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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机理，对于解决老龄化背景下平台现存的“不适老”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以被称为“老红书”的图文社区美篇App为研究情境，在扎根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半结构

化访谈和网络爬虫获得原始资料，再使用Nvivo 11.0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最终构建图文社区老年

用户信息交流行为影响机理模型。研究表明用户需求、用户感知、信息质量、社区认同和同伴影响是图文社

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年轻人社区相比，美篇App内老年用户的精神追求凸显。研究

结果可为平台的运营管理和适老化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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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

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老年群体正在加速融入网络社会，截至2022年12
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数量达1.52亿人，互联网

普及率达57.1％[1]。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触网”的老年

用户正活跃于各类网络社区并像年轻人一样创作内容、

交流互动，这些社区为被视作“数字移民”或“数字难

民”的老年人提供了网络世界中依靠的空间，其中被称

为“老红书”的图文社区美篇App表现突出。不同于面

向年轻人的主流社区，美篇App以银发群体的需求为出

发点创立，作为老年人交流信息的重要媒介，美篇App
目前已成为老年用户网络社交产品中的头部软件。据老

年商业研究机构AgeClub发布的《2021中国中老年互联

网产品洞察报告》，美篇App的中老年用户数量已达到

1.07亿人，仅次于今日头条和微信[2]。以美篇App为代表

的图文社区不仅为老年人提供自我形塑和自我实现的

渠道，也帮助其构建网络社交关系并扩大社交圈。在老

年人不断涌入网络空间的情境下，对平台进行适老化改

造以满足老年人需求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多数平

台仍在原有基础上做局部调整以开展适老化改造，未

能针对老年群体信息交流的独特机理进行深度改造。

了解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素是保障老年群

体在网络空间中“老有所依”的必要环节，也是平台优

化运营管理的前提和促进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基础。因

此，如何基于老年用户的使用特征，有针对性地对平台

进行适老化改造，是学界和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随着各大平台的适老化改造持续推进，老年用户

信息交流行为也成为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目前国内

外学者更关注老年人在头部App如微信[3]、Twitter[4]中

的信息交流行为，而针对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

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信息交流行为是指信

息主体通过一组信息通道开展的信息交换行为[5]。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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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将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界定为，在

