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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网络沉迷行为，暴露出老年人的情感
需求。”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魏万青
说，随着空巢家庭增多，互联网成为老年人重建
情感和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渠道，短视频和直
播间里的一声声“家人们”“爸爸妈妈”，填补了
他们现实社交的匮乏。

记者发现，在短视频、直播、微短剧等领域，
一些营销手段和骗局也开始“适老化”，加上算
法机制精准捕获，让辨别能力不足的老年人容
易形成行为依赖。

“一是夸大信息，二是提供便利，三是情感
慰藉，招招都对老年人特别‘致命’。”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说，老年群体信息验证
渠道相对单一，更容易相信网络上各类违规营销
内容，且相较于实物价值更看重情感价值。

老年人长时间沉迷网络，除易造成经济损
失外，还容易引发或加重视力损伤、睡眠障碍、
颈椎病等健康问题。

2020年至今，小莫的爸爸已经花了10多
万元买保健品。小莫说，他爸爸坚信吃保健品
能长寿，不去医院看病，不好好吃饭，结果摔了
一跤后粉碎性骨折，检查发现还患有骨质疏松、
高血压高血脂、反流性食管炎等多种疾病。

“熬夜上网会扰乱生物钟，导致失眠、多梦
等问题，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疲劳，甚至加速眼

部疾病的发展。”湖南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临床
心理科主任蒲唯丹说，过度依赖网络，脱离现实
生活，还可能导致老年人生活适应困难、社交能
力退化，甚至引发抑郁和焦虑情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
诚认为，短视频平台正成为老年人获取新闻的
重要来源，使其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从而降低
对事物的判断力。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老年人
上网成瘾后，子女常常抱怨“管不住”“说了不
听”，激发家庭矛盾和代际冲突。

魏万青等建议，面对层出不穷的诱导式网
络消费、网络诈骗等，相关政府部门应强化监
管力度，对恶意诱骗行为进行坚决打击，着力
解决重点人群触网的安全隐患。同时，积极开
展培训服务，常态化向老年群体普及网络安全
知识，对典型不法行为进行曝光，筑牢老年人
科学上网“防护网”。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夏柱智等建议，
在城市社区和农村建设更多老年活动中心，提
供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帮助老年人维系、拓展
社会关系，促进其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满足其情
感、社交等基本需求。此外，还应大力倡导家庭
观念，鼓励子女尽可能增加对老年人的陪伴，提
高他们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来源：新华社）

通宵“赚金币”、沉迷“直播间养生”……

老人成了“手机控”，咋办？

上午八点半，济宁老年大学文化馆分校的声乐教
室里，51岁的陈依正带领二十余位学员练习新学的合
唱曲目，她清亮的领唱声让同学们更加专注。

从企业退休人员到济宁老年大学声乐公益讲师，
陈依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人生赛道上新的转身。自
2018年踏入济宁老年大学校门起，这位“超龄学霸”先
后攻破声乐提高班、即兴伴奏班等十余门课程，更将学
习半径拓展至视频剪辑、诗歌朗诵等新兴领域。去年，
她以全优成绩通过教学能力考核，成为济宁老年大学
首批受聘公益讲师。

“陈班长总比我们多学一步。”声乐进修班学员王
阿姨告诉记者，每次新课前，陈依都会制作预习视频，
课后还会在班级群里发起“回课接龙”。作为朗诵班班
长兼声乐班班委，她独创的“三段式回课法”——示范
视频、语音点评、难点拆解，使班级出勤率长期保持在
95%以上。

在任城区某养老服务中心，每周四下午的“红歌疗
愈课”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这里的老人年纪都比较大，
所以在教授声乐课前，我会充分备课，寻找适合他们的
乐曲。”陈依告诉记者，为了让老人们更容易接受，她会
提前熟悉各种歌曲的词谱并准备伴奏，同时将《南泥
湾》《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旋律融入声乐认知训练，让
高龄老人在音符中重拾记忆碎片。“你看这些视频，都
是我上课时为他们录制的。看着他们从怯场到自信，
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陈依说。

“志愿者是迎着夕阳的彩虹，要在暮色中播撒希
望的种子。”秉持这样的信念，陈依闲暇时会积极参加
济宁老年大学组织的“爱在社区”“爱洒夕阳红”“春暖
万家”等系列公益巡演，至今已经参演100余场。陈依
说：“看着老人们神采奕奕的样子，我心中很是欢喜。
当学习成为习惯，晚年便是新的起点。”

2月18日上午，济宁老年大学2025 年春
季太极拳公益讲师培训班在文化馆分校多功
能厅启动，太极拳教师及公益讲师参加培训。

活动中，济宁老年大学副校长李宁向培训
班师生介绍了当前社区和养老机构老年学堂的
蓬勃发展情况，并为首批27位济宁老年大学太
极拳公益讲师授牌。今后，太极拳公益讲师将
在已有专业水平基础上，继续接受系统化和适
应性培训，并分别到各老年学堂授课，在社会上
传承太极文化，收获健康与快乐。

公益讲师是社区和养老机构老年学堂的主
要师资力量。去年以来，济宁老年大学探索“以
老助学”新模式，招募品学兼优的学员志愿者担
任老年学堂公益讲师，成立济宁老年大学公益
讲师团队，有力推进了社区和养老机构老年学
堂建设。通过开展培训，促进相互学习交流，有

利于推进全市基层老年教育教学规范化、系统
化建设，同时，增强了公益讲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持续擦亮了济宁老年大学“老吾老”志愿服
务品牌。

济宁老年大学朗诵班班长、声乐班班委陈依：

在暮色中播撒希望的音符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济宁老年大学2025年春季太极拳公益讲师培训班启动

学员志愿者有了新身份

最近，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网瘾老
人”话题中认领起“同款爸妈”：有的沉迷“赚
金币”，上网8小时赚回2元钱；有的茶饭不
思，刷短视频、看微短剧、听小说直至深夜；还
有的不信儿女信主播，跟风下单各种劣质保
健品……这些在年轻人看来很容易被识破的
套路，为何总能轻松“拿捏”老年人？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通讯员 张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