的打电话方便，不用马上回复，还可以视频；感觉很新

奇，身边的人都在用。 这也基本上符合张涵静概括的老年

人使用微信动机的四个维度：社交动机、认知需求、情感动

机和享受动机。 有少部分老年人会通过微信小程序体验小

游戏或者通过刷视频号消磨时间。 同时，微信对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也有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如面对自己不熟练的操

作会有压力，部分老年人沉迷手机微信等等。

４．２　主轴编码结果讨论

根据对开放编码的３３个初级范畴进行归纳概括，得到

主轴编码的５个主范畴分别为：微信使用习惯、生活习惯、

社会交往、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在微信使用习惯方面，老年群体更倾向使用语音交流，

有时用视频，较少编辑文字；使用朋友圈时更多浏览点赞，

而不是自己发布相关信息。 这与任振华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与老人不熟悉拼音规则，手写过程相对繁琐有关。

在生活习惯方面，微信主要起着积极的影响。 使用微

信支付能避免现金不够或者钱包丢失的窘况；小游戏、刷视

频丰富日常娱乐活动；不方便出门时也可以通过微信订购生

活用品。 以往有研究认为目前老年人在微信支付、购物等

功能上使用率较低，仍固守传统现金交易方式。 这些与本

研究的受访者所表达的观点不一致，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中

的受访者使用微信年限都较久，对于微信的相关功能操作较

为熟练。 这一方面说明微信的熟练使用确实增加了生活的

便利性，另一方面微信的使用也限制了部分非常规用户的生

活。 同时，本研究发现如果老人能将使用微信和自身兴趣

爱好结合起来，更能发挥微信积极的一面。 如６号受访者

之前有跳广场舞的爱好，却因为客观原因无法频繁外出，当

看到适合自己的广场舞教学视频时，他就将视频收藏至微信

中，想跳时就找出视频跟练。 发展爱好的同时也能继续保

持锻炼身体的习惯，从而缓解了压力过大、抑郁等情绪

问题。

在社会交往方面，老年人的微信好友以认识的亲戚朋友

同学为主，通过群聊等渠道，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慢慢扩

大交际圈；即使在不方便外出的情况下，也能通过语音、视

频、朋友圈互动等方式保持良好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减

少孤独感，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例如，独居老人

能通过微信随时与家人、社区等相关人员沟通，及时解决生

活上的问题，减少孤独感的同时也降低了突发的危险。 这

些发现也与任振华“微信帮助老年人开阔眼界，扩大交际

圈”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身体健康方面，部分老年人存在过度沉迷微信的情

况，如睡前刷视频号影响正常休息时间、与好友频繁点赞互

动导致手指不适、眼睛长时间停留在手机屏幕上引起不适

等，增加了视力、颈椎等疾病风险和作息不规律引发的众多

问题。 这与闫毅真的研究一致。 当这些负面影响出现时，

会引起老年人的焦虑感，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在心理健康方面，微信的影响积极与否主要取决于使用

熟练度。 如微信支付方面，５号受访者提到“经常用(微信

支付)，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敢用、不会用……刚开始觉得怕

不安全，这我的钱我也看不到、摸不着，这要是没了咋办

呢？ 后来用的时间长了，觉得也挺好，挺方便……这个用

的时间长了也有了安全感，也没出过错”。 老年人通常在刚

接触微信时，容易有担心害怕情绪，但对微信功能使用熟练

之后，担心害怕情绪逐渐减轻或消失，逐渐体会到微信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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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利。 在消极心理体验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在问到

“认为目前微信的功能是否满足自己日常的使用”时，多数

受访者在回答“满足”的同时将原因归咎到自己的年龄上，

当在使用微信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操作时会加剧对年龄的消极

情绪。 １号受访者回答“也没想啥，也不知道是不是年纪的

原因，‘要是有个什么功能’这种也没有这样想过”。 同

时，１号受访者表示“都是自己琢磨，慢慢研究的，有时候

他们(子女)老是吵，‘你看它干嘛’‘你管它干嘛’，老是这

样说”。 因此，为了老年人在使用微信过程中获得更多积极

的体验，年轻人的耐心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这一观点在以

往研究中也得到颇多共识。 王婉等人在解决老年人面临的

数字鸿沟问题中提出发挥家庭/朋友在解决老年数字鸿沟问

题中的引导作用这一应对策略；李开月也认为家庭是老年人

进入数字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学习的主要场所。

４．３　核心编码结果讨论

对５个主轴编码进一步分析，整合成３个核心编码：微

信使用习惯、生活习惯和社交的变化、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

响。 最终得出“微信是通过改变老人的生活习惯和社交来

最终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社会适应工具”的结论。

微信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当老年人开始使用微信，代表

着其在某些方面与这个时代接轨，开始慢慢适应新的社会变

化。 研究者通过观察部分老年人的朋友圈也发现，他们由

频繁转发他人的文章、视频等逐渐转变为自己编辑内容发

表，体现了他们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适应的过程。 凡事

都有两面性，在使用微信这件事上也不例外。 虽然微信为

老年人的生活带去了很多便利和愉快，如维系家庭情感、增

强自信心、缓解孤独感、增加社会参与等，但同时不可避免

地会有弊端出现——沉迷于社交媒体、过度依赖，或是丧失

主观能动性、危害身体健康等。 像本研究中受访者２号在

评价微信时说到“对，整体上还是很好的，哪有十全十美的

呀，肯定会有点漏洞的，他们都在改进嘛，会越来越好的，

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好的”。 同时微信作为一个工具，它对老

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是绝对的，如何去使用才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一代的子女和亲友起到了重

要的引导作用。

５　质性分析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微信是通

过改变生活习惯和社交来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适应工

具”的结论。 微信使用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

影响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这一方面取决于老年人对微

信使用的熟练程度，另一方面也受到老年人自身对年龄和使

用困难的态度。 年轻的家人和亲友应有意识地帮助老年人

学习如何使用微信，使老年人更多地体会到微信给生活和社

交娱乐活动等带来的便利，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适应智能化

的社会生活。

同时，本研究中部分受访者表示“不方便见面可以打视

频通话，如果有机会当然更希望面对面聊天”，可以看出微

信在情感交流这一过程中起着替代作用。 无论科技变化带

给老年人的影响是怎样的，微信本身也仅是一种交流的工

具，在帮助老年人适应新技术带来的改变的同时，也要时刻

记得对老年人的关注应该回归到陪伴老年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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