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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中国，人口结构越来越“老”、数字技术越来越“新”已经成为数字化社会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

文采用CiteSpace作为分析工具，以CNKI数据库中2000~2023年发表的有关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文章作

为研究对象，对发文量、发文机构、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进行分析并制作可视化图谱。通过研究得

出结论：未来的研究应基于加强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融合多元化学科视角，将理论研究结合实际应用，

帮助老年群体融入数字化社会，助力健康老龄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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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old”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17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17
https://www.hanspub.org/


韩馨玉 
 

 

DOI: 10.12677/jc.2024.123117 736 新闻传播科学 
 

becoming increasingly “new”, which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in the digital society. 
This article uses CiteSpace as an analysis tool and takes articles on elderly media usage behavior 
published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analyzes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keyword clustering, and 
creates a visual graph.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research i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based on strengthening inter 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tegrating divers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ombi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elpi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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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时代。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

人口为 1.9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5%，目前中国老龄化进程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阶段。与人口老龄化趋

势相伴而来的还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根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7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5.4%，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的互联网

普及率约为 51.07%，互联网正在逐渐向老年群体渗透，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形式的

出现使信息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获取和社交互动的机会，不仅能够丰

富他们的生活，还能够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增强社会联系。但是现如今老年群体在使用媒介

时仍旧面临各种问题，比如数字鸿沟、电信诈骗、社会偏见和文化障碍等。因此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行

为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针对具体的老年媒介使用行为有部分文献评述研究，但是缺少对整体“老年

媒介使用行为”进行系统、全面对梳理和总结。本研究将可视化分析技术引入老年群体媒介使用行为的

研究中，通过对 CNKI 数据库中 2000~2023 年间有关“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利用

共词分析、主题共建、知识图谱等方法，将我国老年媒介使用行为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热点转化为

直观、易懂的图表，使研究结果更具可读性和可理解性，并对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研究提出相关建议，以

供后续研究人员参考。 

2. 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以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知网数据库(CNKI)为检索平台，利用 CNKI 的高级检索功能中的关键词检索方式，以“老年”、

“银发”为主，并包含“媒介使用行为”、“媒介接触”、“微信”、“抖音”、“手机”、“智能手

机”、“社交媒体”、“短视频”、“数字”、“媒介”为关键词，在匹配度“模糊”条件下进行检索。

由于知网数据库中第一篇有关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研究的文章起始于 2000 年，因此文章检索时间设

置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检索类别为核心期刊和 CSSCI，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58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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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过人工筛选，剔除发布于会议、报纸、论坛的非学术类文献，以及其他内容不完整、主题不相

关的无效数据之后，共得到相关有效文献 237 篇。 

2.2. 研究软件 

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该软件目前广泛应用于文献的可视化分析和呈现上，

基于一定量的数据，通过分析作者、机构、关键词等信息，建立网络结构关系并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出

来，以展示某个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 

3. 研究现状分析：发文量呈上升趋势 

3.1. 研究机构以双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为主，机构间合作较为松散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elderly media usage behavior” in the CNKI database 
图 1. CNKI 数据库中“老年媒介使用行为”发文量图 

 
从图 1 可知，我国有关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发文量逐步增长，呈上升趋势。从阶段上来看，国内老

年媒介使用行为研究可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研究萌芽阶段(2000~2014)；初步发展阶段(2015~2019)；快

速发展阶段(2020~2023)。在研究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有关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文章发文量较少，最早有

关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研究是 2000 年陈崇山发表的《老年受众媒介行为分析》，该论文结合老年受众的

特点对媒介接触频度、接触时间接触习惯、内容偏好程度等内容进行了分析[1]，自此学术界开始关注老

年媒介使用行为。在初步发展阶段，从 2015 年的 4 篇增加到 2019 年的 9 篇，虽然总体数量仍旧较少，

但是说明了学界对老年媒介使用行为这一现象关注增加，这与智能手机的普遍流行、健康中国计划的提

出密切相关。在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有关老年群体媒介使用的相关研究均呈爆发式增长，从 2020 年

