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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解决互联网“适老
化 ”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多次
出台相关通知，要求切实解决老
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
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为
中老年网民融入互联网生活、共
享互联网红利创造便利条件。

政策引导之下，很多手机厂
商、App 等纷纷推出 “老年人模
式”。 这一模式的实际使用效果
如何，是否能够满足老年人群体
的需求？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
行了调查采访。

结合老人需求
优化“适老化”

实际上，为了解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使用
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时遇到的困难，工业和信息化
部从 2021 年 1 月起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
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一些 App 纷纷进
行了探索。 比如，有的短视频平台主要从产品设
计、内容建设和用户服务等方面进行“适老化”
优化，优先解决老年用户看不清、不会用问题；
同时升级时间提醒和管理功能， 帮助老年用户
进行时间管理；在内容安全上，强化涉老内容审
核标准、提升潜在风险私信预警响应等级、严厉
打击违法广告， 努力为老年用户打造安全的内
容环境；有的平台则从便利性入手，除了将字号
变大外， 还提高了文字和图标颜色与背景的亮
度对比值， 增大按钮和文字连接的点击响应区
域……

此前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帮
助老年人群体更好使用智能技术及应用，关键是
解决互联网应用“不好用”“选择少”“不会用”的
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一致认为，应用 App
的“适老化”优化，不能仅仅提高老年人在视觉效
果上的感受，更应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对
症下药。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
任郑宁建议：首先，政府、互联网企业、社区等应
当对老年人如何安全、快捷使用智能设备的“老
年人模式”进行教育培训；其次，在政府指导下，
各大平台共同建立“老年人模式”互联互通的生
态网络，便利老年人生活；再次，企业应切实履行
平台责任，不断完善“老年人模式”，使之适应老
年人的身心特点。

“‘老年人模式’不能只关注模式本身，更应
该关注其内容、运行方式、程序设计代码等方面。
‘老年人模式’并不是说要杜绝一切广告，而是要
有有利于老年人的服务，并在功能上做一些完善
和提升。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说。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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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图标变大
深受老人喜爱

家住上海的孙大爷使用老人机已有五六年
时间，去年刚得了一个外孙，老人开心得不得了，
总是嚷嚷着要去外地看望外孙，但受疫情影响出
行不便。怎么办？女儿给他想了个办法，一周两次
视频通话。

为了看外孙，孙大爷舍弃了没有视频功能的
老人机，去手机售卖店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大爷
您看，给您设置了关怀模式，现在屏幕上的字号
大了不少，您试试能不能看清？”售货员贴心地帮
他把手机设置了“关怀模式”，并告诉他哪些软件
在哪一个文件夹内。

所谓“关怀模式”，是指手机厂商推出的“老
年人模式”，又称“简洁模式”，手机开启这一模式
后会自动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优化适配。 比如，
手机屏幕上的界面会更加简洁；App 寻找会更加
直接。

今年 6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移动终端
适老化技术要求》《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法》
《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三项标准，侧重
于解决老年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
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比如，让视力功能减
弱的老年人方便查看的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
度文字，以及让听力减弱的老年人方便使用的音
频控制系统等。

孙大爷在“老年化模式”下使用智能手机一
段时间后发现，“这个手机很智能， 我看过几次
戏剧方面的文章， 就经常给我推送相关方面的
内容”。

记者近日在天津、上海、江苏随机采访了多
位老年人，他们均反映以前的老人机多半只能用
来接听电话，但现在他们有视频通话和浏览短视
频等需求，智能手机可以设置“老年人模式”，既
能满足他们使用智能化产品的需求，又能让他们
“接受起来不太累”。

“‘老年人模式’下，字号和图标都变大了，而
且界面简洁便于老年人查找，卸载、添加应用也
更加方便，推送的内容一般都是老年人爱看的。”
孙大爷称赞道。

广告未被屏蔽
方言不能识别

不过，虽然“老年人模式”给老年人群体带来了诸多
方便，但一些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仍然遇到不少困难。

李大爷清晰地记得，他在购买手机时，售货员告诉他“可
以说话唤醒智能语音，想找什么软件直接和手机说话就行”。
可是这个功能如今成了李大爷心里的一个堵点： 他喜欢尝
试新事物，经常试着使用语音功能，但几乎没有一次成功过。

“后来售货员告诉我，因为我说的不是标准普通话，
智能手机识别不了就不能打开语音功能。 ”李大爷感觉
又气又好笑，“智能手机难道这么不智能吗？ ”

此外，李大爷发现，手机上捆绑的非必要 App 数量
太多了， 这些 App 每天在通知栏中发布各种提醒信息，
“通知栏都被占满了， 很多时候很难分辨到底哪些是真
实有用的信息”。

同样为手机屏幕上一堆 App 犯愁的还有家住江苏
苏州的李大妈。 前不久，女儿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并
调成“老年人模式”， 还没等她开心几天， 就遇到问题
了———这个 App不知道怎么用，那个 App 不知道是干什
么的，用起来很不方便。

“孩子们说要和我视频通话，这才买了一部新手机。
结果满屏幕的小红点（App 未读信息），都不知道是干什
么的。 ”李大妈说。

记者在不同的手机中开启“老年人模式”进行体验
发现， 一些手机只是把 App 按照拼音首字母进行排序，
界面杂乱不堪；在打电话一项中，一些手机厂商并没有
快捷拨号选项，也不能通过拨号界面输入数字进行快速
检索；在智能语音过程中，一些手机无法打开健康码，一
些手机无法呼叫电话号码；还有一些垃圾信息或者广告
信息等不能及时被屏蔽掉。

李大爷提到的智能语音识别问题，在采访中，也有
专家提出，从目前智能手机本身的设计来看，智能语音
对于方言的识别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很多老年人不能很
好地使用普通话，在语言上方言的输入偏差是各个手机
厂商没能解决的问题。

除了智能手机外，App的“老年人模式”表现又如何？
记者下载了目前老年人使用较多的 App，打开其“老

年人模式”发现，有的 App虽然字体变大，界面变简洁，但
没有顶住“金钱的诱惑”，App里仍然充斥着做任务、领现
金等广告，老年人很容易一不小心就点击进入或下载。

广告未屏蔽、方言不识别？

“老年人模式”怎样优化才能更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