图文社区情境下老年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通过信息接

口开展行为互动、信息交换和感知反馈的过程，具体包

括浏览、点赞、评论和转发等行为。老年用户有特定的

个人偏好、使用行为特征和内容选择倾向，以美篇App
为代表的图文社区聚焦老年人的需求，搭建了属于老年

用户的话语生态圈，因而在图文社区情境下老年用户信

息交流行为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社交媒体中老年用户信

息交流行为的特征。因此，有必要探究老年用户在“主

场”环境中的信息交流行为。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解决2个问题：①有效影响图

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因素有哪些？②如何

基于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机理对图文社区进

行适老化改造？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指导，探究图文社

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因素对

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作用路径。在理论层面上，探

究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机理，对老

年群体信息行为研究体系进行补充；在实践层面上，可

为图文社区的运营管理提供建议，也能为平台的适老

化设计提供参考。

1  相关文献回顾

1.1  社交媒体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相关研究

19 7 8年，第一个网络论坛（B u l l e t i n  B o a r d 
System，BBS）正式推出，帮助用户在虚拟空间发布获

取信息、建立人际联系的社交媒体走入大众视野。随着

用户对社交媒体功能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不同社交媒

体中的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特征呈现出较大差别。研究

表明在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交媒体中，用户倾向于

传递相似的意见，强关系有利于高质量、高效率传递信

息[6]。而在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交媒体中，用户信息交

流行为很少受人际关系的约束，如虚拟学术社区的用户

更重视信息获取结果，很少在与新成员互动交流方面

花费精力[7]，而健康社区用户的信息交流行为则主要由

个人利益驱动[8]。在此前提下，信息交流行为对用户产

生的影响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个体层面，研究发现

社区信息交流能给予用户心理层面的安全感和情感支

持[9]，也有学者发现信息交流行为能帮助用户拓展人际

关系并强化共同体意识[10]。从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

素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动机理论展开探讨，努力期

望、感知成本被认为是社交媒体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

重要影响因素[11]，同时，他人影响、同伴反应等因素也

会对用户信息交流行为产生正向影响[12]。

1.2  老年群体信息行为相关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老年群体信息行为

也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研究发现以城市退休老

人为代表的老年群体正积极通过信息行为融入网络

世界[13]，而信息素养较低的农村老人主要依靠代际反

哺 [14]获取有用信息。不可忽视的是，信息素养较低的

老年人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信息甄别能力低[15]等

特征。研究发现多数老年人为了建构理想的社会关系

并塑造自我形象，会相信虚假信息并传播 [16]，有数据

显示在Facebook分享虚假信息的老年人数量是年轻

人的7倍[17]。基于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提出针对

性策略，有学者指出通过家庭成员反哺提升老年用户

的信息素养，促进老年群体参与信息交流 [18]，也有学

者聚焦老年用户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强化权威

机构传播、增加专业科普等对策 [19]。另外，也有研究

以平台适老化改造为出发点，提出调整页面设计和优

化操作设备等策略[20]。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关于社交媒体用户信息交流行

为和老年群体信息行为的研究已取得大量有价值的成

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针对图文社区情境的研究较

少，并且现有研究很少关注老年用户；②老年人信息交

流行为的影响机理未被关注。基于此，本研究以图文社

区为研究情境，聚焦参与社区信息交流的老年用户，通

过定性研究的方法探究其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素并

搭建理论模型，据此为图文社区的运营管理和适老化

改造提供参考，并为老年群体网络信息行为研究提供

新的思路。

2  研究设计及过程

2.1  研究设计

以扎根理论为指导，原因如下：①目前关于图文社

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研究较少，该主题尚未被充

分研究且未上升到理论高度；②相较于填写问卷，老年

用户更倾向于通过访谈参与研究。因此，采用扎根理论

方法对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影响因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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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代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访谈过程的顺利

