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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梳理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进展，有助于厘清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行为的特征及影响机制，

可为老年人网络平台设计、信息资源组织和智能设备研发提供可靠的认识论依据，为顺利推进“智慧医养”建设提供

启示。 [研究设计/方法]回顾国内外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研究文献，归纳、分析其主要的研究内容、理论、方法、情境

等。
 

[结论/发现]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老年人信息搜寻过程和老年人信息搜寻结果三

个方面。 当前研究存在跨文化研究和基于纵向数据的研究较少等核心问题；跨文化的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将游戏化

思想引入老年人信息搜寻过程、进行大样本的自然搜索实验研究等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方向。 [创新/价值]
详细梳理了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行为研究进展，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关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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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Review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elderly’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con-
tributes

 

to
 

sort
 

out
 

the
 

feature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ir
 

onlin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and
 

provides
 

reliable
 

e-
pistem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esign
 

of
 

network
 

platform
 

for
 

the
 

elderly,
 

the
 

online
 

information
 

resources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devices.
 

It
 

also
 

brings
 

inspir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
gent

 

Medical
 

Care".［Design/Methodolog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n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de
 

a
 

summary
 

and
 

analysis
 

on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theories,
 

methods
 

and
 

situations.
［Findings/Conclusion］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impact
 

factors
 

of
 

the
 

elderly’s
 

in-
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their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
 

and
 

their
 

information
 

seeking
 

results.
 

There
 

are
 

some
 

cor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studies,
 

such
 

as
 

lack
 

of
 

cross-cultural
 

or
 

longitudinal
 

data-based
 

research.
 

And
 

several
 

research
 

di-
rections

 

are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cross-cultur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introdu-
cing

 

gamification
 

thinking,
 

and
 

conducting
 

more
 

natural
 

seek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by
 

collecting
 

large
 

amount
 

of
 

samples.
［Originality/Value］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tudi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onlin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the
 

eld-
erly,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at
 

c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Keywords]　Online

 

information
 

seeking;
 

The
 

elderly;
 

Cognitive
 

ability;
 

Digi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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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党的十九大报

告[1]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在现

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使用计算机、智能手机

等电子设备进行通信、娱乐和信息交流，在线信息搜

寻逐渐成为老年人获取即时信息的主要途径，并以

此了解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增强感知控制、安

享晚年生活等[2]。

老年人作为数量庞大的弱势人群，由于存在身

体障碍、认知局限性、数字素养等方面的限制，在信

息搜寻行为上较年轻人群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和差异

性，从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积累了一定数

量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整体把握其

研究态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目前仅李一喆

等[3]从信息查询行为（信息需求、信息获取渠道和信

息检索行为）和行为影响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因

素）两个方面对国外老年人信息行为相关研究进行

了综述，且该文献发表于2014年，相对较早。 因

此，有必要对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

为了全面了解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进

展，本文以 Web
 

of
 

Science、EBSCO、ProQuest、中

国知网等为数据源，将“Information
 

Seeking”（“信息

搜寻”）、“Information
 

Search”（“信息搜索”）、“Infor-
mation

 

Retrieval”（“信息检索”）与“Elderly”（“老年

人”）、“Older”“Aged”等英文、中文关键词分别组

配进行检索，旨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发现前

人研究的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厘清老年人信息搜

寻行为的内涵、特征与影响因素等问题，为老年人网

络平台设计、信息资源组织和智能设备研发提供可

靠的认识论依据，为国家顺利推进“智慧医养”建设

提供启示。 本文拟从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

研究、老年人信息搜寻过程研究和老年人信息搜寻

结果研究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展开述评。

2 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大量研究从健康信息搜寻角度切入揭示老年人

信息搜寻行为，这充分反映了健康信息和健康问题

是老年人的核心信息需求与关切。 研究发现，老年

人在互联网上搜索健康信息的可能性比年轻人高，

更倾向于阅读医疗记录，以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4]；

而且健康信息搜寻经常发生在预约后，而不是为预

约做准备，前者人数几乎是后者的2倍[5]；就诊后搜

寻信息人数是就诊前人数的2倍[6]。 老年人信息搜

寻行为受到信息格式偏好、特定健康主题偏好、健康

信息来源（如图书管理员、护士、药剂师和医生）偏

好[7]，以及手机依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8]。 归纳而

言，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行为特征与老年人人口统

计特征、数字素养和对信息通讯技术的态度等方面

不无关系。

2.1 人口统计特征

近年来，学者们研究老年人人口统计特征（年

龄、性别、收入、种族、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健

康状况、家庭情况等）对其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表

1列举了代表性文献的研究方法及样本。 例如：Miller
等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搜索健康信息与年龄、民

