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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揭示老年人在分享不同情感体验信息时所具有的深层心理动机，在心理机制

和情绪体验层面深化视频图像时代对中国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的本土研究。［方法 / 过程］通过线上非参

与式观察（5 个微信家族群）和深度访谈（16 名老年人）的质性研究，以信息 - 情绪 - 行为为分析逻辑，

归纳老年人信息分享过程中的情绪体验及行为逻辑。［结果 / 结论］老年人偏向于分享积极情绪体验的信

息，体现为对代际亲情、怀旧情结和家国情怀的珍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对其信息分享行为具有一定的

解释力；但与该理论形成挑战的是，老年人并非全然回避带有负向情绪体验的信息，而是在分享行为中

采用迂回策略来分享情感、表达观点，以达到缓解个体认知失调的目的，或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

观的目的；此外，老年人也会分享低度唤醒的日常生活信息，尤其是分享健康养生信息成为老年人线上

交往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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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所谓“图像转向”以及社交方式“读图时代”的到来，短视频成为老年人叩开数字时代

大门、开启数字生活的捷径。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与抖音联合发布的《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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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抖音等短视频应用，为当代老年人获取知识、社交娱乐、展示

自我提供了新工具［1］。另据数据监测机构发布的《2021 微信视频号生态洞察报告》显示，视频

号在银发族领域迸发出新的活力，情感语录类、人生感悟类内容在中老年群体中传播和分享最为

迅速［2］。因此，在短视频媒介环境下，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的促动因素和心理机制值得被关注。

情绪既是用户在信息消费中所产生的心理波动，又是促使用户进一步分享信息的因素［3］。

然而，目前从情绪视角探讨信息分享行为的研究并未被深入探讨。就老年群体而言，目前关于该

群体的信息分享行为研究，主要关注信息分享行为的类型、特点和影响因素，但更多局限在健康

信息领域［4］，且对视频图像时代这一媒介环境考察不足。就信息特征层面的信息分享行为影响

因素，主要考察信息质量（有用性）、对信息的信任程度（可靠性）等［5］，而对信息的情绪性特

征探究也存在不足。

因此，本文基于情绪视角，以微信视频号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和线上非参与式观察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验证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对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老

年人在分享不同情绪（情绪效价、情绪唤醒）信息时所具有的深层次心理动机，考察视频图像时

代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的情绪体验及心理机制。在心理机制和情绪体验层面深化视频图像时代中

国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的本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丰富和补充，同

时，也为数字社会，尤其是视频图像时代，对我国老年人深入数字生活实践、提升信息素养和精

神生活质量提供一定的启发。

1 文献回顾   

1.1 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浏览他人分享的信息已经成为用户获取和利用信息的主要方

式［6］，信息分享行为也成为数字化时代普通大众的重要生活方式［7］。

针对特定群体的信息分享行为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主［8］，也有少量学者开始

关注老年群体的信息分享行为。这类研究中以老年人最为频繁使用的社交软件——微信居多，且

以老年人较为关注的健康信息内容为多，重点集中在健康信息的分享行为研究。如，有学者基于

社会交换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成本（认知成本、操作成本）和收益（娱乐需求、自我表

达、利他需求等）角度考察老年人的微信信息分享行为，发现利他需求最为显著地影响其分享行

为，操作成本负向影响该行为［9］。有学者从“社会文化”这一本土化视角，考察微信平台老年

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的方式和影响因素，认为社会取向中的权威取向和关系取向会显著影响老年

群体在微信中的健康信息分享行为［10］。另有学者考察老年人在微信平台分享健康信息的类型、

动机与反馈，认为存在着信息诉求和关系诉求的多种分享动机［11］。鉴于老年群体身心发展的特

殊性，无论从传播学的经典受众研究传统出发，还是就信息行为领域对特殊群体的关照而言，老

年群体的信息分享行为研究都值得被进一步关注。

1.2 情绪与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在情感社会学领域，情绪和行为发生了关联。霍曼斯的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当人们的行为受到