14 篇增加到 2023 年的 46 篇，在 2022 年达到了巅峰，数量为 57 篇，这主要与数字技术发展和新冠疫情

有关。 

3.2. 发文机构及单位合作网络分析 

机构的发文量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研究的方向和深度，本研究将经过系统处理

的数据资料导入至 CiteSpace 软件，节点类型设置为“Institution”，时间界限设置为 2000~2023 年，时

间切片单位设置为 1，生成老年媒介使用行为机构合作图谱，如图 2 所示。图中节点表示机构，节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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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表示机构发文量的多少，节点间连线标识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根据图 2 可知，节点数 N = 148，连线

数 E = 43，网络密度 Density = 0.004。由此可知，在老年媒介使用行为领域的研究中机构合作较少，整体

上比较分散，且具有地域关联性较强的特点，如发文量最多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其主要合作机构

也是北京地区的机构，如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与北京以外的地区合作较少。 
 

 
Figure 2.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for “elderly media usage behavior” in the CNKI database 
图 2. CNKI 数据库中“老年媒介使用行为”合作机构图 

 
在老年群体媒介使用行为的研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发文量最多，有 7 篇文章。将机构按

照发文量从高到底进行排序，其中发文量前十的机构主要以大学的新闻学院为主，这表明有关老年媒介

使用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学科，除此之外像社会学、管理学等研究机构对此现象也有

所关注。同时，从地位位置来看，北方的机构对于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研究更加关注。从表 1 我们可知，

在发文量前十的机构中，有 6 个机构均位于北方，同时发文量前三的机构都位于北方，这与北方老龄化

问题较为严重密切相关。 
 

Table 1. Top 10 institutions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media use behavior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表 1. 有关老年群体媒介使用行为发文量前十的机构 

排名 机构名称 发文量 

1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7 

2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6 

3 哈尔滨工业大学媒体技术与艺术系 5 

4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 

5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4 

6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4 

7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4 

8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3 

9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3 

10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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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热点分析：老年群体如何加强数字融入是研究的热点话题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elderly media usage behavior” 
图 3. “老年媒介使用行为”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elderly media use behavior 
表 2. 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研究高频关键词分布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1 老年人 52 0.53 6 短视频 9 0.07 

2 老年群体 48 0.36 7 数字融入 9 0.08 

3 数字鸿沟 37 0.36 8 老年用户 9 0.05 

4 老龄化 11 0.12 9 数字反哺 6 0.06 

5 微信 9 0.09 10 老年教育 6 0.07 

 
关键词不仅是对文章的高度总结，还可以直接看出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研究热点。因此，本研究将

处理过数据导入到 CiteSpace 软件中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在关键词

共现图谱中，我们可知共有节点 230 个，连线 433 条，网络密度为 0.0164，且 Modularity Q = 0.9756，说

明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的高低，节点间连线的粗细则反映多个关键

词共同出现的频率大小。为了更加直观分析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研究热点，将排名前十的高频关键词绘

制成表 2，由此可知，老年人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共出现 52 次，说明学界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关注

程度最高；其次老年群体、数字鸿沟、老龄化等高频词汇都是现如今的研究热点。 
中心性一般用来测量某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相比的影响力，数值越大表示起到的中心作用越高，因此

中心性反映了研究的核心领域，一般节点大于 0.1 被称为是关键节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老年人、老年

群体、数字鸿沟、老龄化都是研究的核心领域，这与我们国家老龄化社会逐步加深密切相关。此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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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中心性为 0.09，这表示老年人使用微信以及微信对老年人的影响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这

与互联网技术向老年群体持续渗透密切相关。 

4.2. 关键词聚类图谱 

聚类分析是确定热点主题的主要方法。因此，本研究将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4 所示)，以分析老年媒介使用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该关键词聚类图谱中，(如表所示)，共有 230 个节点，

319 条连线，其中 Modularity Q 值为 0.82 (大于 0.3)，Mean Silhouette 值为 0.9 (大于 0.7)，说明本研究所

绘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整体结构显著有效，且可信度较高。在删除轮廓值为１的不合理聚类以及轮廓值