推进。

2.2.2  资料收集

访谈提纲来源于文献调研，内容围绕老年用户在

美篇App内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见表1。用

时2周，以电话访谈方式收集数据，每人的访谈时间为

10~20分钟。访谈前向受访者解释相关名词和访谈目

的，在获得同意后进行录音；访谈后使用飞书App将
录音转录成文字，在得到受访者允许后规范模糊不清

或出现歧义的文本；在整理文本阶段，使用字母R加

数字标记20位受访者（如R01指第1位受访者，R20指
第20位受访者），为每位受访者建立访谈文本，访谈

文本共计18 392字。另外，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基于

三角互证思路爬取知乎App中有关美篇App使用情况

的问答，这些问答均由用户自主完成，具有客观性。部

分问答包含年轻人观察家里长辈使用美篇App的感

想，也有部分内容是老年人根据个人使用情况所作的

回复，这些资料多围绕老年用户的使用经历和感受展

开，主要表达老年人的情感或精神需求。整理后得到

132份文本，共15 183字。此外，也基于三角互证思路

搜集了软件商城中美篇App的用户评价，以体现对平

台的真实反馈。剔除“好”“棒”这类无法体现有用信

息的评价后，汇总得到170份文本，共3 553字。以上问

答数据和用户评价能反映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

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以及用户对平台的情感态度。为

保证研究的信度，以上文本后续将被用于理论饱和度

检验。

探索性研究比较合适。

研究分为以下环节：①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网络

爬虫收集原始资料；②由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得

到初始范畴和主范畴，通过选择式编码梳理主范畴之

间的关系；③确定主范畴对核心范畴的作用路径，搭建

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

2.2  样本选择及数据获取

2.2.1  样本选择

在半结构化访谈过程中，为保证访谈样本与研究

目的紧密相关且具有典型代表性，基于目的性抽样原

则选择“潜在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参与

者”。样本选择要求为：①年龄为60岁及以上，符合世

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年龄的界定要求；②使用过美篇

App且参与过交流互动；③可充分理解访谈问题，能清

晰表达个人观点；④在时间与精力等客观条件上符合

访谈要求；⑤可以被采访并允许被录音。

以“我们都是60后”美友圈的老年用户为样本源，

原因在于该社区成员数量在平台中位于前列，且拥有

更多活跃的用户。筛选出符合要求的20位受访者。受

访者性别分布均衡（男11人，女9人）；受访者的年龄为

60~75岁（60~65岁17人，66~70岁2人，71~75岁1人）；受

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初中毕业2人，高中毕业4人，

专科及以上14人）；5名受访者在美篇App中的交流互动

频率为“每天3~10次”，6人的交流互动频率集中在“每

天11~15次”，剩余9人“有空就使用”。总体而言，受访

者大多属于高知老人，同时在平台内较为活跃，具有较

表1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的主要内容

访谈主题 提纲内容

受访者基本信息 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

受访者使用美篇App的基本情况
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美篇App？
您发布内容或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的频率

受访者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因素

您在什么契机下接触并开始使用美篇App？

与其他平台相比，您为什么会选择在美篇App发布内容或进行交流互动？美篇App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

从个人角度出发，什么原因使您愿意在美篇App中发布内容或进行交流互动？

您一般会在什么情境下发布内容或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互动？请举例。您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些情境下发
布内容或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互动？

您一般会对什么样的内容和创作者感兴趣并进行交流互动？为什么？

在使用美篇App发布内容或社交的过程中，您的体验和感受是什么？这些体验和感受从何而来？请举例

您在美篇App中发布内容或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互动的原因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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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结果分析

2.3.1  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借助Nvivo 11.0软件标注原始

资料，共提取出366个原始参考点。对语句进行“本土

概念化”和“贴标签”操作后，提炼出可添加图片、自我

学习和成长等64个初始概念。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

处理后形成信息表达质量、感知易用性等19个初始范

畴。开放式编码结果见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结果

编  号 初始范畴 初始概念

A1 群体认同 a1互相欣赏、a2得到认可

A2 身份认同 a3可结识同龄人或同好、a4有相似经历

A3 规范性影响 a5社区管理员身份、a6应邀帮别人创作、a7迎合他人喜好而创作

A4 信息性影响 a8亲友推荐、a9他人指导使用

A5 信息表达质量 a10可添加图片、a11可添加音乐、a12内容长短不受限、a13效果好看

A6 信息内容质量 a14内容吸引人、a15内容优质

A7 信息效用质量 a16可辅助生活和工作、a17探索未知领域增长见识

A8 感知收益 a18金钱收益感知、a19情感收益感知、a20声誉收益感知

A9 感知易用性
a21操作使用门槛低、a22方便上网、a23平台功能全面、a24信息交流门槛低、a25页面简洁
美观

A10 感知愉悦性
a26充实快乐、a27打发时间、a28放松娱乐、a29粉丝增加的喜悦、a30丰富生活、a31审美享
受、a32舒缓压力

A11 社区氛围感知 a33氛围温暖友好、a34积极有正能量、a35有陪伴感

A12 个人提升需求 a36保持思维活跃、a37想成为优秀创作者、a38向他人学习、a39自我学习和成长

A13 个人信息需求 a40查看和个人有关的信息、a41了解他人生活、a42阅读他人创作

A14 交流互动需求 a43分享个人作品、a44分享日常感想、a45分享生活经历、a46和他人沟通

A15 自我实现需求
a47帮助或支持他人、a48传播文化和时代风貌、a49传播正能量、a50发扬风俗习惯、a51启
迪下一代

A16 社会整合需求 a52和美友建群互动、a53加入同龄人创作群、a54结交新朋友、a55让亲友看见自己的动态

A17 信息查阅行为 a56浏览好友作品、a57阅读平台佳作、a58查看目标信息

A18 信息创作行为 a59发表创作、a60回复他人留言、a61与其他用户交流

A19 信息反馈行为 a62点赞他人创作、a63评论表达感想、a64转发表态

2.3.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指归纳整合开放式编码所获得的初始

范畴进而获得主范畴，以揭示原始资料各部分内容有

机关联的过程。在主轴式编码阶段，得到社区认同、同

伴影响、信息质量、用户感知、用户需求、图文社区老年

用户信息交流行为6个主范畴，见表3。

2.3.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指在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精炼概念层

次，建立主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发现理论架构的过程。以

“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为核心范畴，研究范

畴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借鉴组织行为学的相关定义，使

用直接影响表示主范畴与核心范畴间的因果关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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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影响表示主范畴作用于相关范畴进而对核心范畴产