族、收入、教育、健康感知、对医生的信任度以及互

联网使用有关，与性别和医疗质量无关；其中，年龄

和信任对于使用互联网搜索健康信息具有交互作

用[9]。 Tennant等研究发现，女性利用 Web2.0获取

健康信息的可能性是男性的3倍，大学毕业生、研究

生是非高中毕业生的2-7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

利用 Web2.0获取健康信息[10]。 Tu等的研究指出，

教育水平是影响在线搜寻健康信息的关键因素；女

性比男性、年轻人比老年人、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比

西班牙裔美国人、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以及慢

性病患者更有可能搜寻健康信息[11]。 此外，有学者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对健康信息的兴趣、

搜寻积极性、当前健康状况与健康信息搜寻维度之

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关系[12]；而有学者却发现老年人

自我感知的整体健康状况和慢性病数量并不显著影

响其使用互联网来查找健康信息[13]。

在该方面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利用调查问卷获

取美国、澳大利亚、荷兰、芬兰等国家样本数据，使

用逻辑回归分析、卡方检验等方法，探索年龄、性

别、收入、种族、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对老

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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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老年人人口统计特征对其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研究概述

Table
 

1 Summary
 

of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lderl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作者 理论基础或模型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年龄

Miller等[9] — 问卷调查（逻辑回归） 3,796位美国人 18-65岁及以上

Tennant等[10] — 横断面电话调查（t检验、多元线
性回归、逻辑回归） 283位美国人 50-91岁

Tu等[11] — 问卷调查 约78,000位美国人 18-65岁及以上

Eriksson-Backa等[12] — 问卷调查、访谈法（卡方检验） 281位芬兰人 65-79岁

Burns等[13] — 问卷调查（卡方检验、逻辑回归） 4,060位澳大利亚人 55-75岁及以上

认为是影响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的关键因素，但关于

性别、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相关学者并未达成共

识，这可能与老年人其他特征有关，未来研究有必要

对此进行进一步探索，以期得出更具有普适性的结

果。 多数研究都只涉及了其中的某几个因素，未分

析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对这些因素的间接影响、调

节作用的分析也较少见；另一方面，多数文献基于自

我报告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过度依赖受访

者，而较少对反映实际信息搜寻行为的网络日志等数

据进行分析。 未来可通过因素整合，构建更加科学

的理论模型，基于网络日志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

型、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索影响因素的作用机

制。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表1看出，多数研究缺乏

理论支撑，这可能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现有

文献未基于成熟理论展开研究，存在一定研究缺陷；

另一方面，可能是数字环境中新技术、新媒体不断推

陈出新，加之老年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之前的理论

观点或模型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目前新的研究环境。

因此，在深入研究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的过程中，应

注重相关理论模型的研究与讨论，进而根植于理论展

开应用研究。

2.2 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是指在数字环境下利用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术)发现、获

取、评价、整合、交流信息的能力。 多项研究发现，

数字素养是影响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的重要因素，相

关代表性研究详见表2。 老年人因怀疑自己驾驭大量

信息的能力，进而怀疑在线搜寻的信息质量[14]，通过

计算机培训，可以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 老年人

对计算机培训计划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许多老年人在

接受培训后开始使用在线资源搜寻高质量的健康和医

疗信息，并且搜寻信息过程中计算机焦虑显著降低，

计算机兴趣和效能显著增加[15-17]。

表2 老年人数字素养对其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研究概述

Table
 

2 Summary
 

of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lderly
 

Digital
 

Literacy
 

on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作者 理论基础或模型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年龄

