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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老年人社交网站使用、网络自我表露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为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

度水平提供新依据。方法：采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网络自我表露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598名
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① 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网络自我表露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得分存在显著的年

龄、月收入和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差异，其中55~59岁、60~69岁老年人社交网站使用均显著高于70
岁以上老年人。在月收入上，4000以上及2000~4000的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及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

2000以下，月收入4000以上的老年人网络自我表露得分显著高于2000~4000及2000以下。高中、大专

及本科以上学历的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网络自我表露和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初中以下老年群体。②

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219, P < 0.01)，与网络自我表露呈显著正相关

(r = 0.777, P < 0.01)。老年人的网络自我表露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282, P < 0.01)。③ 网络

自我表露在老年人社交网站使用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β = 0.317, P < 0.001)。结论：老

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全部影响可能是通过网络自我表露行为来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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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online self-disclo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people,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improving the lev-
el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Method: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598 el-
derly people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Questionnaire, online Self-Disclosure Scale, and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Results: ①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y variables 
such as age, monthly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in the elderly’s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network 
self-disclo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scores, among which the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of 55~59 years old and 60~69 years ol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lderly over 70 
years old. In terms of monthly income, the intensity of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people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over 4000 and 2000~4000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below 2000, and the score of online self-disclosure of elderly people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over 4000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2000~4000 and below 2000. The intensity of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online self-disclo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people with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bachelor’s degree or above a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elderly group below junior high school. ②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s by the elderly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r = 0.219, P < 
0.01), and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nline self-disclosure (r = 0.777, P < 0.01). 
The online self-disclosure of elderly peopl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fe satis-
faction (r = 0.282, P < 0.01). ③ Online self-disclosure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lderly people (β = 0.317, P < 
0.001). Conclusion: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s by the elderly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entire impact may be achieved through online self-disclosure be-
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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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6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其中 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提升至 30.8%，

可见，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互联网具有天然的社交属性，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行为都离不开

与熟人或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而网络社交应用(QQ、微信等)的普及和发展使得个体能随时随地与好友

和家人保持联系，以帮助个体维持现有的社会联系(Best & Krueger, 2006)。众所周知老年人由于退休而带

来的社交圈子缩小增加了他们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增强了其通过社交网站维系和加强与亲人朋友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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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的沟通联络。因此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网络社交逐渐成为老年人日常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在众多网络社交应用中，微信因其简单易用且拥有重要的社交功能为老年

人广泛使用。研究显示微信中老年人用得最多最熟的都是和人际交往有关的功能(周裕琼，2018)。微信的

社交功能成为老年人获取情感支持和友谊，增强老年人的时代感和社会参与感，以及重构和维持固有的

熟人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构成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社会环境。  
以往研究发现，社交网站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对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龙文霜，

2020)，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张振亭，2019)、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杜鹏，汪斌，2020)，改善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水平(闫辰聿，和红，2023)，以及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都具有重要影响(闫洁，马卓娅，

李娟，2021)。其中，社交网站使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为研究者及社会所重视。社会情绪选择

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人们在生活中建立并与之互动的社会关系能够提供高水平的

情绪收益。老年人更加重视有情感意义的目标，更加关注社会交往中的情感质量，因而比年轻人更愿意

和熟悉、亲密的人进行交往(Carstensen et al., 1999)。实证研究也表明，具有更广泛社会关系网络的老年

人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更少的孤独感与焦虑感(Litwin & Shiovitz-Ezra, 2010)。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可以通过提

升其身心健康水平而提升生活幸福感(丁雨乔，温勇，2022)。 
以往研究者认为个体在社交网站中的经历和体验(如自我表露)是社交网站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

中介变量，对回答社交网站使用如何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郭俊杰，田录梅，2017)。
网络自我表露作为自我表露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式，是个体在网络上运用多种方式向他人传递信息, 以
达到维持网络沟通或获得个人需求的网络行为(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社交网络向个体提供了

自我表露的机会，而自我表露对减少孤独、抑郁，改善个体的人际关系，增强自尊与心理资本，提升主

观幸福感，促进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刘寅伯，倪

晓莉，牛更枫，王瑜萍，2020；葛红宁，周宗奎，牛更枫，陈武，2016)。实证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中的

自我表露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并能显著提高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柴唤友，褚晓伟，牛更枫等，

2018)。社交网站使用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网络自我表露(谢清彬，2022)此外，自我表露还能在社交网站

使用强度影响生活满意度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郭俊杰，田录梅，2017)。 
综上所述，加强对老年人社交网站使用的研究，考察社交网站使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机制，进

一步探讨互联网在改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中发挥的作用确有必要。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星对河北省老年大学 589 名老年人进行线

上问卷调查，在告知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并征得同意后发放电子问卷二维码，所有被试同意后自行填

