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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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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我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养老和健康问题越来越为政府和社会关注。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可

提升其健康素养及生活质量，促进健康养老。[ 方法 / 过程 ]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收集了 30 位老

年人的健康信息获取经历，以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性编码对影响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因素进行归纳与分

析。[ 结果 / 结论 ] 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受环境因素、心理因素、能力因素、媒介因素、感知因素和信息因素的共

同影响。其中，感知因素直接产生作用，其他因素均间接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优化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策略

和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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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pension and health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ar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ccess to health information for the elderly can improve their health 

literacy and quality of life, promote healthy elderly care. [Methods/Processe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e heal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experience of 30 elderly people was collect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eal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by open coding, spindle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al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was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psychological factors, ability factors, media factors, perception factors and 

information factors. Among them, the perceptual factors play a direct role, and the other factors play an indirect role. On this 

basis, the heal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trategy and service mode of the elderly can be further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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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保

证老年健康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1]。老年

人对养生保健、医疗保险、疾病防范等健康信

息的需求更加迫切 [2]，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

获取健康信息实现健康决策支持 [3]，通过社交

互动、平台推送等渠道进行的随机性信息获取

也成为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 [4]。目

前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研究中多为搜寻和

查找等主动信息获取研究，很少涉及其他形式

的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研究。因此，本研究聚焦

具有随机性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主要

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老年人实施健康信息

获取行为时有哪些影响因素？（2）影响因素之

间有怎样的作用关系？

1　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影响

因素研究概述

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包括信息需求、信息搜

寻、信息检索、信息寻求等，在信息获取过程

中涉及信息源、信息获取途径、信息获取工具

和策略等具体内容 [5]。针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

取行为，国内学者们开始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总体而言，研究表明老

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四类：

①个体因素，涉及个人心理因素、个人实施成本、

健康素养等；例如朱姝蓓等 [6] 发现健康意识作

为主导因素影响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②

信息因素，涉及信息特征、信息质量、信息可

信度等；李锴 [7] 通过分析老年群体健康信息搜

寻困境，指出健康信息质量和隐形推销内容是

搜寻行为主要影响因素，而实行新媒体适老化

改造、家庭数字反哺，则有助于提升老年群体

健康信息搜寻能力；③媒介因素，涉及信息渠道、

使用意愿、人脉资源等；例如戴艳清 [8] 发现信

息来源是影响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重要

因素之一，指出公共图书馆通过举办健康知识

讲座、提供中介检索服务能帮助老年人有效提

升自身健康信息搜寻能力；④环境因素，涉及

社会支持、生活世界等；如王琳等 [1] 的研究发

现我国老年女性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受所处社

群的社会规范、社会类型、世界观等的影响极大。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学者对老年人健康信

息获取行为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搜寻行

为及其影响因素，但是对于各要素间的关联与

作用路径关注较少，同时对信息获取全过程关

注较少，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中信息获

取全过程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基于此，本研

究利用半结构化访谈和扎根理论，调查老年人

健康信息获取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和各因素

间作用关系，构建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影

响因素框架，为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相关

研究提供理论指引。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 Glaser 和 Strauss 提

出的一种借助已有文献，根据研究者自身经验

和资料开展编码分析，形成理论模型的质性研

究方法，且这种方法能在系统性收集资料的基

础上，揭示事物现象的核心概念，厘清现象内

部发展逻辑关系，尤其适用于主题研究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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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时进行理论构建。因此，本文选择扎根理论

研究方法，在收集整理老年人日常生活经历的

基础上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进行探究。

2.2　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使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数据，主

要使用面对面形式对共 30 位 60 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进行一对一访谈，平均访谈时间为 35 分钟。