Bo[15] — 问卷调查（t检验） 131位美国人 54-89岁

Chu等[16] 自我效能理论 实验法（方差分析） 12位美国人 65岁及以上

Rikard[17] — 实验法（柔性参数回归模型） 313位美国人 66-100岁

Oh等[18] 信息搜寻综合模型 随机抽样调查（相关分析、分层逻辑回归） 235位韩国人 60岁及以上

Eriksson-Backa[19] — 问卷调查（交叉表、卡方检验） 273位芬兰人 65-79岁

　　在老年人数字素养的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也讨

论了健康素养对其信息行为的作用机制。 健康素养

泛指个人发现和使用健康信息的能力[20]，本文认为在

线环境下的健康素养指用户使用ICT搜寻、评估和利

用健康信息等方面的能力，是数字素养在健康信息搜

寻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学者研究发现，老年人在线

信息搜寻行为除受到教育水平、有规律的运动、较高

的医疗支出等因素影响外，同时还会受到健康素养的

影响[18]；老年人对掌握健康信息能力的坚定信念与其

信息行为正相关，这些信念是影响甚至改变其健康行

为的重要因素[19]；具有较高健康素养的老年人接受在

线搜寻所得信息时会进行严格判断，是在线搜寻所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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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关键评估者，并且他们有信心与医疗保健专业

人员讨论其健康状况，并就其健康和治疗方案做出明

智的选择[21]。

在该方面研究中，学者多采用实验法、访谈法和

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了老年人数字素养对

其在线信息搜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现有

研究样本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尚未发现跨文化研究

的相关文献，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纳入文化、区域等

因素进行更为广阔的讨论。 从网站设计角度来看，

为了克服老年人数字素养能力普遍偏低及生理局限等

方面的现实障碍，在开发设计面向老年人的网站或应

用程序时，应秉持无障碍访问的设计理念，遵循导航

醒目、排版简洁、链接浅见、格式一致的基本原则；

避免字体过小、文字信息过多等设计缺陷；确保搜索

栏容易被看到，语音输入功能易于使用；多使用通俗

易懂、主动语态的语言，尽量避免晦涩难懂、被动语

态的专业化、学术性用语。

2.3 ICT使用态度

在经典的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技

术接受模型）中，技术的使用行为意向由使用态度和

感知有用性共同决定，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又共

同决定了使用态度。 同样，在线信息搜寻活动中，老

年人对ICT的使用态度是决定其接受和使用ICT的一

个重要因素[22]；持消极态度的老年人认为自己无法学

会成功使用ICT，或对自己学习和掌握该技术的能力缺

乏信心，而这反过来又会抑制学习[23-24]；持积极态度

的老年人利用互联网展示自己的独立性并保持活跃，

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声望或象征性资本[25]。

学者们利用回归分析、秩和检验、结构方程模型

等方法研究老年人关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态度对其信息

搜寻行为的影响，代表性研究详见表3。 部分老年人

认为在线信息搜寻行为将有利于增强营养与健康信息

的可用性、可访问性以及自我控制感，而另一部分老

年人却认为大量信息的涌入阻碍了他们搜寻在线信

息[2]，一定程度上使得老年人使用在线健康信息的信

心降到最低且动力最小[4]；而老年人对自己相关能力

的信心往往取决于其他人，如果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

“精通”技术并且能够有效地分享健康信息，那么就

可以共同管理在线健康信息[26]。 此外，感知有用性通

过使用行为意向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同时，感知有用性是健康相关性（Health
 

relevance）影

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中介变量；感知易用性通过感

知有用性和使用行为意向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产生正

向影响；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感知外部控制、计算机

焦虑和感知娱乐性通过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使

用行为意向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产生间接影响[27]。

表3 老年人对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态度对其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研究概述

Table
 

3 Summary
 

of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lderly
 

Attitudes
 

Towards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作者 理论基础或模型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年龄

Boulton-Lewis等[23] — 问卷调查（Ordinal回归分析） 2,645位澳大利亚人 50-74岁及以上

Gatto等[24] — 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 58位美国人 59-85岁

Huvila等[4] — 问卷调查（秩和检验、卡方检验） 354位瑞典人 58-72岁

Chang等[27] 改进的技术接受模型 问卷调查（结构方程模型） 300位韩国人 55岁及以上

　　前述可知，ICT使用态度对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

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并不丰富，现有文献普遍存在研

究方法单一、问卷调查广而不深等诸多不足。 目

前，鲜有学者利用纵向数据深入探究老年人信息搜寻

行为的动态演化特征；鲜有学者综合利用文本、图

片、视频等多媒体信息，模拟真实信息搜寻情景，开

展实验来研究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控制等

因素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 因此，未来可以科学创

设实验情景，收集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期的数据，观察

其健康状况、网络经验、认知能力等方面变化，利用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方法研究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的

