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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旨在探究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情况与孤独感水平的关系。研究采用《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

部分相关条目、《情感——社交孤独量表》等问卷调查的方式，以112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不

同智能手机使用程度的老年人在孤独感水平上的差异。研究发现：1)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与否对孤独感

造成的差异显著；2)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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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smart phones and the 
level of loneliness among the elderly. The study used some relevant items of the Research Report 
on Internet life of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SEL-SA and so on,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loneliness level of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smartphone use with 112 elderly peopl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whether the elderly use smart phones or not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oneliness; 2) the use of smart phones by the elderly has a significant neg-
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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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止 2021 年，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有 20,056 万，占总人口的 14.20% [1]，远远超过了国

际标准中对于人口老龄化的 7%标准[2]。这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社会功能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趋于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中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的人

口比例高达 75%，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超过 4000 万[3]，同时由于国内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

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等孤寡老人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加，根据《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我

国仅城市地区就已有 48.07%的空巢户[4]。老年人群数量不断增加，相伴随的身心健康问题也日益得到重

视。已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心理障碍诸如空巢老人常有的社会隔离等会对其主观幸福感和认知功能产

生影响[5]，更有甚者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代谢水平[6]，从而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7]。因此改善老年人

心理健康水平，做好老年人心理疾病的积极预防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2. 问题提出 

孤独感作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衡量标准之一，也是当代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8]。孤独感是个

体在人际关系限制或缺失的情况下感受到的负性情绪体验[9]。国内学者将孤独感大致分为三类：由于远

离家庭和社会所产生的自我孤独感；由于物质需求甚至是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或者得到回应所产生的

社交孤独感；由于内心焦虑和抑郁情绪所产生的精神孤独感[10]。换言之，个体会因为认知性需求、社交

性需求和情感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孤独感。孤独感能够有效预测老年人认知功能、抑郁、自杀

等，也有研究者指出，老年人的孤独感可能是由社会隔离程度较高造成的[11]。因此，如何降低老年人的

孤独感成为了众多相关研究者所聚焦的热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的人际交流、社会互动日益增加，而其中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网络化

信息交流的人数越来越多。智能手机作为新时代的重要信息交流媒介，在满足个体信息获取、人际和情

感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调查显示，截止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11 亿，手机

网民规模则有 10.07 亿，而其中老年网民占 12.2% [12]。 
在我国目前的养老现状下，大多数老年人选择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而智能手机作为网络信息时

代社交的重要载体，是老年人最为主要的电子媒介陪伴，也是相对来说老年人最为熟悉的接触互联网的

媒介。已有研究提出，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个体能够获得认同、尊重等正性感受[13]。田昌琴则指出

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可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通过微信等智能手机上的社交软件所搭建起的虚拟环境

帮助现实中缺乏沟通而孤独的个体建立人际关系，增加其社会资源，进而降低孤独感，这也与“社交补

偿理论”一致[14]。 
相关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有效降低孤独感，当老年人参与互联网时，可以通过

社会环境的观望功能调整自己的认知来减少代沟所带来的认知失调，满足了其认知性需求；获得的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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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以与他人沟通，满足了老年人的社交性需求；在互联网环境中也可以持续和外界产生接触，降低

比如疫情期间因恐惧心理与幽闭心理带来的负性情绪，满足了情感性需求[15]。赵建国和徐旭都持有类似

的观点，他们提出当老年人在接触互联网的同时，互联网也在强化老年人学习的意识，从而丰富其精神

文化生活，有助于改善其认知功能，降低孤独感[16] [17]。但同样的，如果老年人过度使用互联网，依赖

这种虚拟社交，也会因为这种脆弱的社交关系而削弱现实中的个体在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使个体的社会

化发展收到阻碍[14]。另外，智能手机作为互联网的终端，是否能够完全发挥互联网对于孤独感的作用？

而且智能手机快速的更新迭代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不可忽视，不乏有老年人因为无法适应智能手机或社交

软件的快速更新而退而继续使用老年人专用手机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是否

仍然可以获得较好的虚拟社交体验，满足老年人的社交、情感需求。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究，同时与之相

关研究多为理论研究或通过调查法进行研究，通过标准化问卷进行的量化研究较少，本研究也以期对该

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研究。 
综上所述，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可以让老年人继续社会化，或者形成更复杂的人际关系，提供更多

的社会资源，而智能手机的接触实时信息和提供虚拟环境进行人际社交的功能是老年人专用手机无法比

拟的，但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的适应也需要考虑。那么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对于其孤独感有影响吗？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于孤独感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否对于其孤独感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H2：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负向预测其孤独感。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条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60 周岁的公民

即为老年人，因此本研究随机挑选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被试[18]，通过线上发放由问卷星制成的问