由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较低，招募志愿者难

度相对较大，考虑到方言口音等客观交流问题，

为减少受访者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笔者基

于个人交际网络关系，选择弱链接关系人群作

为受访人群进行质性研究数据收集。样本对象

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对象基本情况

编号 性别 职业 受教育程度 年龄 编号 性别 职业 受教育程度 年龄

01 男 会计 高中 79 16 男 公务员 专科 67

02 男 教师 专科 76 17 女 公务员 高中 65

03 女 工人 初中 75 18 男 工人 初中 72

04 男 工程师 本科 80 19 男 警察 本科 61

05 女 工人 高中 75 20 女 个体 专科 60

06 女 教师 专科 62 21 男 国企员工 初中 71

07 男 国企员工 高中 65 22 男 医生 本科 77

08 女 个体 高中 60 23 女 教师 专科 67

09 男 个体 初中 63 24 男 工人 初中 74

10 女 公务员 高中 61 25 女 个体 高中 65

11 女 医生 本科 64 26 男 个体 高中 68

12 男 警察 高中 65 27 女 工人 初中 75

13 女 教师 专科 68 28 男 教师 高中 74

14 男 工人 初中 61 29 女 教师 高中 73

15 女 务农 初中 76 30 女   国企员工 专科 77

在正式访谈之前，笔者根据研究问题和

研究目的，结合先前收集资料和相关文献设

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并对 2 位老年人进

行预访谈，以修正访谈提纲。半结构化访谈

提纲为：（1）您关注健康信息的原因是什么？

（2）您平时怎样获取健康信息？是否通过网络

获取？（3）您平时获取健康信息时，比较关注

哪些方面的信息？ 什么样的情境下关注这些信

息？（4）您获取健康信息时遇到什么困难？怎

样解决这些困难？（5）您相信您浏览到的健康

信息吗？您比较相信哪种渠道获取的健康信息？

笔者在 2023 年 6—7 月间对以上 30 名受访

者分别进行深度访谈，为确保研究严谨性和数

据精准性，全程由笔者记录、录音和整理，形

成 30 份文字资料，并从中选择 25 份资料进行

编码分析，剩余 5 份资料作为饱和度检验。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EN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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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编码与分析

3.1　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笔者将 25 份原始资料

打散，进行概念提炼，通过对比、合并后，删

除了相互矛盾或重复的概念，最终获得 49 个基

本范畴（分别以 B1、B2、B3……Bn 表示），

对所有基础范畴进行归纳整合后，共形成 14 个

初始概念（分别以 A1、A2、A3……An 表示），

如表 2 所示。

表 2　开放式编码情况
范畴 初始概念 原始语句

A1 人际
环境

B1 后辈影响 儿子媳妇买的手机，还经常转发给我。（23）

B2 朋友影响 一起练瑜伽的一个退休老师告诉我这些健康信息的。（18）

B3 同事影响 好些养生知识都是之前老陈发我的。（04）

B4 街坊影响 问别人又不知道，都是问邻居，平时也聊聊保健信息。（10）

B5 从众行为 上街人家都谈这些（健康信息）呀，不看这些没得聊，那就看看嘛。（19）

A2 需求
动机

B6 年龄大 岁数大了，那不要多了解了解（健康信息）吗。（22）

B7 自身患病 糖尿病快二十年了，平时看点健康知识学怎么保养。（13）

B8 减轻子女负担 身体好就不给子女添负担。（01）

B9 防微杜渐 就是平时注意健康，防微杜渐，未雨绸缪。（23）

A3 信息
素养

B10 不会搜索 我不会搜欸。（11）

B11 不了解平台使用方法 不晓得怎么用，只晓得划着看，也不会存下来也不会别的。（14）

B12 不了解自身信息需求 也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吧，我都是刷到什么（健康信息）就看什么。（09）

A4 生理
机能

B13 视力下降 白内障看不清了，看东西费劲得很。（15）

B14 记忆力下降 老啦，我孙子怎么教，我都记不住。（17）

A5 平台
功能

B15 内容丰富 头条（健康知识）太多了，比报纸多多了，都看不过来。（21）

B16 视听方便 抖音又能看又能听，方便呀。我去田里做事把抖音一放，一点不妨碍。（05）

B17 满足碎片化阅读需要 坐地铁啦，等车啦，排队的时候啦，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看。（16）

