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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现代老年生活中的信息需求、身体变化和生活重心的转移对 APP 设计的影响。方法 根

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得到老年人的信息需求包括各个层面，比如生理信息需求、安全信息需求、情感

信息需求、受尊重的信息需求与自我实现的信息需求。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现状变化，阐释老年人在视觉、

听觉、触觉和行为能力上对 APP 设计的特别要求。在生活重心转移和现代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的现实中，

分析老年人对 APP 应用的选择趋势。结论 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的 APP 规划设计，需要充分考虑老年人

的信息需求、生理变化和现实生活状况等，力求操作简洁，功能设置单一化，界面设计清晰化，流程安

排直线化。在 APP 内容设置中既要照顾老年人多层次的信息需求，也要从生活便利、健康保障、益智

娱乐等多方面提供专项 APP 设计开发，吸引老年人积极地融入现代生活的新模式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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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Design Based on the Needs of Elder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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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needs, physical changes and shift of life focus on 
APP design in the modern elderly life. Through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t various 
levels were obtained, including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needs, safety information needs, emotional information needs, 
respected information needs, and self-fulfilling information need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physical status of the 
elderly,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the elderly on APP design were explained from visual, auditory, tactile and behavioral 
abilities. In the reality of shift of life focus and drastic changes in modern lifestyles, the choice trend of the elderly for 
APP was investigated. APP planning and design that meet the life needs of the elderly fully consider the information 
needs, physiological changes and real life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and strive to be simple in operation, easy in function 
settings, clear in interface design, and linear in flow arrangements. In the APP content setting, it is necessary to not only 
take care of the multi-level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provide special APP design and development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life convenience, health protection, educational entertainment, etc., to attract the elderly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new mode of modern life. 
KEY WORDS: elderly life; information needs; life needs; APP design 

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数字化生活已然形

成。中国老年人口逐年攀升，按照国际人口老龄化社

会标准，20 世纪末中国就会进入老龄化社会，高龄

化与空巢化现象普遍存在。如果老年人长期缺乏与人

沟通，精神没有依靠，脱离现代社会轨道，不仅不利

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由

于老年人的成长经历、知识结构和生活习惯与年代有

关，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线下窗口服务的作用被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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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被迫转到线上，加速了线上服务的发展和普及，

例如扫码支付、网上预约和进小区出示二维码等，要

跟上社会剧变的节奏，老年人就不得不积极适应。因

此，如何应用现代科技，让老年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融入现代生活是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第 45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9.04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64.5%，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8.97 亿人，网民中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99.3%。截至 2019 年 12 月，国内市