卷二维码、线下发放纸质问卷等两种途径收集数据，要求被试意识清晰，没有老年痴呆等疾病，视力足

以认清问卷上的文字，或者在指导下听力能够听清楚问卷的具体内容。最终共收到问卷 125 份，剔除漏

答和反应一致的废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112 份，有效率为 89.60%。男性被试 53 人(47.32%)，女性被试

59 人(52.68%)。被试年龄为 60~90 岁，平均年龄 64 岁，标准差为 4.08。 

3.2. 研究工具 

3.2.1.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测量工具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调查问卷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的部分调查

条目[19]，主要包括知识获取、微信交流、生活应用、娱乐休闲四个部分，共 6 个条目，采取 2 点计分，

包括“是”和“否”两个选项，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使用智能手机的深入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α系数为 0.85。 

3.2.2. 孤独感的测量工具 
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将老年人视为成年人的延续，选取由 Russel 编制的《情感——社交孤独量表》，

此量表以 Weiss 在 1973 年提出的社交需要理论为基础，将孤独感分为两类：情感性孤独，指由于在社交

过程中难以获得预期中的内在情感依恋关系从而导致的孤独情绪；社交孤独感，指由于在社交过程中难

以获得语气中的社交沟通需要从而导致的孤独情绪[20] [21] [22]。共 10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得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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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示个体的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71。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取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素共 7 个，其中第

一个因素解释的累积变异量仅 22.78%，小于 40%的临界值，表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3]。 

4.2.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现状 

本研究中，使用智能手机的被试有 87 人(77.68%)，使用老年人专用手机的有 25 人(22.32%)。 
将作为人口学变量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同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和智能手机使用程度进

行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的被试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χ2 = 1.42)，而不同年龄(χ2 
= 26.44)、不同教育程度(χ2 = 27.06)和不同婚姻状况(χ2 = 8.20)的被试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上存在显著差

异；不同性别的被试在智能手机的使用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85)，而不同年龄(F = 12.68)、不同教

育程度(F = 24.34)和不同婚姻状况(t = 2.91)的被试在智能手机的使用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详见表 1)。 
 
Table 1. Variance analysis of smartphone using 
表 1. 对智能手机使用的差异分析 

  智能手机 老年手机 χ2 使用程度 t/F 

性别 
男 44 9 

1.42 
2.85 

0.85 
女 45 16 2.54 

年龄 

60~70 岁 67 7 

26.44*** 

3.26 

12.68*** 71~80 岁 20 11 1.87 

81~90 岁 2 7 0.78 

教育程度 

小学 18 16 

27.06*** 

1.44 

24.34*** 
初中 17 8 1.72 

高中 39 1 3.63 

大学 15 0 4.6 

婚姻状况 
有配偶 70 13 

8.20** 
2.96 

2.91** 
丧偶 17 12 1.7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3. 老年人孤独感水平的现状 

孤独感总分(24.48 ± 5.25)，社交孤独感总分(14.13 ± 3.60)，情感孤独感(10.35 ± 2.65)。 
同样也将作为人口学变量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与孤独感进行差异分析，不同性别(t = 

0.62)、不同年龄(F = 1.23)、不同教育程度(F = 0.63)和不同婚姻状况(t = −1.32)的被试在孤独感上均不存

在显著差异(详见表 2)。 

4.4.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4.4.1.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否对孤独感的差异检验 
将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分为 0 (不使用智能手机)与≥1 (使用智能手机)两类，与总体孤独感、社交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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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感孤独感一起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智能手机是用与否对孤独感的造成的差异显

著，t = −2.28，df = 112，p < 0.05；对于社交孤独感造成的差异显著，t = −2.35，df = 112，p < 0.05；对于

情感孤独感造成的差异不显著，t = −1.31，df = 112，p > 0.05 (详见表 3)。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loneliness 
表 2. 对孤独感的差异分析 

  社交孤独感 情感孤独感 孤独感 t/F 

性别 
男 14.68 10.13 24.81 

0.62 
女 13.64 10.54 24.20 

年龄 

60~70 岁 13.77 10.50 24.23 

1.23 71~80 岁 14.34 9.97 24.32 

81~90 岁 16.44 10.67 27.11 

教育程度 

小学 14.64 10.09 24.56 

0.63 
初中 14.36 11.20 25.56 

高中 13.77 10.26 24.18 

大学 13.60 9.73 23.33 

婚姻状况 
有配偶 14.03 10.06 24.10 

−1.32 
丧偶 14.41 11.17 25.5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4.2.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程度与孤独感水平的相关分析 
将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和孤独感的总分做相关分析，根据以往研究，老年人的月收入和居住情况可

能对其孤独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月收入和居住情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结果表明老