生的影响，使用调节关系表示主范畴对相关范畴与核心

范畴间因果关系的调节作用[21]。经过反复梳理，得到主

范畴的关系结构，见表4。具体而言，用户需求、用户感知

和同伴影响直接影响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

社区认同和信息质量在作用于用户感知后再对图文社区

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产生影响，用户需求能够调节用

户感知影响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过程。

表3  主轴式编码结果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范畴内涵

社区认同
群体认同 老年用户从其所在的社区或群体中得到认同

身份认同 老年用户认识到自己作为某特定社区成员的情感意义

同伴影响
信息性影响 主动或被动地获取同伴提供的信息或指导，加深对某种情境的理解

规范性影响 为获得他人支持，老年用户做出符合社区成员期望的行为、发表与社区价值观相符的观点

信息质量

信息表达质量 信息的表达形式或信息的可理解程度

信息内容质量 信息内容是详细、完善和准确的，与客观情况相一致的程度较高

信息效用质量 信息让老年用户感觉有效、有用的程度

用户感知

感知收益 老年用户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对声誉收益、物质收益或精神收益的感知

感知易用性 老年用户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对系统操作难易程度的感知

感知愉悦性 老年用户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对满意度或愉快程度的感知

社区氛围感知 对社区气氛的感知，如温暖、积极、陪伴感等

用户需求

个人提升需求 老年用户自我成长、活跃个人思维等需求

个人信息需求 获得目标信息的需求，如了解他人生活、阅读和自己有关的信息等

交流互动需求 老年用户与他人在社区内产生互动、彼此交流的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 老年用户启迪他人、传播正能量等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

社会整合需求 维持与亲友的联系或与他人建立新关系的需求

图文社区老年用
户信息交流行为

信息查阅行为 老年用户浏览好友作品和平台佳作或查找阅读目标信息的行为

信息创作行为 老年用户在图文社区内发表个人作品、回复他人等与其他用户交流的行为

信息反馈行为 老年用户反馈他人的信息行为，如点赞、评论、转发等

表4  主范畴的关系结构

关  系 关系结构 结构内涵

用户需求→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 直接影响 个人提升、交流互动等用户需求直接影响老年用户的信息交流行为

用户感知→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 直接影响 感知愉悦性、感知易用性等用户感知直接影响老年用户的信息交流行为

同伴影响→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 直接影响 信息性影响、规范性影响等同伴影响直接影响老年用户的信息交流行为

社区认同→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 间接影响 社区认同通过直接影响用户感知，间接影响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

信息质量→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 间接影响 信息质量直接影响用户感知，再对信息交流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用户感知→用户需求→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 调节关系 用户感知直接影响信息交流行为的过程会受到用户需求的调节

2.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是指在研究过程中无法得出新的主题

（Issues）或理解（Insights），所有相关的概念属性

（Conceptual Categories）、维度（Dimension）及其之

间的关系均已被探讨、穷尽和确定，理论饱和是结束资

料收集的标准。在编码分析第17位受访者（R17）的访

谈文本时，发现未有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猜想理论已

接近饱和。为检验理论饱和度是否达到标准，首先对剩

余3位受访者（R18、R19、R20）的访谈文本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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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文本均未提供新的概念或范畴。对知乎App的问

答文本和软件商城的用户评价文本进行编码，编码结

果也未体现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因此确定此时的理

论模型已经全面、可信。

2.4  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构建了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