场上监测到的 APP 数量为 367 万款[1]，APP 作为连接

线上服务和现实生活的入口，简化了获取信息的路径，

提高了获取服务的效率。APP 作为内容的提供平台，强

化了专业化服务，并以开放的方式促进了“长尾”需

求的满足[2]。APP 的应用在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它

可以满足用户消费娱乐、社交出行与信息获取等各类

需求。这些 APP 软件融合了 VR/AR 技术的沉浸感和

互动性，为客户带来全新的信息接受体验和互动性，

实现了全新的人机交互体验。然而，新技术广泛应用

于 APP 的同时，也让老年用户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加深[3]。

对于老年人来说，可以通过自身学习与他人帮助，克

服“数字困难”，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便

利，进行网上购物、健身、阅读与交友等。老年人也

可以通过手机 APP，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提升生活质

量，使老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 

1  老年人的信息需求特点 

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4]，运用马斯洛需求层

次理论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初步的分析，得到目前老

年人基本的需求并没有完全被满足。研究表明，在老

年人信息需求模型中，日常生活信息的需求处于最底

层，社会保障信息需求、情感信息需求和自我实现信

息需求依次往上呈金字塔形[5]。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

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五个等级构成，老年人相应的五个层次需求有其特殊

性和侧重点。 

1.1  老年人的生理信息需求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里最基础的生理需求中，

老年人除了日常的衣食住行需要之外，由于身体各方

面功能的减退，日常生活往往不能自理，还有要被照

顾和护理的需求。因此，老年人需要亲属协助完成日

常生活，在无法获得亲属照顾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手

机 APP 获得相关信息，及时找到社区或家政服务机

构发布的护理信息，对接自我需求，实现日常生活的

正常化，保障自身的生活质量。 

1.2  老年人的安全信息需求 

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第二层主要为安全需求，对老

年人来说，更看重生命安全与自主财务安全，尤其注

重医疗和养老政策的稳定有保障。老年人的安全感首先

来自社会的安定、医疗和养老政策稳定、社会公共设

施齐备和出行有保障，因此，老年人需要积极获取医

疗保健的信息，关注自我权益，实现自足养老。老年

人在线社区用户的健康信息需求停留在生理健康层

面，而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力是潜在的信息需求 [6]。 

1.3  老年人的归属与爱的信息需求 

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第三层情感需求，包含个人要与

其他人建立感情联系的需要，以及参与到集体社交的情

感需要。已经退出工作群体的老年人更需要积极建立与

他人的情感联系，他们不仅仅需要来自亲人的呵护和关

爱，更需要保持与朋友的沟通和互动。因此，通过手机

APP 获取亲属和朋友的动态，保持积极的情感沟通，

能让老年人身心愉悦，生活乐观。APP 可以提供他们

关注的社团信息或宗教团体动态信息，比如社会新闻、

社区和老年社团的活动信息等[7]，使他们有归属感。 

1.4  老年人受尊重的信息需要 

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第四层为尊重需求，包括内在

尊重和外在尊重。任何一个个体都希望获得外界的肯

定和尊重，也希望具备独立自主和充满信心的能力。

老年人的内在尊重体现为对自己能力的肯定，对自我

成就的认可；老年人的外在尊重体现为家庭成员及外

部社会对他们地位和成就的尊重。因此，老年人有必

要积极获取信息，参与社会团体事务，保持与外界的

沟通，实现老有所尊的生活。 

1.5  老年人自我实现的信息需要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是最高级的

层次。老年群体积累了社会结构中最宝贵的经验和技

能，无论是发挥余热还是经验与技能的传承，老年人

都能为现代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老年人利用

网络信息，了解业界新动态，掌握新的技能，学习新

的经验，不断完善自我，积极融入到现代生活的潮流中。 

2  老年人的身体需求特点 

2.1  视力下降——需要界面辨认度高 

人到老年生理机能就会下降，出现视力下降和眼

睛老花，白内障等情况也比较普遍，对细小的事物和

相似的色彩辨别能力下降，对明暗度的感知能力也会

降低。因此，APP 页面中的视觉元素可以适当放大，

文字选用笔画清晰的字体，字号也可适当偏大，加大

色彩间的对比度，针对老年人的视力现实状况设计排

布 APP 的各种视觉元素。 

2.2  听力衰退——需要低频声音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听觉也衰老退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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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神经性听力减退。老年人的听力损失从高频开始向

低频发展，语音辨别能力下降。因此，在以老年用户

为主要对象的 APP 中如果要用到智能语音，可以选

用区别度高且较为低频的声音，以便老年人能清晰分

辨出来。 

2.3  触觉衰退——宜用容易感知的方式 

由于老年人的脑细胞减少和神经系统功能衰退，

导致老年人反应变的迟钝，触觉敏感性下降，所以，

APP 交互设计中要充分考虑触点的感知面积和敏感

度间的关系，在交互响应反馈强度预设中尽量采用易

于感知的方式。 

2.4  行动力减弱——避免复杂手势操作 

进入老年阶段，老年人的肌纤维变细并失去弹

性，关节的活动范围变小，行动力、持久力和机敏度

都呈一定程度的减弱下降趋势。因此，在 APP 智能

操作中，要尽量避免复杂的手势操作[7]。 

3  老年人对 APP 的选择倾向 

腾讯应用宝 2018 年发布的《老年用户移动互联

网报告》显示，二线城市的老年网民用户数占比最高，

超过了一线城市，为 38%。同时，高学历（大专以上）

的老年人在老年网民用户中占比近 30%，大幅超越整

体网民[8]。腾讯·企鹅智库发布的《2019-2020 中国互

联网趋势报告》中提及的十六个趋势中，其中第二条

趋势就指出：老年网民的增长比想象得更快，不论规

模还是消费能力，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红利中最大

的一块[9]。 
老年人在 APP 选择上，不仅涉及理财、购物与

广场舞类，对于老年人专属的 APP 也十分钟爱。老

年人同样拥有一颗追逐潮流生活的心。老年网民在使

用 APP 过程中，也存在 APP 的使用、功能操作、手

机系统设置与维护、如何下载 APP、如何注册和登录、

掌上支付和网络设置等几个突出的问题。尽管老年人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会首先求助于自己的子女和

