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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画廊在养老机构实施需求性调查研究

●李宝儿　张怡楠　洪雨欣　王昕恬　单妍彦　黄文娟∗

　　

[摘要]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养老,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社交需求成为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老年人参与艺术文化活动对于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

一些老年人参与文体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其生活中缺乏文艺活动.本研究在江苏省内养老机构内随机选取

７０名老年人及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选取五名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探求互动式画廊在养老机构的可行性,

并对其发展提出建议.通过调查发现各个条目结果数据得分平均４．４分,互动式画廊受到广泛需求,能够满

足养老机构老年群体及从业人员需求,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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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已经有一些养老院推行了相关的艺术文化活

动，但大多数活动仍停留在传统的艺术表演和观赏

层面，缺乏真正的互动和参与性。 互动式画廊是一种利用

投影技术将绘画作品投影在墙壁上，以实现更大尺寸展示效

果的仪器。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老年人可以沉浸在艺术(如

舞蹈、绘画、音乐)的世界中，可以感受到更加真实和身临

其境的体验，从而满足老年人不同的审美需求。 互动式画

廊利用交互式屏幕和触摸屏技术，让老年人能够与艺术品进

行互动。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养老机构系统的调研，深入分

析和探讨互动式画廊在养老机构中的实际需求状况。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笔者在２０２４年４月至７月采取随机抽样调查选取江苏

省内养老机构４４位老人和２６位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

问卷调查形式开展系统调查，了解互动式画廊在养老机构的

可行性，分析养老机构的文艺活动现状。 本研究共发放７０
份调查问卷，回收７０份，问卷回收率１００％。 在开展文献

查阅后，笔者设计访谈提纲，完成访谈５人次，总结分析养

老机构文艺活动及互动式画廊的需求性。

(二)统计学方法

调查问卷资料采用SPSS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以频数、构成比

描述。 采取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研究法对５位老人及工作人

员的访谈内容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

(一)老人及工作人员对互动式画廊的需求性调查

在需求性调查研究中，调查对象分别是４４位老人，２６位

工作人员，其中４４位老年人平均年龄为(７３±７．３)，７０～８０岁老

人最多，占比约５２．２％。 ２６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４２±３．２)，男

女比重约为１:６。 互动式画廊需求调查问卷一共１６个条目，采

用Likert５级评分法，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计１～５
分，总分１４～７０分，分数越高，表示对互动式画廊的需求更

大。 需求性调研每项结果显示在(４．３９±０．７１)～(４．７３±０．４７)，

其中老年人参加互动式画廊的积极性、互动式画廊展示艺术的

完整性、互动式画廊需求性、互动式画廊所具有的互动性、互

动式画廊趣味性的数据见表１。

表１　老年人及工作人员对互动式画廊的需求性调查(x－±s)

组别 人数
老年人参加互动式

画廊的积极性

互动式画廊展示

艺术的完整性
互动式画廊需求性

互动式画廊所

具有的互动性
互动式画廊趣味性

老年人 ４４ ４．４８±０．７９ ４．７１±０．４６ ４．６８±０．５１８ ４．７５±０．４４ ４．５２３±０．５１

工作人员 ２６ ４．７７±０．５９ ４．０４±１．００ ４．５±０．５１ ４．２３±０．８６ ４．３８５±０．６４

　　(二)对养老机构的老人及工作人员进行访谈

笔者通过提取５次访谈内容的主题词，直到不再出现新

的主题词，凝练总结出“养老机构文艺现状缺乏创新”“互

动式画廊具备突出优势”“实施普及互动式画廊面临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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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３个主题。

１．养老机构文艺现状缺乏创新

在养老机构中，通过对老年人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

访谈，了解到他们对目前机构中的文艺活动现状感到不满。

具体来说，老年人希望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来

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他们认为现有的文

化娱乐活动种类单一，缺乏创新和吸引力，无法满足他们的

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工作人员也反映，由于资源有限、活动组织不力

等原因，他们很难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文艺活动。 他们

表示，尽管有心改善现状，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和培训，

他们在策划和执行活动时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老年人和

工作人员都希望养老机构能够重视这一问题，增加投入，改

进文艺活动的质量，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２．互动式画廊具备突出优势

工作人员表示，互动式画廊的引入有助于缓解老人的孤

独感和焦虑情绪，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为老人提供更多的

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实现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此外，也有

部分老人提出画廊中的互动环节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使他们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成就感和满足