息交流行为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见图1。该模型以

“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为核心范畴。整

合所得范畴和作用路径，得到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

息交流行为是用户需求、用户感知、同伴影响、信息

质量、社区认同5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用户

感知、用户需求、同伴影响直接影响图文社区老年用

户信息交流行为。其次，用户感知与图文社区老年用

户信息交流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受到用户需求的调节。

最后，用户感知还受到社区认同和信息质量的直接

影响。

图1  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影响机理模型

3  结果与讨论

通过归纳和梳理，发现用户感知、用户需求、信息

质量、社区认同、同伴影响对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

流行为产生影响。同时，美篇App内老年用户对精神方

面的追求格外强烈：相比于获得物质收益，老年用户更

倾向于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为他人提供建议以获得情感

满足或声誉收益。其信息交流目的更偏向于满足情感需

要而非复制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其价值取向更倾向

于建设社区氛围或引导社会风尚以实现个人价值而非

独善其身。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范畴的占比

和来源见表5。

3.1  用户感知直接影响信息交流行为

用户感知直接影响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其主范

畴占比为23.1%，包含感知愉悦性、感知易用性、社区氛

围感知、感知收益。感知愉悦性体现为老年用户在信息

交流中获得快乐、充实等正向的情感体验，如“我们可

以放松娱乐”（R07）。积极的情绪感知能有效驱动老

年用户参与信息交流[22]。感知易用性可有效降低老年

用户的使用门槛，在增强老年用户自我效能感的同时还

可以正向影响其信息交流意愿[23]，如“比较好操作，这

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R17），这与Xia等[24]得出的老

年用户更青睐操作简单、使用便捷的平台的结论一致。

社区氛围是社区成员在信息交流过程中直观感受到的

社区特征。除一名受访者提到自己曾和其他用户有过不

愉快经历外，其余受访者均表示“美篇的社区氛围是积

极正能量、真实有活力和热情温暖的，因此更愿意在社

区交流”，这与吕美娇等[25]的研究发现一致，即良好互

助的社区氛围能提升用户交互的积极性。感知收益主

要体现为图文社区老年用户对声誉收益的感知，多数

用户为了提高作品曝光度和个人知名度而积极参与信

息交流；物质收益也是老年用户参与信息交流的动力之

一，亦有受访者表示自己被平台的赞赏功能吸引而开展

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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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户需求直接影响信息交流行为