动态演化过程，以期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全

面的探讨。 从网站设计角度来看，考虑到用户可以从

目标实现进展情况的最新信息中获益，在复杂的人机

交互任务中，网站设计人员应该考虑将信息反馈的焦

点从离散事件扩展到整个交互事件，不仅向老年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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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关特定操作的反馈，还应向老年用户提供诸如

完成当前活动所需时间或以后可能遇到的困难等有关

整个会话的信息反馈，从而提升老年用户对于信息技

术的胜任感，使其转变对信息技术的被动使用态度。

3 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过程研究

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过程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搜

寻过程障碍研究与策略研究两方面。 信息搜寻过程

障碍研究方面，Sit发现，信息搜寻过程中老年人在

概念知识、语义知识、查询技能三个知识层存在障

碍，在如何搜索在线图书馆目录系统的概念知识方面

（如检索式构造、理解并使用关键字和布尔搜索，以

及理解数据库内容）遇到的困难最大；而Huang则发

现，利用表达不够充分的检索式来执行复杂的搜索任

务、不了解网页浏览器和网页搜索工具（如地址栏、

搜索栏、网页搜索框）、过分依赖过往的搜索经验、

缺乏评估在线健康信息质量的能力是老年人搜索在线

健康信息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信息搜寻过程策略研究方面，学者发现老年人在

信息搜寻过程中倾向于使用熟悉的信息搜寻策略进行

信息检索，即便是使用新工具，也明显倾向于使用自

成体系的解决问题技能[28]；老年人在信息搜寻过程中

表现出明显的依赖性和定势性，首页/重选网页模

式、跟随链接模式、重构检索式模式是老年人的高频

检索行为模式[29-30]；同时，老年人搜寻策略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改变，可以利用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

我动员三个概念范畴解释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31]；当有替代方案时，老年人可能会采取与年轻人

不同的路线，使用风险最小的搜索方法来尝试解决分

配的任务[32]；认知能力较低的老年人倾向于使用自上

而下的策略来查找相关信息[33]，相关文献详见表4。

表4 老年人信息搜寻过程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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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理论基础或模型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年龄

Sit[34] — 实验法（卡方检验、内容分析法） 54位美国人 50-76岁

Huang等[35] — 音频记录数据、访谈和问卷 17位美国人 56-78岁

Curzon等[28] — 半结构化访谈 20位英国人 53-88岁

吴丹等[29] — 用户检索实验（编码法、内容分析法） 20位中国人 55-81岁

Hurst[31] 建构主义基础理论 非结构化日记、半结构化访谈（扎根理论） 29位英国人 66-87岁

Fairweather等[32] — 实验法（相关分析） 28位美国人 18-73岁

Chin等[33] — 被试间实验设计（双因素方差分析） 69位美国人 18-35岁
60-83岁

　　前述可知，学者们多利用实验法、访谈法获取研

究数据，采取方差分析、内容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

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信息搜寻过程障碍和信息搜寻过

程策略两个方面。 存在以下不足：缺乏理论支撑，

使用便利样本，且样本不具典型的代表性；实验情景

较为简单，被试接触实验情景的时间有限；缺乏对信

息搜寻策略的效果或不同策略间有效性的比较研究，

也缺乏将其与更广泛的因素联系起来的研究。 此

外，尚未发现游戏化思想在老年人信息搜索过程中的

应用研究。 所谓游戏化，指将游戏元素加入到非游

戏应用中，以此优化用户体验和提高用户参与程度。

如果在信息搜索系统的场景、任务、规则、资源等环

节引入游戏化思想，那么基于游戏化的信息搜寻过程

可以更加高效地向老年用户传递信息或知识，进而提

高老年用户学习效果，优化其信息搜寻过程体验。

上述提及的研究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结果的说

服力，未来研究可基于用户信息行为、认知心理学、

教育学等相关学科与理论，考虑系统、环境、任务类

型等典型搜索实验的自变量，乃至引入游戏化学习机

制，进行更大样本的自然搜索实验研究。

4 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结果研究

4.1 老年人信息搜寻绩效研究

在线信息搜寻活动中，老年人往往比年轻人会遇

到更多的困难，找到正确答案的成功率较低，这可能

是由于缺乏对可用网络搜索策略的了解[36]，也可能与

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和网络检索熟悉程度等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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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30,37]。 归纳而言，网络知识、搜索任务以及认知