感。 互动式画廊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的场

所，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他们在晚年生活中

找到新的乐趣和意义

３．实施普及互动式画廊面临的挑战

在访谈过程中，有老人提出了关于确保画廊活动持续性

和多样性的问题，他们希望这些活动能够长期稳定地进行，

并且内容丰富多样，以满足不同老人的兴趣和需求。 此

外，工作人员也表达了他们在组织和引导活动时所面临的方

法上的挑战，他们需要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来激发老人的参与

热情，并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同时，他们提出养老机构

还需要评估和改进画廊的实际效果，以确保活动真正达到预

期的目的，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 这些问题都需要养老机

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探索和解决。

研究结论

(一)互动式画廊在江苏省养老机构需求性较高

本次问卷调查中，女性受访者占比８４．２％，男性受访者

占比１５．７％。 调查表明，无论女性受访者，还是男性受访

者，他们普遍对互动式画廊表现出较高的需求。 此外，根

据受访者的年龄分布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参与情况。 具

体来说，有３７．１％的受访者年龄介于５０～６０岁之间，３２．８％
的受访者年龄介于７１～８０岁之间，而２２．８％的受访者年龄

介于８１～９０岁之间。 这一年龄分布显示了５０～９０岁年龄

段的老年人都对互动式画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进一步揭示

了互动式画廊在养老服务行业的推广可行性。

(二)互动式画廊未来的发展困境

基于数智科技的互动式画廊的持续性发展过程中，信息

技术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挑战。 由于互动式画廊依赖于高科

技设备，如触摸屏、投影仪和感应器等，这些设备可能会出

现故障或需要维护，从而影响参观者的互动体验。 同时，

内容更新不及时也是一个问题。 互动式画廊需要定期更新

展示内容，以保持其吸引力和教育价值。 如果内容更新不

及时，参观者可能会感到乏味和失望。 此外，互动式画廊

在设计和布局上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空间规划不合理可

能导致参观者拥挤不堪，影响他们的观展体验。 互动式画

廊需要较高的技术支持和维护成本，这可能会增加运营负

担，养老机构可通过与智慧康养企业合作，应用其运营、维

护等的优势资源，保障互动式画廊项目的有序开展。

互动式画廊推广应用对策

(一)提升技术，重视发展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互联

网普及率大幅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增强，为互动式画廊的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除了技术基础外，技术人才的

储备也是决定当地对互动式画廊提供技术支持水平的关键因

素。 因而，我国需加大对文化艺术与科技融合人才的培

养，这对于互动式画廊的建设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它如

同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为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而

有力的人才保障。 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深厚的科技背景和专

业技能，还能够深刻理解文化艺术领域的独特需求，将科技

的创新力量与文化艺术的魅力完美融合，共同塑造出具有前

瞻性和创新性的互动式画廊项目。 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为互

动式画廊的建设提供了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和扶持，还

通过构建完善的文化产业服务体系，为项目的顺利推进营造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跨越年龄界限，惠及所有年龄层

要确保这项技术能够跨越年龄界限，惠及所有年龄层，

就必须在设计、实施及后期维护等多个环节上做出精心和周

全的考虑。 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在认知能力、兴趣偏好、生

理条件以及技术接受度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互动式画廊技术的接受程度

和使用体验。

在设计环节，针对各年龄层的需求差异，首先要追求的

是设计的简洁性与直观性。 这意味着在界面布局、操作流

程以及信息呈现等方面，都应避免过多的元素堆砌和复杂的

交互逻辑，力求做到信息一目了然，使老年人能轻松上手，

无需过多的学习成本。 同时，无障碍设计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环，特别是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使用需求。 随着年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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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老年人的视力、听力等生理机能可能会有所下降。

因此，在界面设计上要确保具备大字体、高对比度、语音提

示等无障碍功能，以便他们能够更加方便、舒适地使用这项

技术。

而在后期维护环节，则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用户反馈机

制，及时收集和处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

不断优化和改进技术，确保它能够持续地为所有年龄层的用

户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技术

跨越年龄界限，惠及所有年龄层的目标。

(三)适时更新相应内容

适时更新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互动式画廊

需要定期更新展示内容，以保持其吸引力和教育价值。 如

果内容更新不及时，参观者可能会感到乏味和失望。 例

如，如果一个互动式画廊展示的是历史主题，但内容长时间

不更新，参观者可能会觉得缺乏新意，无法获得新的知识和

体验。 养老机构可以定期举办一系列反馈收集活动。 这些

活动的目的是深入了解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与建议，以便能

够根据他们的反馈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通过这种方

式，不仅能够提升老年群体的归属感，还能够使老年人感受

到自身作为互动式画廊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 这样的参与

感和认同感将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使他们在养老

机构中度过更加充实和愉快的时光。

(四)合理构建空间布局

互动式画廊的设计理念要遵循无障碍原则，其核心目标

是为所有参观者营造一个便捷、舒适且易于使用的空间布

局。 在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身体条件及需

求的观众，确保每位访客均能顺畅地参观并欣赏艺术作品。

完善设计过程能够优化场地规划与设计。 设计人员需对养

老机构的现有空间进行合理规划，选择或改造适宜的区域作

为互动式画廊区域。 该区域应具备良好的采光条件、适宜

的温湿度控制以及便捷的无障碍通道，确保老年人能够安

全、舒适地参与活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将互动式画廊引入养老机

构所带来的诸多积极影响。 通过综合分析可知，互动式画

廊在养老机构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和高度的可行性。 这种新

型的艺术形式不仅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够

有效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展望未来，随着科技

的不断进步和养老服务模式的不断创新，互动式画廊有望在

养老机构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这些技术的应用将使艺

术展览更加生动、有趣，从而提升老年人参与艺术活动的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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