分析发现，用户需求是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最重

要的影响因素，其主范畴占比为48.6%，包含交流互动

需求、个人提升需求、个人信息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社

会整合需求。其中，交流互动需求占比最大，20名受访

者均表示和他人交流互动是自己在社区内参与信息交

流的重要动机，如“把我的经历和感受分享出去，去分

享我的生活”（R04）。美篇App作为以“表达自我”为

理念的图文内容社区，为老年用户提供了分享生活、互

动社交的平台，满足了老年用户的交流互动需求。个人

提升需求占比排名第二，多名受访者表示希望通过信

息交流向优秀创作者学习，从而获得自我成长，如“一

方面是想要不断讨论，让自己多学习”（R16）；此外，也

有部分用户出于锻炼思维的动机参与信息交流，如“让

自己的大脑更加活跃，思维更加敏捷”（R02）。个人信

息需求占比排名第三，有受访者表示自己渴望通过信息

交流了解他人的生活或切身的信息，如“也能看见别的

美友的生活风采”（R05），访谈发现美篇App内的老年

用户正主动地获取外界信息，而非被“投喂”信息。自

我实现需求对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也有较

大影响。部分老年用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希

望通过信息交流贡献人生经验和正能量，如“还可以引

领年轻的一代，因为在美篇留下一些文字、图片，今后

下一代也会受影响”（R06）。在社会整合需求方面，图

文社区老年用户通过信息交流与他人组建不同的社群

关系，如“跟我合脾气的朋友，我们有群”（R11）。分析

发现老年用户可通过美篇App结识新朋友以突破现实

中窄小的交际圈，这与其他研究得出的老年人倾向于利

用社交媒体保持现有社交圈、而非主动创建新社交关

系[26]的结论有所不同，这可能与图文社区的弱社会网

络关系和平台属性有关。

此外，访谈发现用户需求会调节用户感知对图文社

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的影响。在美篇App获得良好

的感知体验后，多数老年用户仍会在需求强烈的情况下

再交流信息，如“美篇确实很好用，但我也没有天天发

消息，有想分享的东西时才会在美篇上交流”（R14）。
对于需求较弱的老年用户而言，即使在信息交流过程中

获得良好体验，他们也不会有过多的信息交流行为，如

“美篇能带给我们一些快乐的感受，但为了防止沉迷我

会尽量少玩，要是没重要信息的话”（R09）。需求强烈

的老年用户更容易产生信息交流行为。

表5  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范畴统计

主范畴 初始范畴 初始范畴来源 初始范畴占比/% 主范畴占比/%

用户感知

感知愉悦性 R02、R05、R07、R09、R13、R14、R15、R18 7.2

23.1
感知易用性 R06、R07、R10、R16、R17、R19、R20 6.3

社区氛围感知 R01、R03、R05、R09、R14、R18、R19 6.8

感知收益 R06、R14 2.8

用户需求

交流互动需求 R01~R20 20.6

48.6

个人提升需求 R01、R02、R05、R08、R11、R12、R14、R16、R18、R19 12.1

个人信息需求 R05、R08、R13、R14、R17、R20 6.6

自我实现需求 R01、R02、R06、R13、R19 4.9

社会整合需求 R02、R05、R11、R16、R19 4.4

信息质量

信息表达质量 R01、R02、R04、R06、R08、R10、R12、R13、R15、R16、R17、R20 8.0

14.0信息效用质量 R06、R13、R16、R18 3.8

信息内容质量 R06、R14 2.2

社区认同
群体认同 R05、R08、R09、R15、R17 4.9

8.9
身份认同 R06、R12、R15、R17 4.0

同伴影响
规范性影响 R03、R07、R08、R18 3.7

5.6
信息性影响 R02、R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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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信息质量间接影响信息交流行为

信息质量的主范畴占比为14.0%，主要包括信息表

达质量、信息效用质量、信息内容质量。信息表达质量

指信息的表达形式和呈现效果，有12名受访者表示美

篇App内“图文声并茂”的内容对自己更有吸引力，这与

李新月等[27]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视频、图片等视觉冲

击强烈的信息会影响老年用户的使用感知，从而对其信

息交流行为发挥作用。信息效用质量指信息对老年用户

有效、有用的程度，访谈发现获取有效信息的经历有利

于老年用户参与信息交流，如“我比较关注养宠物还有

身体健康这方面的文章，也会多讨论”（R16）。平台推

送的有效信息能指导老年用户的生活或工作，并潜移默

化地影响老年用户对平台功能的感知。信息内容质量表

现为信息内容的准确性和完善度，部分高知老人更青

睐内容质量高的作品，如“文笔好的、故事好的，这种

文章我会特别留意”（R06）。具备专业性、启发性和潜

在价值的信息能决定用户对平台属性的感知[28]，继而影

响其信息交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发现美篇App内

的老年用户正打破自上而下单向传播的定势，主动搜索和

筛选自己所需的信息，并自主衡量信息质量。

3.4  社区认同间接影响信息交流行为

社区认同的主范畴占比为8.9%，包括群体认同和

身份认同两方面。群体认同指老年用户在信息交流中

获得欣赏和认可的经历，如“很有名的书法老师，他点

赞过我的一个书法作品，我就很自豪，能被优秀的人肯

定”（R15）。群体认同有效影响老年用户的自我效能感

知，进而对其信息交流行为产生影响，这与王伟军等[29]

的研究结论相似。身份认同强调老年用户认识到自己作

为某特定社区成员的情感意义，加入美篇App的同龄人

话题群、结交同好的经历能给予老年用户强烈的身份

认同感，如“让人感觉突然回到那一个时代，有共同语

言”（R06）。去流行化的信息交流语境、聚集同好的社

区有利于提升老年用户的体验感知，这与谭春辉等[30]

的研究结论一致。

3.5  同伴影响直接影响信息交流行为

同伴影响的主范畴占比为5.6%，主要体现为规范

性影响和信息性影响。规范性影响指老年用户在信息

交流过程中做出符合同伴期望的行为[31]，如“后来发

现哪个喜欢的人多，我就多发一些”（R08）。为获得

支持，老年用户会主动迎合社区内其他用户的喜好发

布信息，社区规范使其更倾向于发表符合社区主流价

值观的观点以被群体接纳。信息性影响表现为同伴提

供的相关信息或指导对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产生的

影响，如“后来认识安徽的老金，他告诉我文章和照

片怎么选、音乐往哪里发”（R02）。同伴的行为和观

念对老年用户而言是极具影响力的参考信息，无论是

推荐还是指导，都能对老年用户的信息交流行为产生

影响。

4  促进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
行为的策略

4.1  拓展激励渠道，满足老年用户精神需求

研究发现，以自我实现需求为主的用户需求直接

影响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平台激励或他人认同能给

老年用户带来成就感并显著促进其信息交流行为。因

此建议图文社区运营者健全和完善平台激励机制，包

括平台积分等级激励、经济激励等，以多种方式助力老

年人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邀请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权