能力是影响老年人信息搜寻绩效的主要因素，Sharit
研究阐释了这三个因素对于搜寻绩效的作用机制，指

出网络相关知识虽然是必要的，但对在线信息搜寻表

现的解释并不充分；知识与关键认知能力的结合对成

功搜寻信息具有重要意义，而认知能力取决于搜寻问

题的复杂性。 研究发现，一方面，老年人和年轻人

在所采用的搜寻策略、搜寻时间，以及回答查询问题

所进行的搜寻次数或访问网站的数量等方面存在明显

差异，而在搜寻健康信息准确度方面的得分却十分相

似；另一方面，老年人在简单健康搜索任务上的表现

可能与年轻人没有太大差异，但在涉及跨网站集成信

息等复杂任务上，表现可能不如年轻人[38-40]；再一方

面，老年人在明确的任务中的表现比年轻人差，但在

不明确的任务中的表现则相反，老年人通过自上而下

的知识驱动策略，在不明确的任务中达到相同的绩效

水平，从而提升了他们较低的认知能力[33]，相关研究

详见表5。

表5 老年人信息搜寻绩效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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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理论基础或模型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年龄

Sharit等[38] 互联网信息搜寻模型 实验法（t检验、方差分析） 50位美国人 18-39岁
60-85岁

Sharit等[39] 互联网信息搜寻模型 实验法（t检验、相关分析、卡方检验） 60位美国人 18-82岁

Stronge等[36] — 实验法、结构化访谈（逐步回归分析、卡方
检验） 32位美国人 19-23岁

60-74岁

吴丹等[37] — 用户实验、问卷调查、访谈法 20位中国人 55-81岁

　　综上所述，学者们将知识、认知能力、网络熟悉

度、受教育程度以及搜寻任务复杂度等因素纳入到具

体研究中，利用实验法、访谈法，通过与年轻人比较

进而研究老年人信息搜寻表现。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来看，现有研究中并未进一步探寻诸如性别比例、样

本规模、文化差异以及年龄组划分标准等可能导致绩

效差异的深层次原因；由于招募老年人被试比较困

难，研究样本数量普遍偏小，限制了在更精细层次上

识别有意义的差异，如若研究样本又非随机样本，则

所得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就可能偏弱，从而导致研究

结果普适性较差等问题。 此外，现有研究中关于老

年人年龄的认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且跨度较大，若笼

统地将50-80岁的老年人一并进行分析，势必会降低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未来研究应对老年人

按年龄进行科学划分，并分组讨论；纳入信息搜寻目

的、动机等因素；增加实验控制组，减少与研究目的

无关的变量影响；利用较大规模样本讨论年轻与老年

群体搜寻绩效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细化研究结果的

分析粒度，进而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科学性。

从网站设计角度来看，大部分学者发现不同任务情景

下老年人与年轻人搜寻表现有所不同，因此网站设计

人员应注重用户年龄和特定活动之间的强相关性，基

于用户偏好进行网站设计，例如针对老年用户发现满

意结果后不进行交叉比较随即停止搜寻的现象，可在

浏览窗口中设置多个选项卡，以便老年用户比较搜索

结果，提高其搜寻绩效。

4.2 老年人信息搜寻资源可信度研究

在线信息质量与信息价值，特别是信息的可信度

是影响老年人在线信息决策的关键性因素之一[29-30]，

这在健康信息领域尤为显著。 为帮助老年人更好地

浏览和利用互联网，识别可靠的信息，增加老年人对

在线信息资源的信任度，进而提高老年人搜寻和使用

在线信息资源的能力，学者们从信息资源可信度的视

角进行了探索研究，相关研究见表6。
研究发现与传统信息源相比，互联网与健康专

家、药剂师一并成为最常用和最可信的健康信息来

源，传单、电视、报纸和健康杂志也是重要的信息来

源[5]；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信息来源依次为：医生、电

视节目、家人/朋友、杂志、报纸、收音机和互联

网[44]；另一项研究发现，健康信息来源信任程度从高

到低依次为：医疗保健提供者、药剂师、朋友和亲

属、退休社区工作人员、报纸、互联网、电视和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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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老年人信息搜寻资源可信度相关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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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ock等[5] — 问卷调查（秩和检验、回归分析） 118位荷兰人 49-94岁