写电子问卷。对填写过程不清楚的问题，调查人员予以解答。发放问卷 612 份，剔除漏填或规律填写等

问题的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589 份，有效率为 96.2%。其中，男性 117 人(19.9)，女性 472 人(80.1%)，
55~59 岁 287 人(48.7%)，60~69 岁 225 人(38.2%)，70 以上 77 人(7%)。 

2.2. 方法 

2.2.1.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量表    
采用 Ellison 等人编制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E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对老年人微信使用

强度进行评估，故本研究将问卷中的“社交网站”替换为“微信”进行施测。该问卷共 8 个项目，其中

前 2 个项目采用自我报告法，后 6 个项目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1 = “很不符合”、5 = “非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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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个体与微信的情感联系强度以及融入程度进行测量。所有项目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相加，分数

越高，表明微信使用强度越大。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系数为 0.908。 

2.2.2. 网络自我表露问卷    
采用的问卷是 Leung 编制的网络自我表露问卷(Leung, 2002)。该问卷包含共 18 个项目，包括意识性、

数量、积极性、深度及诚实性五个维度。采用七点评分，数字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以

总分的高低来表示个体的网络自我表露水平。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系数为 0.927。 

2.2.3.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 Diener 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该问卷共 5 个题目

(如，“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
以量表中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自己的生活越满意。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系数为 0.860。 

2.3. 数据处理 

运用 SPSS23.0 进行原始数据的录入和整理，并进行差异性检验、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使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的宏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4 (检验中介效应)验证理论假设。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单一的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选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共计得到 5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首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34.8% (<40%)，
这表示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老年人社交网站强度、网络自我表露与生活满意度得分的人口学变量比较 

由表 1 可知，老年人的社交网站强度得分、网络自我表露得分及生活满意度得分存在显著的年龄、

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差异，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55~59 岁、60~69 岁老年社交网站强度得分无显

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 70 岁以上老年人。在月收入上，4000 以上及 2000~4000 的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

用强度及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 2000 以下，月收入 4000 以上的老年人网络自我表露得分显著高于

2000~4000 及 2000 以下，而 2000 以下与 2000~4000 的自我表露不具有显著差异。高中、大专及本科以

上学历的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网络自我表露和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初中以下，而高中、大专及

本科以上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网络自我表露和生活满意度均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社交网站强度 网络自我表露 生活满意度 

年龄    

55~59 (287) 3.975 ± 0.772 4.861 ± 0.951 5.015 ± 1.046 

60~69 (225) 3.904 ± 0.825 4.831 ± 1.017 5.078 ± 1.062 

70 以上(77) 3.692 ± 0.774 4.585 ± 0.938 4.963 ± 1.216 

F 3.861* 2.487 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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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月收入    

2000 以下(92) 3.512 ± 0.794 4.652 ± 1.044 4.654 ± 1.215 

2000~4000 (266) 3.924 ± 0.793 4.749 ± 0.962 5.028 ± 1.051 

4000 以上(231) 4.054 ± 0.751 4.952 ± 0.954 5.187 ± 1.005 

F 16.034*** 4.198** 8.318***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123) 3.513 ± 0.848 4.567 ± 1.036 4.741 ± 1.272 

高中(181) 3.947 ± 0.723 4.858 ± 0.988 5.076 ± 1.104 

大专(151)  4.044 ± 0.759 4.830 ± 0.960 5.165 ± 0.937 

本科以上(134) 4.077 ± 0.770 4.962 ± 0.893 5.091 ± 0.933 

F 14.619*** 3.837** 4.076***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每个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 Spearman 相关系数见表 2。由表 2 可以得出，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网

络自我表露、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网络自我表露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三个标量之

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社交网站强度 3.911 0.796 1   

网络自我表露 4.814 0.977 0.777** 1  

生活满意度量表均分 5.032 1.074 0.219** 0.282** 1 

3.4. 网络自我表露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网络自我表露的中介效应(见表 3)，使

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温忠麟，叶宝娟，2014)，考虑到人

口学变量可能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作用，将人口统计学变量(受教育程度、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

模型进行控制，同时以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为自变量，网络自我表露为中介变量，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考

察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包括直接效应和以自我表露为中介的间接效应。抽取样

本 5000，对各通经系数的 95%可信区间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效

应为 0.264，95%的可置信区间为(0.154, 0.373)，直接效应为−0.053，95%的可置信区间为(−0.223, 0.116)；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通过网络自我表露对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为 0.317，95%的可置信区间为(0.183, 
0.453)。网络自我表露总效应和间接效应可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但直接效应可置信区间包含 0，说明网

络自我表露在社交使用强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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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表 3. 各变量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生活满意度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0.248 0.062 12.778 0.264 4.742*** 

