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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微信、玩游戏、看短视频、刷朋
友圈点赞留言……愈来愈多的老年
人喜欢上了智能手机。他们大规模
地“触网”，其中还不乏成瘾者，沉迷
于网络，与现实脱节。

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天下事，社交
和购物都可以从几寸大的手机上完
成，互联网带给老人一种全新生活方
式的同时，也让一些老人重度依赖网
络，他们每天除了基本生活之外，把时
间全部消耗在网上。

然而“能”上网并不意味着“会”
上网，从传统信息平台切换到纷繁复
杂的互联网平台，老年人难免会晕头
转向。从表面上看，老年人的生活似
乎因为网络而充实起来，几乎所有的
事情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但是老
年人对虚假信息缺乏辨别力。社交
的缺乏、情感的落寞，加上对健康的
焦虑，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网络信息
影响。

一位六旬女粉丝被短视频平台
的“假靳东”欺骗感情而离家出走的
新闻让网友唏嘘不已。部分老年人
沉迷于网络小说、短视频或游戏不能
自拔，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瘾“老年”；

“食醋能洁白牙齿”“多吃辣容易得阿
尔茨海默病”“戒烟之后身体更
坏”……在各种“震惊体”和养生类文
章面前，老年人往往成为谣言传播的

“易感人群”；还有些老年人平时省吃
俭用，却在网络中被虚假投资利诱、
被仿冒亲友诈骗。

“无根据的事例、不科学的结论、
粗糙的剪辑画面”，这些看起来漏洞
百出的文章、视频为何能得到“银发
族”的青睐？仔细推究，当面临海量
信息时，老年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思
维定式和生活经历所限，表现出对信

息的选择、理解、质疑以及思辨的反
应能力也较为有限。

老年人对手机依赖的程度如此
严重，和在现实生活中无人
关照，易感孤独，缺乏现实寄
托有关。网络填补了部分老
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
失，成为了他们的情感寄托，
有网友评论：“这种原理就
跟某些人打着卖老年保健
品幌子骗老人的钱一样，老
人也不至于不知道那些药
没吹的那么好，只不过是想
被关心罢了。”

然而据了解，相对于农
村留守老年人容易在网络上
迷失自我，城市老年人由于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稍高，媒
介素养也相应提高。课题组
在城市家庭入户调查时，向
受访者展示了8条典型的网
络谣言，结果显示，老年人能
够识别其中4.01条，中年人
能够识别其中的4.11条，年
轻人能够识别其中的4.67
条。

有研究显示，老人控制
情绪的能力随着大脑皮层
控制的减弱而减弱，与孩子
大脑皮层情况相似。在互
联网面前，老人和孩子的自
制力几乎一致，因而老年人
上网也要“防沉迷”。相关
手机软件应在使用时长、用
眼健康、视频内容等方面加
以调整来保护老年人，达到
防沉迷的目的。

帮助老年人理性上网的
功夫不仅在网上，还在网

下。儿女和家人应该多花时间和心
思，来满足老人沟通、陪伴的需要，合
理引导老人的上网行为并为他们提供

更多替代性选择，让他们有动力放下
手机，回归现实生活。

（央广网、新民晚报）

“银发网红”在逆袭
老年人上网也要防沉迷

爱吃火锅、甜食，也爱喝可乐、啤酒，来自四川成都的百岁奶奶喻泽
琴因为耿直可爱的性格，在短视频平台俘获了百万粉丝。她爽朗的笑声
更是感染了很多人，“奶奶的晚年活出了所有人羡慕的模样”“这是全网
年纪最大的网红小姐姐”“看哭了，想起自己的外婆”……

近几年，在B站、抖音、快手、全民K歌等新媒体平台涌现了“北海爷
爷”“罗姑婆”“金香奶奶”“敏慈不老”等一大批老年网红，既分享人生故
事，也输出热辣观点，既引领时尚潮流，也展示传统文化，成为不少年轻
人的“偶像”。

然而，大量老年人在网上冲浪，沉迷于网络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越来
越引发关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20
年3月和6月前后两次调查的数据显
示，仅仅3个月，老年网民占总网民的
比例就从6.7%上升到10.3%，有超过
3600万的老年人是在疫情期间的3
个月内开始上网的。当疫情迫使他
们必须借助数字媒体来安排衣食住
行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也迅速做出改
变并积极适应。截至2020年6月，中

国60岁以上的网民已接近1亿（9700
万），这意味着中国2.5亿老年人中有
38.8%的人已经上网。我国60岁以上
老人日均使用互联网时间高达64.8分
钟。

如今在各类App中，都不乏活跃
着的老年用户。课题组在2018年针
对全国58个城市956个家庭3051个
祖孙三代样本（其中祖代样本为1399

个）的调查数据显示，仅以微信这一
项应用而言，常人眼中的老年“青
铜”，不少已经悄然化身为微信世界
的“王者”。调研发现，已经有一半老
年人（49.6%）使用微信，每天使用微
信的时间是1.37小时，平均会用的功
能有 11.47 项，平均好友数量是
104.28个，37%的老年人每天会多次
查看朋友圈，他们对微信的使用深度

与广度打破了“因循守旧、故步自封”
的刻板印象。

对于老年人而言，互联网和社交
网络重构了其闲暇的社会生活。相
关调查也显示，在老年用户超过千万
的10项应用中，前2项是社交App
（微信、QQ），另外是视频App（优
酷、腾讯视频、爱奇艺），其余分别是
工具类、购物类、新闻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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