较小的聚类后，共获得 13 个聚类标签，包括#0 (老年人)，#1 (老年群体)，#2 (数字鸿沟)，#4 (哈尔滨)，
#5 (互联网使用)，#6 (农村老年人)，#8 新媒体，#9 (数字反哺)，#10 (分辨能力)，#11 (主体建构)，#12 (数
字移民)，#13 (居家数据终端)，#14 (城市老年群体)。将关键词聚类图谱结合现有文献可知，现如今老年

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现状研究、老年媒介使用行为动机研

究、老年媒介使用行为困境研究、老年媒介使用行为未来发展研究四个领域。 
 

 
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elderly media usage behavior” 
图 4. “老年媒介使用行为”关键词聚类图谱 

 
1) 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现状研究 
这个领域的关键词以“新媒体使用”、“微信”、“上网行为”、“数字化生存”等内容展开，主

要探究基于互联网、新媒体、社交媒体等平台，老年群体的媒介接触和使用行为情况的研究，如媒介偏

好、使用能力现状等内容。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60 岁及以上老年网络用户规模达 1.43 亿，占整体网民的 13%，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中的互联网普及率约为 51.07%。与 200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时相比，60 岁及以上老年网络用

户群体的占比在 20 余年间提升了约 12%。由此可见，互联网正在向老年群体逐渐渗透，老年群体逐渐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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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数字时代，提高了数字社会人口机构的多元性。有学者对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进行了研究，从整

体来说，老年人对媒介的应用主要集中于通讯交流和信息获取，但现如今老年群体正在逐渐融入数字社

会，媒介应用更加全面，在线购物、休闲娱乐等应用愈加显著。也有学者对老年群体的媒介偏好进行了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媒介偏好集中于微信和抖音[2]。赵红艳对哈尔滨城市退休老人进行调查发现，在对

“使用最多的 5 个应用社交媒体”的回答中，微信是老人的首选，使用微信的动因中前四位是社交、娱

乐、获取新闻和最新信息、使生活更便利，体现了老年群体对微信使用频率较高[3]。张蕾通过研究发现，

资讯、社交、短视频在银发网民群体中的应用最多，短视频传播兼具资讯与社交的属性，内容更加多元，

用户黏性更高[4]。 
2) 老年媒介使用行为动机研究 
这个领域的关键词包括“社会支持”、“信息共享”、“角色认知”、“再社会化”、“主观幸福

感”、“社会关系”、“网络接入”“认知能力”、“信息行为”等，通过对之前研究资料的汇总，我

们可以了解到老年群体媒介使用行为动机的研究可以分为信息需求、情感需求、社会需求等。从信息需

求角度来说，老年群体使用媒介的主要原因是获取信息、学习知识[5]，在《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

中，智能手机是中老年群体上网的主要工具，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行为就是浏览新闻咨询。现如今，老

龄化问题逐渐加剧，老年群体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任航和孙一萍在调查中发现超过 95%的被调查对象

在使用短视频时都会关注与健康相关的内容，如医疗类短视频、健康科普、健康新闻资讯等，说明短视

频是老年群体获得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6]。 
从情感需求角度来说，有学者认为老年群体通过互联网进行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常态[7]，

在媒介接触和使用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了精神文化需求，还缓解了心理问题。比如有学者认为在媒介接

触的过程中能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8]，老年群体能通过在线阅读、网络游戏、网络

购物以及享受音视频资源等多种方式实现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9]。从心理学来看，使用媒介对

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具体积极作用[10]，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可以缓解老年的孤独感和不适感，改善心理

健康状况[11]，从心理学层面显著优化老年群体的老化态度[12]。 
从社会需求角度来说，老年群体使用媒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信息交流，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微信

作为老年人最常用的软件，所使用的功能主要是与社交相关的功能，大部分调查对象表示使用微信是出

于与亲朋好友社交的目的。也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希望通过在微信群、朋友圈分享各种文章的方式得到他

人的关注与点赞，这都是老年人在新媒体环境中希望获得他人认同的一种新表现[13]。老年人使用媒介的

动机，不仅仅是来自对新媒介、新技术的好奇，也是出于他们社交关系中的“从众心理”、“同辈压力”