网络自我表露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0.779 0.606 300.962 0.972 29.625*** 

生活满意度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0.310 0.096 15.558 
−0.054 −0.619 

网络自我表露 0.327 4.742***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pathway of online self-disclosure between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图 1. 网络自我表露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 

4. 讨论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得分、网络自我表露得分及生活满意度得分存在显著的年龄、

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差异，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55~59 岁、60~69 岁老年社交网站强度得分无显

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 70 岁以上老年人。这可能是因为 70 岁以下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参与

更频繁，通过网络社交拓宽人际交往。而 70 岁以上老人身体机能与认知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

没有充分的精力和体力使用社交网站休闲娱乐。在月收入上，高收入群体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生活满

意度及自我表露分数都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其中 4000 以上及 2000~4000 的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及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 2000 以下，月收入 4000 以上的老年人网络自我表露得分显著高于 2000~4000 及

2000 以下。在文化程度上，高中、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的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网络自我表露和

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初中以下。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状况较好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拥有更丰富的社

会资本，更好的生活条件，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而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充足的物质保障是老年人尝试

和探索新鲜事物的有力保障(Carpenter & Buday, 2007)，因此高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对社交网

站这种新兴事物的崛起更容易接受并进行探索和尝试，而社交网站的使用能够促进老年人与重要他人的

交流互动与自我表露，促进了老年人与子女、朋友等成员的社会交往频率。 
研究发现老年人社交网站使用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网站使用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生活

满意度。老年人由于退休、场所变更、人际关系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而容易感受到较强的孤独感和较低的

生活满意度，当面对健康状况不佳、收入有限、社会交往匮乏时，这种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会表现得尤为

突出(Chen et al., 2014)。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系形式，增加了现实社

交网络和社会联系(Hampton & Wellman, 2002)。老年人更需要通过互联网来重新融入社会、参与社会，

保持与亲人朋友之间的联系。使用满足理论指出，社交网站使用能够满足个体的结识新朋友、维持关系、

娱乐学习、社会支持、自我建构、知识分享等需要，对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及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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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Akpan, Akwaowo, & Senam, 2013)。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人们获得知识和情感方面的需求是随着年龄

的变化而变化的，老年人更加关注社会交往中的情感方面的满足，寻求更加紧密的社会交往关系，因而

比年轻人更愿意和熟悉、亲近的人进行交往，从而增加自身的主观幸福感(Carstensen et al., 1999)。因此

老年人的社交网站以熟人居多，线上互动往往是线下互动的延续和补充。社交网站使用有利于老年人与

他人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社会参与程度及满足归属感的需要，这对老年人提高社会交往

水平及获得社会支持，提升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意义。另外社交网站具有一定的娱乐与学习功能，能够

帮助老年人了解时事，学习健康知识，丰富空闲时间，减少无聊感，从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以

往研究显示社交网站互动交流与网络发布行为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孤独感(龙文霜，2020)。老年人会尝试

把互联网和各式新媒体作为实现自我需求的工具，微信平台信息联结、满足自我呈现、提供生活服务的

维度功能对老年人提升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作用(张振亭，2019)。 
该研究也发现老年人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网络自我表露，网络自我表露对生活满

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即社交网站使用可以通过网络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自我表露

是一个过程，通常发生在社交互动中，对发展和加强人际关系很重要，由于网络的视觉匿名性导致了在

网络交流中的个体必须依靠沟通对象的信息表露才能了解对方意图(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以

及在网络上个体意识减少、较低的社交存在感等因素使得在社交媒介中比面对面环境中存在明显更高的

自我表露(Misoch, 2014)。网络自我表露可以通过增进信任，改善人际关系、促进沟通，促进心理健康发

展，方便日常生活的方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2013)。老年人社交网

站使用能够促进老年人与重要他人的交流互动与自我表露，这有利于老年人与亲人，同伴建立更加亲密

的人际关系，且能够增强老年人与重要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当老年人在微信朋友圈上发布自己所思所

想，所见所闻时，好友会给予互动和积极反馈，从而为个体提供情感社会支持，这会对老年人的生活满

意度产生积极影响。所以社交网站使用可以通过网络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 

5. 研究意义与不足 

该研究探讨了社交网站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这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网络心理

实证研究的内容，而且扩展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视角。此外，该研究还可以为老年人合理的社交

网站使用提供指导方法。引导老年人在社交网站使用中建立关系，发展关系，培养积极心态，理性平和

地使用社交网站。 
该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一是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老年大学，会影响到该结果的推广，未来研究需

要扩大样本选取范围，提高数据的客观性，以期验证该研究的主要结论。二是该研究运用横断研究方法，

因果推断无法实现，未来研究考虑用实验设计或纵向研究来考查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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