Chaudhuri等[41] — 问卷调查（方差分析、Mann-Whitney
 

U检
验、Tukey检验和t检验） 403位美国人 57-100岁

Campbell等[42] 社会学习理论 问卷调查（配对t检验） 42位美国人 平均72岁

Liao等[43] 详尽可能性模型 实验法（方差分析） 32位美国人 19-26岁
62-80岁

机[41]。 虽然上述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老年人

感知互联网资源的信任度普遍较低，正如 Campbell
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互联网已经成为老年人搜

寻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然而在进行医疗保健决策

时，他们却坚持以医生为中心的护理模式；用户对于

网络健康信息的信任感与年龄负相关，不使用互联网

获取健康信息的老年人一般不相信互联网信息[11]。

此外，有学者通过实验法，探讨老年人和年轻人

对于健康信息可信度线索的敏感性差异，研究发现，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对健康信息可信度线索以及网

站特征中的可信度线索不太敏感；与信息内容可信度

线索一致的用户评论更能增强老年人对信息内容的可

信度判断；认知能力下降和互联网经验不足是限制老

年人正确判断在线信息可信度的两个重要因素；然

而，个人丰富的健康领域知识可能会提高老年人正确

判断可信度的能力；互联网经验的不足则是影响他们

对传递不一致信息的用户评论敏感度的主要因素[43]；

而拥有多年互联网和个人电脑使用经验、创新性得分

高、计算机焦虑得分低的老年人则认为，在线信息资

源的总体可信度较高，对其质量评分也较高[45]。

上述可知，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老年人感知在线资

源可信度较低，这将严重影响其在线信息搜寻的积极

性。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现有研究大多认为认

知能力和网络经验会影响老年人对在线信息搜寻资源

可信度的判断，未来研究可对影响因素进行拓展与延

伸，在更为广泛的样本环境中招募性别、社会经济背

景以及种族等方面数量均匀的被试，纳入个人特征、

地域文化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例如还可纳入医疗

保健体系完善程度、就医成本等因素，以使研究结论

更具价值。 网站行政管理部门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保证在线信息资源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诸如网站管理

者、资助者、内容提供者、审查者、隐私声明、服务

条款声明等信息公开透明；权威部门推出在线“健康

帮助表”，方便老年人依据该表评估在线健康信息。

网站设计人员可根据信息质量标准可视化地构建搜索

结果排名，帮助老年用户方便地获取不受互联网使用

技能影响的高质量信息。

5 结论

上述研究发现，国内外已经涌现出一些关于老年

人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文献，概括而言，其核心的研

究内容集中在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老

年人信息搜寻过程研究和老年人信息搜寻结果研究三

个方面。

同时，笔者在这些文献当中发现以下几点不足：①

在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多数研究只考

虑了某些因素，缺乏对不同因素间交互作用的探讨，同

时，也缺少对这些因素的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进行路径

分析；②研究样本集中于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尚未发

现跨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而文化、宗教、地域等人口

统计学因素可能同样会影响老年人的在线信息搜寻行

为；③利用纵向数据分析老年人信息搜寻行为随时间动

态演化的研究很少；④多数研究缺少理论支撑，且习惯

使用便利样本；⑤尽管许多学者发现了不同任务情景下

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在线信息搜寻表现存在差异性，但并

未进一步探寻产生差异的深层次原因；⑥老年人在线信

息搜寻资源可信度判断的研究中，仅关注到认知能力和

网络经验等少数因素，而人格特质、地域文化等因素却

未得到足够重视。

计算机通信、新媒体等新技术的普及应用以及银

色浪潮的汹涌而至，为该领域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机

遇，现阶段存在的诸多不足又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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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实践应用层面，网络平台设计或信息资源组织

时，相关人员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关切与偏好。

理论研究层面，老年人在线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应特别

关注以下几点：①进一步探索现有研究中尚未达成一

致的问题，以期得到更具说服力的结果；②纳入文

化、地域等人口因素，立足社会或文化视角进行更为

全面的研究；③利用纵向数据深入探究老年人信息搜

寻行为的动态演化特征；④基于用户信息行为、认知

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考虑搜索任务、系统与环

境等变量因素，引入游戏化学习或游戏化设计理念，

进行大样本的自然搜索实验研究；⑤考虑用户在线信

息搜寻目的、动机等要素，控制与研究目的无关的变

量，利用更大规模实验样本讨论影响老年人信息搜寻

表现的因素；⑥引入用户个人特征、地区、文化等其

他可能因素，系统地研究影响老年人对在线信息搜寻

资源可信度判断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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