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r = −0.14, p = 0.05) (详见表 4)。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lonliness between the elderly smart phone using or not 
表 3.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否对孤独感的差异检验 

 t df p 

孤独感 −2.29 110 0.024 

社交孤独感 −2.36 110 0.020 

情感孤独感 −1.31 110 0.192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4.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4 

1.收入 2.69 0.92 1    

2.居住情况 2.21 0.78 0.04 1   

3.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 2.66 1.92 0.47*** 0.02 1  

4.孤独感 24.48 5.25 −0.09 0.02 −0.14* 1 

注：M 为平均数，SD 为标准差，收入和居住情况为虚拟变量，无收入 = 1，2000 元以下 = 2，2001~5000 元 = 3，
5000 元以上 = 4；居住情况同样为虚拟变量，独自一人 = 1，仅配偶 = 2，子女一起 = 3，仅孙代 = 4；N = 107；*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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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5.1. 老年人智能手机和孤独感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中发现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较为普遍，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具体而言，智能手机的

便利让老年人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这种生活受限的情况下逐渐开始接受智能手机，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年龄的增长，60 岁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以及使用程度明显减少[24]。 
前人研究表明，年龄越大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支付的可能性就越小[25]。虽然对于大多数老

人来讲，智能手机同样都是新事物，但年龄越大，其机体功能和认知能力也会逐步下降，如在视力和听

力两个方面有所障碍以至于影响老年人通过智能手机接受信息，以及在手指灵活度方面有所障碍以至于

影响老年人操作智能手机，这几类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频率就会相对来说更低一些。 
另外，本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智能手机使用率以及使用程度更高。该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

[26]。段世霞等人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理论，通过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于个人采纳新型技术的影响较大，

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接纳新型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高学历的老年人有着更高的解读和接受能力，

对于智能手机这种新型技术的接收和使用能力也会更强，相比学历较低的老年人会更容易地发现智能手

机作为一项新型技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进而有更高的接受准备，并进一步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 
本研究同时发现，不同婚姻状况的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也存在不同。具体而言，这与已有的研究结

果相符合[27] [28]。已有研究表明，无同居配偶的老年人更少使用智能手机，配偶陪伴在身边的老年人对

于智能手机这一新型技术也更多的持有乐观态度，来自配偶的支持和帮助也会让老年人减少对新型技术

的抗拒，更加容易接受智能手机。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多数家庭结构不断变迁，根据家庭现

代化理论，子女也开始有自己的家庭，在原生家庭之外成家立业，原生家庭便只剩下年迈的父母两人，

在这种情况下，老人逐渐处于空巢状态，子女的支持不一定及时，那么来自配偶的支持就会显得更加重

要，这时配偶的支持在老人的家庭支持中显得更为重要，配偶会为自己提供支持、促进社会交往，对于

老年人的影响更大，是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有配偶的老年人是有着足够的支持去

接受并使用智能手机的。 

5.2.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孤独感 

本研究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总体孤独感和社交孤独感水平明显更低，情感孤独感水平没有

明显不同。该结果部分与前人研究相符，即老年人的总体孤独感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14]。智能手机能够

让老人接触到实时信息以及社交媒体上独有的社交网络，这种在虚拟空间中的社会参与感、社会互动能

够通过作为社会支持来满足老年人的认知性需求、社交性需求和情感性需求等三种心理需求，但在本研

究中智能手机的使用未能有效的支持老年人的情感性需求。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老年人智能手机使

用功能的不够深入，只有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越深入，或者说使用的手机功能越多，老年人可以从外界

获得信息的途径越多，越能让老年人足够融入诸如朋友圈这样的虚拟社交团体之中，建立起基于朋友圈

内类似的共有价值观的集体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远离现实他人而产生的情感孤独感。例如，研

究发现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通过公众号或者短视频平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或者对自己有价值的信

息资源时，老年人的孤独感会比不使用这一功能的老年人孤独感更低[29]。 
中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普遍。智能手机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年人孤独感水平的高低，进而

对心理健康产生这重要影响。后续研究可以开发适用于老年人的智能手机或功能模块等视角，为当代老

年人孤独感的干预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让老年人其了解到最近发生的新闻等实时信息，并且让老年人

有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来与他人分享，通过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感来降低其孤独感。另外一方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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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能够降低其孤独感，但也需要注意老年人的智能手机的具体功能以及日均使用时

间：只有当老年人有使用微信等具备社交功能的软件的时候，老年人的孤独感才会显著降低；而日均使

用时间过长，则会和年轻人一样形成手机依赖，从而使老年人的社交功能更加闭塞，使得孤独感显著增

高。 

6.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了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情况与孤独感水平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发现：1) 老
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否对孤独感造成的差异显著；2)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对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

用。其中，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对于社交孤独感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但对于情感孤独感不存在显

著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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