B18 成本低 抖音快手看这个不要花钱。（21）

A6 信息
来源

B19 社交平台 关注了好多公众号和视频号。（09）

B20 短视频平台 经常用抖音、快手看这些，别的不怎么用。（02）

B21 报纸杂志
还是习惯看订的报纸。（12）
我老伴订了好几年的《家庭医生》，我跟着一起看。（03）

A7 感知
有用性

B22 可读性 有些文章字体颜色太浅了，字又小，根本看不下去。（06）

B23 可理解性 能看懂的才看，有些都不知道讲的什么。（24）

B24 可掌握性
那我更关注能真的在生活里得到利用的（健康）信息，不能利用的看了也没用啊。
（22）

A8 感知
易用性

B25 便捷性 是欸，方便在家弄的，不方便的就划走了。（24）

B26 个性化
对，经常看那种不笼统、讲得很详细的，尤其那种能听我们粉丝呼声，按照评
论问题出的解答视频。（03）

B27 匹配度 那当然更愿意看符合家里人情况的了，别的看了也没用。（20）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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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初始概念 原始语句

A9 信息
偏好

B28 健康养生 那我喜欢看养生的，尤其带练八段锦的那种，我还能跟着练。（25）

B29 民间偏方 我还是蛮喜欢看那种小偏方的，方便欸，平时就能用。（20）

B30 食疗养生 刷那种药膳食补哦，广东的各种汤，我经常学。（01）

B31 疾病治疗 就看看人家说这个高血压怎么治，这个颈椎病怎么保养哦。（13）

B32 日常防范 有段时间看看那个新冠哦，怎么防，还有甲流啊。（06）

A10 信
息效用

B33 节约金钱 看这个省钱啊，有些小问题就不用去医院挂号了，直接在药店开点药。（04）

B34 节约时间 对，省时间。大医院离太远，学这些省的去医院了。（15）

B35 缓解心情 那看这个能放松放松，改善一下心情。（25）

B36 增长知识 万一以后能用上呢，多看看多了解一点哦。活到老，学到老嘛。（11）

B37 有助健康 那些食补、锻炼的视频，跟着学学对身体好啊。（07）

A11 信
息质量

B38 可靠性 这个公众号是我儿子告诉我的，我儿子说它可以相信，那我就信。（10）

B39 及时性 这个医生的头条号发的都是紧跟时事的（知识），我就经常看。（08）

B40 权威性 我就看什么央视新闻啊，人民网啊（的健康信息），别的不知道真假就不看。（16）

B41 实用性 我关注了一个每天发不同食补的抖音号，能在家学着烧，别的用不上的不看。（02）

B42 信息过载 网上（健康信息）太多了，看不过来欸。（17）

B43 相关性 我只看养生的，别的不看。（03）

A12 信
息获得

B44 算法推荐 它推什么我就刷着看。（08）

B45 被动获取 我儿子给我发什么我就看什么，不搜（健康信息）的。（05）

A13 依
赖程度

B46 完全依赖 基本只靠刷（手机）知道这些（健康信息），那又不会搜。（23）

B47 部分依赖 我也问医生啊，不止刷手机（获取健康信息）的。（14）

A14 依
赖时效

B48 持续依赖 我一直刷视频看（健康信息）的，看了不少年了。（19）

B49 暂时依赖 偶尔看看，有需要才看。（12）

续表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指对开放式编码形成的范畴进行

梳理、对比，以确定主范畴与子范畴之间的关

联性。笔者通过 14 个基本范畴的辨析，共总结

出环境因素、心理因素、能力因素、媒介因素、

感知因素、信息因素与信息随机获取共 7 个主

范畴，如表 3 所示。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通过对现有范畴进行梳理

和提炼，形成能覆盖各范畴的核心范畴，基于

核心范畴组成能解释具体现象的主线。通过反

复比较、关联现有主范畴，本研究得出以环境

因素、心理因素、能力因素、媒介因素、感知

因素、信息因素等 6 个主范畴和信息随机获取

为核心范畴为主范畴的故事线，以此探究出各

主范畴与核心范畴间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

为关系构成，如表 4 所示。

3.4　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指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

不能获得新的范畴和关系。本研究使用预留的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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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基本范畴 范畴内涵