亲友，但他们也容易遗忘。如果 APP 的使用需要多

次求助，势必会影响老年人使用 APP 的热情。因此，

用户群为老年人的 APP，软件的下载安装和功能操作

要考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从界面设计到操作流程都

要优化。即使用户群面向普通大众的 APP，也可以

单独设置一个老年入口，鼓励老年人选择更多 APP
服务。 

4  老年生活需求 APP 的设置 

4.1  便捷生活的设置 

4.1.1  生活购物 

在现在流行的几款生活购物类 APP 中，比如淘

宝、京东、美团和食行生鲜等，可以开发适合老年人

的入口，再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老年人

的生活重心，设计特别的操作界面，展示与老年人

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简化购物操作流程，让

老年人享受掌上购物的便捷和乐趣。甚至还可以专

设老年人网店区，让老年人参与到构建便捷生活的

潮流中。  

4.1.2  缴费理财 

在过去，老年人存取钱、购买理财产品和水电煤

气等生活缴费都要去银行及营业网点办理，现场业务

办理费时间耗精力，往往还需要交通来往，给老年人

带来诸多不便。在移动端各大银行、支付宝和微信等

APP 中嵌入适合老年人的操作模式，或者设置专项客

服指导，简化流程，让老年人体验到足不出户缴纳费

用的方便。甚至还可以让有余力的老年人学习理财，

充分享受老有所依的财务自由。 

4.2  保障健康的设置 

4.2.1  运动健身 

老年人退休后一方面闲暇时间增多，另一方面身

体功能逐渐弱化，保健成为生活的一大重心。他们非

常乐意参加广场舞、交谊舞和太极拳等一些群众性体

育健身活动，这些活动大部分在户外进行，有益于身

心健康。还有些老年人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或

身体虚弱，不适合于户外运动或剧烈运动，更适合在

家里做一些适当的健身活动。另外，夏天天气炎热，

冬天天气寒冷，这些天气不适合老年人户外活动。

APP 软件可以录入各种学习教程，在视频教程的指导

下，利用碎片化时间，居家进行适当的运动，例如跳

健身操、练瑜伽以及打太极拳等。这样的方式也不会

影响邻居的休息和生活。并且还可以针对特殊部位，

如颈椎、膝盖或腰部做一些特殊的锻炼，尤其是对有

过中风和脑溢血等症状治愈后的老年人的康复训练，

更为重要。通常来说，APP 软件的运动指引比自行锻

炼更加科学，更有助于康复。 

4.2.2  保健医疗 

年轻人平时工作繁忙，没时间陪老人去医院，而

老年人身体虚弱，不适合在医院长久站立排队挂号、

交费或取药，利用医院的 APP 软件提前挂号，预约

进行各种 B 超、CT 和胃镜等检查，检查结果不需要

再次跑到医院找医生会诊，通过 APP 的上传功能，

将检查结果上传给专家进行分析，专家经过分析给出

医疗方案，病人同意后，即可通过 APP 软件进行网

上缴费、取药。不方便去医院取药的话，通过快递就

可以送到家里。因此，有了 APP 软件后，极大地方

便了老年人的就医和诊断。另外，对一些心理方面的

疾病，通过网上的医疗咨询、开导与定期对话能给老

年人提供及时诊治和心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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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益智娱乐的设置 

