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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App，虽然适老
模式看起来比标准模式简洁
了很多，但在细节上的优化
并不彻底。

比如高德地图App，切
换为“长辈版”之后，屏幕上
仅保留了公共厕所、无障碍
电梯、医院、银行、超市、幼儿
园、公园等刚需场所，更加
一目了然。但让人不解的
是，想要查看某个具体场所
的详细信息，比如附近的某
家银行，页面又切换回了标
准模式，字体又变小了，适
老模式只是表面“一张皮”。

在这种适老模式下，如
果老人想去银行，有“步行

路线”和“公交地铁线路”两
种选择。如选“步行路线”
的起点和终点，地图会显示
全程预计用时和步行距离
等，并能进一步查看详情，
显示左转多少米，右转多少
米等详细路线，但没有标准
模式下的导航功能。在标
准模式下，点选步行路线、
开始导航之后，系统还会发
出语音提示。可适老模式
开启后，这一语音导航功能
却消失了。系统完全变成
了“哑巴”。

还有的App，适老模式
甚至连基本功能都失去了，
完全变成了一张“空壳”。

在医疗类App好大夫在线
的标准模式中，“普通门诊”

“专家门诊”“预约挂号”“快
速问医生”“按科室/疾病
找”“按医院找”等模块密密
麻麻，看得人眼花缭乱。切
换为长辈模式后，整个界面
是简洁了，但只有“电话问
诊”和“我的订单”两个模
块。

点击“电话问诊”，用户
就进入与医疗顾问聊天模
式。当问及“长辈模式怎么
挂号”时，医疗顾问却回复
称，“长辈模式能做的操作比
较有限，只能查看订单，您换
成标准模式吧。”（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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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适老化改造不太友好

为迎合各年龄层应用需求，各类手机App
纷纷推出了“适老”等模式。可是“改造”效果难
称理想，内容少、缺功能是普遍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人们对
App适老模式感到陌生并
不是个别现象。张女士在
一家养老院工作，她说，身
边的老人们为了玩手机，靠
的还是老一套——把手机
字号调大一些，而对于适老
模式，老人们没有听说过，
更别说体验了。

适老模式“养在深闺人
未识”，一方面是宣传不够，
另一方面，是有些App根
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12月
发布的适老化App消费监
督评测项目研究报告就显
示，在其纳入测评的104款
App中，尚有40.3%既无老
年人专用版本，也无内嵌适
老界面。记者测试发现，同
类用途的App中，适老模
式的推广程度也并不一
样。比如买菜类App，京
东到家、叮咚买菜就搭载了

适老模式，而美团买菜等则
没有。

有些App虽然内嵌了
适老模式，但由于设置不够
醒目，找起来也显得不够方
便。一般情况下，App适
老模式的寻找路径是，先点

“我的”，再点“设置”，才能
找到切换适老模式的按
钮。但也有更繁琐的，比如
高德地图App，点完设置
之后，必须继续点击“地图
设置”菜单才能看到切换模
式的按钮。

这一番查找，别说老年
人，对年轻人来说都不太容
易。也有一些老人抱怨，别
说第二步找适老模式了，连
第一步的“设置”在哪都不
知道。记者看到，许多
App的“设置”按钮都是做
成了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图
标，没有任何文字提示，老
人找起来着实费劲。

好不容易进入了适老
模式，使用起来也并非那么
便利。比如买菜类App京
东到家，切换到长辈模式
后，记者点选了一家超市，
想要在其中购买牛肉，但页
面上却只有两款食用油，上
滑下滑都没有其他产品出
现。再一看，原来页面被限
定在了“超级爆品”分区中，
需要在页面上方的滚动条
中左滑右滑，才能转到其他
分区浏览商品。而分区的
先后设置十分不合理，除了
最靠前、只有两桶油的“超
级爆品”分区，比较靠前的

“秒杀”和“直降”分区中，也
有很多与老年人日常购物
不太相干的产品。比如“直
降”分区，没有任何肉蛋蔬
菜，反而有不少化妆品。

在选分区滚动条中右
滑了好几下，记者才找到了

“肉蛋家禽”区，可这里也只
能看到猪肉产品。原来，和
之前选分区一样，还需要在
页面上的另一个滚动条中
再右滑，找到“牛羊兔”分
区，才能浏览牛肉产品。相
比于选分区的滚动条，选肉
类的滚动条字体更小，也更

“细窄”，手指不灵便的老年

人想左滑右滑恐怕不太容
易。

因为开启长辈模式并
不方便，有些子女会提前帮
老人把App的长辈模式调
出来。而在京东到家App
的老年模式中，主页右上角
还会有一个切换标准版的
按钮，如果不小心点击到，
系统会直接切换回标准模
式，没有任何的二次确认提
示。这时老人再想调回长
辈模式，可就比较难了。

还有的 App，页面布
局上还会给老人“使绊
子”。比如点餐App饿了
么的长辈模式，上滑下滑浏
览店铺的过程中，只要在页
面上稍作停留，屏幕右边就
会弹出一个“帮助”悬浮框，
很容易误点。而这个按钮，
明明可以放到不影响点击
的页面底部，不知为何要以
悬浮框的形式呈现。

此外，由于不太擅长打
字，许多老年人需要依靠

“语音”功能才能输入文
字。但记者试用发现，包括
上述的京东到家和饿了么
在内，还有不少App的适
老模式中都没有搭载语音
输入功能。

页面简洁、功能明确，能
更清楚地使用，是不少老人
对 App 适老模式的期待。
但有的App，适老模式的简
洁优化明显没有做到位。

在叮咚买菜App中，刚
一切换进长辈模式，页面中
间最显眼的位置不是商品，
而是一排满减优惠券。但记
者点击一键领取后，系统却
弹出一行小字，不符合领取
条件。这时，页面上“108元
新人见面礼待领取”的按钮
还在一跳一跳，但怎么点都
没反应。再退回到之前的界
面，这些领不了的优惠券仍
然占据着屏幕中央。

在打车App滴滴出行，

切换长辈模式后，记者一度没
看出和之前的标准模式有什
么变化，还以为长辈模式没有
打开。仔细对比两个模式才
发现，长辈模式仅仅是字体比
原来大了一点，之前标准模式
中的各种功能按钮依然存在，
整个屏幕显得很“臃肿”。

这些功能，基本都与打车
无关，比如“代驾”“骑行”“加
油”，甚至还有“成为司机”。
而在首页下方还有一个“有
车”分区，点击之后，内容居
然变成了“买车推荐”。

在滴滴出行长辈模式的
首页和“我的”分区中，记者
还看到了“借钱”功能。这类
功能，在其他App也并不少

见，甚至还做了诱导和包
装。比如美团外卖App长
辈模式，点击“我的”之后，页
面上出现了“1笔立减金未领
取”的按钮。点击之后，新页
面中间则出现了一个“+2.67
元”的红包，再次点击却发
现，系统要求用户申请借钱
额度，才能拿到红包里的钱。

饿了么 App 的长辈模
式情况类似，点击“我的”之
后，页面中有一个“420元外
卖红包”按钮，点击之后却变
成了一个某银行的信用卡开
卡界面。页面下方的常见问
题栏用小字标注着，虽然开
卡免费，首年任意消费满6
笔，才能免次年年费。

有人不知道 有人找不到

浏览太繁琐 缺语音输入

垃圾功能多 还引诱借贷

功能被删减 只剩“一张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