以及对于“不与社交圈脱节”的心理需求[14]。 
3) 老年媒介使用行为困境研究 
这个领域的关键词包括“数字技术焦虑”、“数字鸿沟”、“数字成瘾”、“数字难民”，“老年

数字风险风险”，“老年群体刻板印象”等内容，这部分研究主要聚焦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各种

问题，同时这部分内容也是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研究的重点领域。在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中，数字鸿沟排在前三位，由此可见，数字鸿沟的研究是老年媒介行为困境研究的重点。通过研究可以

发现，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数字鸿沟现象逐渐显现，尤其在农村老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农村老年群体由于经济状况相对滞后，对新技术、新事物接受程度较低、教育水平不足等多方面的因素，

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数字鸿沟问题。现如今，学者拓展了数字鸿沟的研究领域，从老年群体的角度对数字

鸿沟的内容进行研究，对其定义、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措施进行了梳理。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主要体现

在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在生活数字化应用方面的差距表现为新媒体的介入和使用差距所导致的知识、文

化乃至价值观差异，因此也被称为是代际数字鸿沟[15]。代际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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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原因既包括老年群体由于受互联网基础设施可及性差异、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认知能力差异的影响，

部分老年群体在获取互联网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其接触数字化设备的机会相对不足，并因此引发老年数

字接入鸿沟的问题[16]；也包括新媒介产品在设计上以青年人为目标受众，忽视了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将

老年排除在使用范围之外，使得部分尝试使用新媒体的老年人体验不佳[17]。主观原因与老年群体对新媒

介仍旧持保守态度，缺乏对新鲜事物和陌生领域进行探索的勇气，且对自身学习和接受能力的自我评价

较低，形成了畏难心理有关。 
除了数字鸿沟，学界对现存的其他问题也有所关注，比如孙瑜晨认为很多老年人在跨越数字鸿沟的

同时出现数字成瘾的问题[18]，根据《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的数据显示，超过 10 万老人日均在

线超 10 小时。60 岁及以上老年用户日均上网时长超 1 小时，平均一天登录 5 次 App，高于其他年龄段

用户。靳永爱等学者针对老年群体的短视频平台应用进行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中老年网民中使用短视

频 APP 的占 60.7%，其中几乎天天使用的占 71.8% [19]，这个结果也证实了老年群体的确存在数字成瘾

的问题。蒋俏蕾和刘入豪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还沿用传统媒体的逻

辑思维，缺乏对新媒体内容真实性、专业性、权威性的甄别和筛选 ，这是导致老年人成为网络诈骗主要

受害者的原因之一[20]。 
4) 老年媒介使用行为未来发展研究 
这个领域的关键词包括“智慧养老”、“积极老龄化”、“代际互动”、“老年友好社区”、“新

媒体设计”、“数字融入”、“数字反哺”、“数字技术学习”等，这部分内容主要探讨老年群体如何

融入数字化时代，实现智慧养老，解决人口老龄化的伴生问题，以促进社会和谐。目前学界有关老年群

体数字融入途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新媒体平台内容的适老化、加强数字反哺、发挥

老年群体主体作用以及开展社区老年媒介教育等。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智能传播，要更好地发挥技

术的积极作用，坚持老年人科技观、落实人文主义的基本理念。2020 年 11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文件《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12 月 25 日，工信部宣布将于 2021 年开始

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活动”，这是国家助力老年人融合数字社会的具

体表现。与此同时，有学者从家庭角度出发研究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具体措施，周裕琼认为家庭是老年

群体的主要赡养单位，也是老年群体学习数字技能的重要场域，后辈通过帮助老年群体学习数字技能能

加速其融入数字社会的进程[21]。刘入豪和邱乾朋辈群体的角度出发，认为朋辈群体是老年人的重要交往

对象，在消除其孤独感、实现再社会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朋辈群体也能对老年人在数字技术

接入和使用的态度、认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2]。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使用 CiteSpace 作为文献可视化的工具，对 2000~2023 年的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核心文献