威人士入驻平台，为老年用户创造与“大咖”交流的机

会，激发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交流信息的热情；创新推荐

服务功能，如结合用户画像向老年用户推送相关问题

或邀请潜在回答者，也可在平台内开通互助交流通道，

为老年用户提供帮助他人以实现个人价值的渠道，发挥

“文化养老”的独特优势。

4.2  打造多样内容，丰富老年用户交流形式

研究发现，信息内容质量、信息效用质量和信息

表达质量通过影响用户感知，对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

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建议图文社区提供商丰富内容

表达形式，如根据用户创作的文本添加智能配图配乐

的功能，用“图文声并茂”的内容替代纯粹的文字；优

化平台多媒体交互功能，如在平台内置一批符合老年

用户使用风格的表情包、在用户私信页面添加发送音

视频等功能；营造热点话题高效引流，如提供话题标

签，提高平台内容的曝光率，以吸引更多老年用户参

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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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优化感知示能性设计，加强对老年用户
的包容性

研究发现，感知易用性、社区氛围感知等用户感知

均能影响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为。因此建议图文社区

设计者聚焦老年用户感知，增强平台对老年用户的包容

性，以提升老年用户的使用体验为导向优化感知示能

性设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平台功能：在文本区域

添加语音播报功能，添加适老化信息服务设计；在搜索

栏添加模糊匹配功能，方便老年用户检索感兴趣的内

容；优化针对方言的语音识别功能，增强语音输入对老

年用户的包容性。

5  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老年群体不断渗透社交媒

体，社交媒体成为老年群体重要的信息来源。老年群

体努力摆脱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身份，如部分老年人

已发挥文本叙事的独特优势，通过交流信息成为美篇

App等社交平台的“主角”。本研究以图文社区为研究

情境，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网络爬虫收集原始资料，再

基于扎根理论编码搭建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行

为的影响机理模型，发现用户需求、用户感知、信息质

量、社区认同、同伴影响是图文社区老年用户信息交流

行为的影响因素。另外，发现以美篇App为代表的图文

社区为老年用户搭建表达自我的平台，使其在长期缺

位的媒介环境中有所依；帮助囿于窄小社交关系的老

年用户建立不同社群关系，使其在更广阔的社交网络

中有所依；为渴望提升自我、追求精神满足的老年用户

提供自我实现的渠道，使其在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上

有所依。

本研究立足于老年人视角，对其信息交流行为影

响因素进行探究，丰富了数字弱势群体信息行为研究

体系，同时基于研究结果从激励机制、内容设置和功能

设计3个方面分析了平台适老化策略，具有一定实践价

值。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①选择访谈对象时未充分

考虑地域、职业和用户性格的差异，因此未能对不同特

征的用户做进一步梳理研究，并且访谈对象多为高知老

人，同质性较强，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适当扩大样本选取

范围以提高样本代表性；②质性分析访谈资料的过程

无法摆脱研究者主观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可提出具体

假设，对理论模型进行量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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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Behavior of Elderly Users in Picture-Text Communit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LU Heng1  LI WenJie1  SHI JianLan2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P. R. China; 2. Information Center,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710065, P. R.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behavior among elderly users in picture-text commun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dressing the existing “not friendly to the elderly” issues on platforms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We take the picture-text community Meipian App, known as 
“Laohongshu”, as the research context. Guided by the grounded theory, we obtain the original material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web crawler, 
and then use Nvivo 11.0 to encode the original materials in three levels. Finally, we construc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model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behavior 
of elderly users in picture-text community.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user needs, user perception, information quality, community identity, and peer influence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havior of elderly users in picture-text community. We also fi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youth 
community,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elderly users in Meipian App is particularly stro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ference suggestions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latform and the design for aging adaptation.

Keywords: Picture-Text Community; Information Exchange; Elderly User; Meipian App

（责任编辑：王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