C1 环境因素 人际环境 个体获得的来自人际环境的物质和行为支持

C2 心理因素 需求动机 个体自身接受健康信息的心理诉求

C3 能力因素
信息素养 个体具有检索、分析、评价和利用健康信息以解决自身健康信息需求的能力

生理机能 个体获得健康信息时的生理问题

C4 媒介因素
平台特点 个体选择网络平台获取健康信息的因素

信息来源 个体获得健康信息的渠道

C5 感知因素
感知有用性 个体感知到健康信息的使用价值

感知易用性 个体感知到健康信息的使用难易程度

C6 信息因素

信息偏好 个体获取健康信息的态度

信息质量 健康信息的特性

信息效用 个体使用健康信息时的满足程度

C7 信息随机获取

信息获得 个体随机获取健康信息的方式

依赖程度 个体通过随机方式获取健康信息的依赖程度

依赖时效 个体通过随机方式获取健康信息的依赖时效

表 4　主范畴作用路径部分示例
作用路径 路径内涵 访谈文本示例

能力因素→感
知因素

能力因素通过信息素养和生理机能两个基本范畴
对感知因素产生直接影响。

眼睛不行了，很多视频看不清字，讲的东西也用不
上。（15）

媒介因素→感
知因素

媒介因素中平台特点对感知因素产生直接影响。
视频又可以看又可以听，平时一个手机走到哪里都

可以刷，用着方便得很。（15）
能力因素→信
息因素→感知

因素

能力因素通过信息因素中信息偏好和信息质量两
个基本范畴对感知因素产生间接影响。

平台有时候头条推送给我一些内容，比如说食补的，
我平时也搜类似的食补视频，有些了解，觉得推送

的内容我可以学着试试。（01）
心理因素→信

息因素
心理因素对信息因素中信息偏好和信息效用产生

直接影响。
本来就有糖尿病，更会刷些跟糖尿病相关的视频，
看看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平时怎么保养。（13）

环境因素→能
力因素

环境因素对能力因素中信息素养有直接作用。 我孙子教我怎么用手机，怎么看视频，就会了。（21）

感知因素→信
息获取

感知因素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基本
范畴对核心范畴信息随机获取产生直接影响。

觉得有的视频有用，平时能用上，（我）就停下来
看看，下次推给我更多有用的，就看得更多。（19）

5份原始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经讨论分析，

未发现新的范畴和关系，由此得出该研究构建

的理论已达到饱和。

4　研究发现

通过梳理上述关系，可得出以下故事线：

感知因素作为重要因素，对信息随机获取行为

直接产生作用，其他因素均在感知因素的间接

作用下对信息随机获取产生影响。其中，媒介

因素和信息因素直接通过感知因素的中介作用

对信息随机获取产生影响。能力因素在环境因

素前置变量的影响下，可对感知因素直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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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可与心理因素在信息因素的中介作用

下对感知因素产生影响。根据以上故事线，本

研究构建出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影响因素

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影响因素框架

4.1　环境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

影响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宏观环境可分为个

人所处的特定微观环境、朋辈和职业所处的中

观环境和外层的文化环境。本研究中，老年人

群体所处的职业、朋辈环境作为老年群体所处

的重要宏观环境，为其获取健康信息提供了大

量物质和行为支持。本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对

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影响有个体差异。

受人际环境影响较大的老年群体更了解健康信

息的搜集、评估、采纳等全过程，操作更加熟

练，获取健康信息的意愿也较高；受人际环境

影响较小的老年群体则对获取健康信息的积极

性较低，也更易放弃以随机方式进行健康信息

的获取。

4.2　心理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

影响

心理因素由需求动机这一基本范畴组成。

动机作为决定行为的内在动力，为个体行动提

供目标指向。本研究中，从老年群体自身情况

看，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老年人不再仅

停留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活需要上，也出于自

身情况考量，更加关心自身健康，“现在比年

轻时候条件好多了，多活一点多享受一点” “平

时注意保养，想着以后八九十岁还能看看海逛

逛街”。从家庭环境出发，当前老年群体普遍

面临“421”倒金字塔家庭结构和“空巢老人”

困境，老年人普遍出于“孩子还有家庭，（如

果）病了拖累孩子”“平时注意点，小孩在外

面少操心”考虑，为减少子女负担而获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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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4.3　能力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

影响

能力因素指老年人在获取健康信息时所需

的信息素养和表现出的生理机能等。访谈结果

显示，信息素养作为一种信息社会的必备适应

能力，信息素养较高的老年群体能选择性获取

健康信息，对健康信息进行多渠道采集、批判

性评估、精确性使用。信息素养较低的老年群

体则持续依赖于以随机方式进行健康信息的获

取，难以判断信息的实用性和易用性。因此，

信息素养较低的老年人更易陷入“信息茧房”