进行分析，制作出可视化图谱，对发文量、研究机构、研究关键词等内容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研究趋势来看，有关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发文量呈逐步增长的趋势，这说明我们国家对老年媒介

使用行为这种社会现象越发关注，在 2022 年达到顶峰，这与新冠疫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疫情期间，老年群体出门活动受限，面临着与外界信息沟通困难的困境，而

通过媒介平台，老年群体可以轻松地获取疫情相关的最新信息、健康指导、政府政策等，了解到疫情的

动态，掌握自我防护和健康管理的知识，进而驱使着老年人主动学习和使用媒介技术。二是老年群体本

身就属于健康脆弱群体，这种脆弱性不仅体现在生理层面，更多还体现在心理层面。在疫情期间，老年

群体面临着更多的孤独感和社交隔离。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媒介工具不仅为老年群体提供了一种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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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方式，还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平台。一方面老年群体可以通过视频通话、社交媒体平台与家人、朋

友、社区成员等进行远程联系和交流，这种社交需求促使老年人积极使用媒介技术，以弥补面对面社交

的不足；另一方面，老年群体可以通过媒介平台欣赏电影、音乐、阅读书籍、玩游戏等，充实自己的生

活并缓解对外界的焦虑和压力。 
从研究机构来看，机构之间合作较为松散，合作关系不密切，关注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机构主要集

中在北方，这与北方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密切相关，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

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 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 20%，则进入超老龄化

社会。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现实，目前我国已经有 12 个省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这 12 个省份分别

是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湖南、天津和湖北，这些省份主要位

于东北、华北和长江流域。与此同时，发文量较高的机构以双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为主，在发文量

排名前十的高校中，除黑龙江大学以外，其他 9 所学校都属于双一流高校，这表明这些文章具有权威性，

但是研究的理论框架比较单一，多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从研究的热点领域来看，老年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老龄化等关键词和老年媒介使用行为联系

较为密切，是现如今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介入，由数字鸿沟而延伸出来的信息沟、代

际数字鸿沟等问题都将会成为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我们可知，现如今老年群体的媒

介使用行为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现状研究、动机研究、困境研究以及未来发展研究四个领域。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多是从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而展开的。在未

来的研究中，如何深入持续构建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途径将是重要问题。关键词的中心性反映了研究的

核心领域，从关键词共现分析可知，微信的中心性为 0.09，数字融入的中心性为 0.08，短视频的中心性

为 0.07，老年教育的中心性为 0.07，这表明在未来，微信和抖音如何更好地帮助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

中，如何加强数字反哺和老年媒介教育，将会成为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 

5.2. 未来发展 

老年群体媒介使用行为是传播学所延伸出的新议题，伴随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在未来注定会得

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在未来必定会持续深化和拓展。 
1) 加强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研究的合作 
根据前文 CiteSpace 发文机构图谱显示，在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的研究中，机构合作较少，整体上比较

分散，且地域关联性较强，主要局限于一个学校不同机构或者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机构，跨地区的研究比

较少，因此得出的结果和数据并不能具有普遍性，因此，在未来可以加强不同地区之间机构的交流与合

作，利用不同地区机构之间的优势互补，实现结果更具代表性、研究成果更全面，研究范围更广阔。 
2) 融合多元化学科视角，拓展研究的热点内容 
现如今有关老年媒介使用行为研究的学科视角主要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也有部分研究是从心理

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内容多是对现状的分析。但是老年媒介使用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

也要拓展研究的学科领域，结合经济学、医学、计算机等内容，构建更加健全、完整的研究理念和体系。

比如，从医学的领域研究老年使用媒介时存在的问题，如长时间使用媒介造成的生理性退化，或者媒介

给老年群体传递的健康知识是否正确等；从经济学领域研究老年网红现象的盈利模式等。 
3) 理论研究结合实际应用，成果更具有实践导向性 
研究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是为了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根据 CiteSpace 的关键词共

现图谱可知，“媒介赋权”、“交互界面设计”、“微信矩阵”、“适老 APP”等关键词正在成为研究的

热点领域，因此，在未来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研究成果落实到社会实践，助力积极老龄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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