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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时代，足不出户，轻点手机，网约车即在指定位置“接驾”，购买的物品可以直
接送货上门，这些便捷且丰富的服务已成为年轻人的生活常态，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却
像一道隐形的鸿沟。

“字太小看不清”“软件功能复杂不知道如何操作”“广告太多容易误触被骗” ……针对
上述问题，工信部在2021年已出台《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以下
简称《规范》）。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倡导下，多个购物、出行软件已主动开始“适老化”改造。

目前，老年人真的用上“适老”软件了吗？这些老年版APP的使用便捷吗？9月11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仝若楠

普及率低，“适老”软件仍待优化
部分APP适老模式操作仍复杂 跨越“数字鸿沟”需多方合力

【体验】 入口难找，操作有些复杂

“老年模式”究竟需要几步能打开？记者体验了常见的
几款出行和购物APP发现， 多个APP的醒目位置未出现助
老模式的直接入口， 也未在首次打开时弹出打开老年模式
的提示。尝试多次后，记者发现，只有点开“我的”或前往“个
人中心”，才能够在设置中切换为“长辈模式”。

除了找不到入口， 杨心悦还直言，“我们接触的老人，普
遍反映在使用打车、网购软件时遇到了核心功能在三级菜单
甚至四级菜单的情况，字体图标不明显，且操作流程复杂。”

长沙市老干部大学教务处主任杨新坦言， 随着年龄增
长、 记忆减退，APP繁琐的操作程序让老人不知从何入手，

“和长期使用智能设备的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并不熟悉其操
作逻辑，如果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难以进行到下一步。”他
告诉记者，目前，老干部大学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克服老年人
视力、听力、记忆力、理解能力减弱等带来的困难，“这需要
老师反复多遍地带着学员实际操作。”

【问题】 首页较大改善，二级菜单仍待改善

目前，部分适老版APP已按照规定简化了操作程序。以
滴滴平台为例，进入老年版界面后，可以看到其字体比平时
大了不少，首页仅有出租车、网约车和查公交三个板块，在
出租车界面中心位置有一个醒目的叫车按钮， 界面左下方
还有学习打车的视频教学和功能介绍。

除了滴滴，高德、拼多多、京东和美团等适老化APP均
放大了字体和图标，且简化了功能，部分还有针对性地推出
了老年特色服务， 如高德将老年人常去的场景搜索添加在
首页，并提供无障碍电梯快捷搜索。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部分APP只在首页下了功夫，一到
二级菜单，就被“打回原形”。例如，淘宝进入关注列表或点入
商品详情页后，字体瞬间变小，布局也与标准模式并无差异。

刚刚教会母亲退货的阿钰坦言，“有些网购软件退货
程序繁琐，有时老人不想操作就会留下本不需要的东西。”
对此， 她建议适老模式在醒目位置提供人工语音客服，指
引老人完成操作。

此外， 本身就备受诟病的弹窗广告在部分适老版APP
依然未能去除，给老人带来潜在的“冲浪”风险。

【观察】 跨越“数字鸿沟”需多方合力

三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出租车司机均表示，
老年人打车愈来愈多， 但是在使用软件的熟练
度上各有差异。“有的老年人同年轻人一样可以
无障碍叫车与乘车， 有的则需要家人辅助完
成。”网约车司机梁师傅说。

长沙市民王女士认为， 老年人的学习心态
很关键，“有的老年人愿意接触新事物， 再复杂
的软件也愿意学习。 但如果老人对新事物有些
抵触和排斥， 则更多的还是依赖传统方式消费
和出行”。

担任长沙市老干部大学新疆舞班级班长的
毛阿姨说，自己一直保持开放的心态，会紧跟年
轻人的步伐， 她已经多次使用高德地图查阅公
交车站点信息和网约车轨迹， 目前已熟练掌握
如何乘坐网约车。

为进一步解决APP适老化改造中的难题，
帮助老年人尽快适应新科技，亲属、社会、社区、
平台等也在积极尝试与探索。

跨越“数字鸿沟”离不开“数字反哺”，长沙
网约车司机王师傅告诉记者， 偶尔会接到标注
提示为老年人的订单， 多为家中年轻人帮助操
作的，“家人会电话告知老人上车地点及车牌
号，有的还会交待在行驶过程中降低车速，多打
几次，老人就熟悉了流程。”老干部大学学生于
阿姨也认为在软件学习中家人起着重要作用，
“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很多内容，但是我回去还会
求助家人，家人可以帮助我加深记忆。”

据了解， 长沙市老干部大学关注到了老年
人对于学习智能设备操作的强烈意愿， 目前开
设有智能手机、手机摄影、短视频剪辑与制作等
6个专业课程共22个班级， 学员数达1200人，占
总学员人数的12%。“智能手机课程主要聚焦手
机基础操作和生活应用类软件的使用， 围绕老
年朋友网络社交、出行、购物等实际场景，开展
教学和实操。”杨新介绍。

当然，APP适老化改造还离不开软件自身
的优化。 今年65岁的马阿姨就期待软件普及人
工客服语音便捷窗口。“最关键是要洞悉老年用
户的深层心理需求， 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在功能
上进行精细化调整。”长沙市民阿钰说。

【现状】
适老模式普及率低
入口“雪藏”菜单深处

《规范》明确，内嵌适老版界面
的移动应用首页需具备显著入口，
支持切换至适老版， 或在首次进入
时给予显著切换提示，且在“设置”
中提供“长辈版”入口。

随着互联网向高龄人群渗透，
适老化改造正在稳步进行。 记者发
现， 尽管不少APP推出了“老年模
式”，但老年人并未用上这些适老软
件，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部分老年
人表示操作起来仍有些费力。

记者随机采访了长沙10位老年
人或其家属， 其中，9位老人未使用
过打车软件， 全部受访者均表示并
不知晓还有“老年版本”。“老年版还
是第一次听说。”长沙市民阿钰告诉
记者， 家中老人有过自己打车的经
历， 是通过支付宝界面找到的滴滴
出行，并未单独下载软件，更未曾使
用过适老版APP。

山东烟台大学“数字反哺”智慧
助老团队成员杨心悦告诉记者，目
前， 市面上适老化APP普及率非常
低，“很多有适老化功能的APP，老
年人自己不会开启适老化模式，开
启按钮又‘雪藏’菜单深处，适老化
模式有的也只是“换皮”、“套壳”，复
杂的操作并没有简化优化。”

长沙市老干部大学学员在上智能手机课程。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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