4.3.1  出行旅游 

老年人退休后时间充裕，可以适当安排出门旅

游。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虽然可以从网上购票、

订酒店以及旅游路线等，但电脑笨重，随身携带很不

方便，使老年人出门旅游还是一种奢望。随着移动端

携程、支付宝等旅游 APP 软件的出现，给老年人带

来了很大的方便。老年人可以从手机携程网、微信、

支付宝等 APP 订购车船机票，旅游路线、宾馆酒店、

外卖和洗衣服等业务，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4.3.2  提升技艺 

1）摄影绘画。大多数老年人退休后也不愿意待

在家里，更喜欢享受退休生活。好多人买了单反相机

等摄影装备，拍摄许多风景、任务及生活照，发到微

信群里，让大家欣赏，还可以制作成微信公众号，定

期上传拍摄照片，供大家观赏及下载。 
2）写作出版。有些老年人本身热爱写作，或者

退休前就是作家和新闻爱好者，退休后完全可以做到

退而不朽。开设自己的公众号，把自己的作品上传到

公众号进行分享传播。对于出版社来说，利用 APP
技术，极大地提升老年出版物的出版速度。在版面设

计制作中，还可根据文字与版面图画展示的效果，随

时更换所需图画，迅速看到设计效果。并根据图书需

求和喜好实现更人性化、更细节、更快捷的设计，使

设计模式更加科学化、全方面和多角度，可以使人产生

无限构思和想象，拓展人的思维，使整个设计过程更快

捷、更便利和更逼真，达到设计周期短、成本低和质量

高的目的。 
3）提高厨艺。有些老年人上班的时候工作忙，

没时间研究厨艺，退休后总算有时间可以发挥余热。

如果按照书上菜谱做，由于记忆力有限，在制作过程

中还需要不断翻书，总是感觉手忙脚乱，做出来的口

味差别很大。APP 程序的出现，利用手机等移动播放

设备可以方便携带与播放，指导老年人开发新菜谱，

通过观看程序中的方法，边做边学。有的老人每天换

花样，既可以学中式料理，也可以学西式料理和韩国

料理等；还可以在网上开店，做外卖，在“数字生活”

中老有所乐。 

4.3.3  娱乐互动 

如果老年生活乏味，也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老年人除了看书、画画及下棋等传统活动之外，

还可以利用 APP 玩益智的娱乐游戏，比如连连看和

连连消等。还可以针对老年人，开发一些其他益智的

APP，比如成语和诗词的填字填词游戏，遣词造句，

还可以进行数学题的智力游戏、脑筋急转弯、笑话和

幽默故事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APP 技术具备普通计算机上所没有的拾音感知

能力，真实再现一切人所具有的感知功能及反应。它

所具有的听觉体验，借助 VR 三维立体技术，通过虚实

结合的效果，将读物的内容直观地呈现给老年人，使得

场景十分逼真，而且伴随视听效果，还可以与之互动。 

5  结语 

社会飞速发展，数字新技术层出不穷，它在现实

生活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深入。老年网民数量的不断增

长，说明老年人在积极适应“数字化生活”。APP 的

广泛应用可以极大地拓展老年人的生活空间，提升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针对老年用户的 APP 设计，具体

应遵循以下原则。（1）下载安装简单化。APP 的下载

安装操作要简单方便，首次安装 APP 时，可以播放

安装教学视频，演示安装的具体步骤，还可以用声音

提示老年用户把每一步操作记录下来。在安装视频结

束后应设置“再看一遍”和“开始安装”两个选项，

从一开始就消除老年用户对接“数字生活”的心理和

技术障碍。（2）功能设置单一化。APP 的内容设置要

以老年人基本信息需求层次为依据，合理安排入口信

息的排布位置和顺序，充分考虑老年用户选择该款

APP 的基本初衷，避免衍生功能排挤核心功能的情况，

建立 APP 基本功能与老年人信息需求之间的简单对应

关系。（3）界面设计清晰化。APP 的操作界面设计要

清晰，减少次要信息的干扰，功能图标的触控范围适

当扩大，选择笔画清晰易于辨认的字体，适当加大字

号，强调色彩间的对比度，突出显示主要信息，明显

区分不同信息。（4）操作流程直线化。APP 的操作流

程安排力求简洁顺畅，操作过程尽量避免出现过多选

项。老年用户一旦做出选择，容易根据已有经验推断

结果。过多选项会影响老年用户的判断，使他们产生

不安全感。如果老年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觉得操作不方

便，就阻碍他们进一步选用 APP。 
在 APP 规划中，需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体、

心理和现实生活现状，根据老年人的信息需求和生活

需求，开发适合老年用户使用的 APP 软件。在 APP
设计时，既要照顾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求，满足他们

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又要从生活便利、健康保障、益

智娱乐等多方面提供 APP 应用服务，重视新媒介使用

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帮助老年人安享数字化生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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