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不断下降的生理

机能成为制约其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因素。视

力和记忆力的下降致使老年人难以熟练使用电

子产品，视频类健康信息成为这类老年人的首

选。在国家大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

公共图书馆肩负着提高人们教育水平、提供健

康服务的历史责任 [9]。针对老年人对健康信息

资源的迫切需求，公共图书馆可通过推荐相关

健康书籍、电子资源，开设讲座手把手教授如

何使用健康数据库，还可通过延伸服务范围，

向老年群体的家人、陪护等周围人群提供健康

信息咨询，以帮助老年群体脱离“数字鸿沟”

的泥淖。

4.4　媒介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

影响

媒介作为承载、传递知识的载体，承担着

将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用户的责任。本研究中，

媒介因素包括平台特点和信息来源等。访谈结

果显示，不同于报纸杂志的时效性差和获取难

度大，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在线平台的信

息丰富性和便捷性使得老年人更加青睐在线健

康信息获取。其中，在线平台内的专业医学自

媒体和新闻官媒等官方权威发布最受老年群体

关注。受限于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推荐，老年群

体无法自主决定想看的内容，这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获取体验。面对以上

问题，公共图书馆与专业医疗机构、地方政府

和社区合作，开展多角度、新形式的健康信息

服务，向老年人科普健康信息，实行健康信息

管理，以社区为单位制定健康信息服务策略 [10-11]，

帮助老年人了解自身健康信息需求，拓宽健康

信息来源。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对来自亲友转发，

日常聊天等周围环境的健康信息大多采取直接

相信，不加辨析的态度，面对在线健康信息时

则加以评估。

4.5　感知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

影响

本研究中感知因素包含感知有用性和感

知易用性。访谈结果显示，老年群体理解能

力低，学习新事物的积极性下降，更偏向于

浅显易懂的健康信息而非专业医学信息。生

理机能的下降也导致老年人难以持续、准确

记忆相关健康信息和查找旧有健康信息，完

整、简短的健康信息更受到老年人的偏爱。

信息运用难度也成为了老年群体利用健康信

息的重要评判标准。此外，由于部分健康信

息不够贴合老年群体实际需要，致使信息真

实性分辨能力较低的老年人转而相信匹配度

高的伪健康信息和医疗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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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信息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行为的

影响

本研究中信息因素通过影响老年群体感知

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其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产

生作用。访谈结果显示，由于老年群体普遍怀

有“不生大病不进医院”的思想，因此在信息

偏好上，相比专业类医学消息，其更关注养生

类健康信息。此外，老年人多年来的生活经验

和节约金钱的思想也致使其关注民间偏方类信

息。信息效用即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时取得的

功效。老年群体为缓解年龄增长带来的紧张感，

多借助获取健康信息缓解心情。部分老年人退

休后仍从事某项工作，少有空闲去医院进行检

查，因此获取健康信息以节约时间。研究发现，

老年群体对信息的可靠性、权威性十分重视，

并据此决定是否继续获取此类健康信息。但随

着互联网信息井喷式增长，伪官方伪权威信息

和各种反转新闻层出不穷，老年群体信息评估

能力较弱，极易导致自身面临信息过载的问题，

加剧自身信息焦虑，以至于个人数字囤积，最

终降低健康信息获取的质量。

5　结语

本研究发现，信息随机获取已成为老年人

健康信息获取的新方式。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

行为受环境因素、心理因素、能力因素、媒介

因素、感知因素和信息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

感知因素对信息随机获取直接产生作用，其他

因素均在感知因素的间接作用下对信息随机获

取产生影响。能力因素在环境因素前置变量的

影响下，可对感知因素直接产生影响，也可与

心理因素在信息因素的中介作用下对感知因素

产生影响。本研究阐释了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

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关系，帮助优化老年

人健康信息服务。本研究的样本对象选择可能

有一定地域局限，研究结果可能更符合同样经

济情况的地区，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

观察。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分地区、分类别地分

析其在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中的影响因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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