1 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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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时体验积极情感，反之则体验到消极情感［12］。在情绪心理学领域，学者们也关注情绪和行

为研究，重点研究包括关于情绪和行为先后顺序的问题，攻击行为、趋避行为的情绪基础，以及

情绪感染和社会风尚、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等群体行为的关系等［13］。

具体到信息行为领域，个体是否分享以及分享哪些信息，会受到“情绪”这一心理反应的影

响［14］。情绪和信息分享行为有很大相关性，一方面，情绪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个体

的决策判断［15］，有研究证实包含情绪的新闻信息比不包含情绪的新闻信息更容易被转发［16］，带

有情绪色彩的微博更容易得到转发和分享［17］；另一方面，情绪在信息分享过程中还具有中介作

用，情绪唤起是信息广泛传播的中介因素［18］，个体情绪唤起的程度越高，信息分享行为越可能

发生［19］，高唤起的微博信息，携带积极情绪的信息相比于消极情绪更容易被转发和评论［17，20］；

此外，除了情绪唤起之外，情绪效价也可能对信息分享行为产生影响［21］，如，心理学的“负向

偏向理论”一说，即认为负面信息会优先被注意和加工，给个体留下更为深刻的认知和记忆，使

个体产生更强的情绪反应，因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更强的传播性［22］，负面情绪更容易在微博

平台上被广泛传播［23］。然而，目前从情绪视角探讨老年群体的信息分享行为并未被深入探讨。

1.3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与老年群体情绪研究相关的一个经典理论是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该理论由 Laural Carstensen

提出，认为时间知觉是人们追求社会目标的依据所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知觉时间有限，情

绪目标变得比知识目标更为重要而成为基本追求［24］。因此，老年人不仅偏爱情绪材料，而且对

材料的情绪效价偏向是选择性的，即相比于消极材料而更偏向于积极材料［25］，为的是减少决策

过程中的消极情绪，以增加情感上的满足［26］。此外，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偏差可能导致其在跨期

决策过程中对积极信息更加偏爱，从而影响其信息加工过程［27］。

目前，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两大应用领域主要包括社会交往的选择和社会情绪管理策略［28］，

但在信息行为领域，尤其在老年人信息行为研究中应用不足。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分享行为的类型、特点和影

响因素，但更多局限在健康信息领域，且对视频图像时代这一媒介环境考察不足。就信息特征层

面的影响因素，主要考察信息质量（有用性）以及对信息的信任程度（可靠性）等，而对信息的

情绪性特征探究不足。老年群体的特殊情绪是否会对其信息分享行为产生影响，将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诸如此类的研究值得被关注。因此，本文以微信视频号为例考察老年人的信息分享行为，

旨在进一步探究如下两个问题：第一，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作为老年人情绪研究的重要理论，对其

信息分享行为具有怎样的解释力；第二，基于情绪视角，老年人偏爱分享什么类型的视频号内

容，这些分享行为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机制。

2 研究设计   

微信和短视频在我国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微信简单易用，在众多新媒

体应用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老年人“触网”并实现数字突围的重要路径［29］。微信旗下的视频

号自 2020 年 1 月诞生以来，产品功能快速迭代更新，视频号内容以图片和视频为主，且放置于

2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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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发现页内，朋友圈入口的下方，对现有的庞大微信用户群而言，具有天然的便利性和吸引

力。老年用户是其中的重要群体。鉴于微信视频号中的内容和形式与老年群体的适宜性，以及在

微信家族群中老年人分享视频号行为的普遍性，本文以微信视频号为例，考察视频图像时代老年

人的信息分享行为。

考虑到采访对象年龄普遍较大，如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普通老年人而言需要费时费力地阅

读、理解问卷题目含义，不太容易被他们接受。因此，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置身于研究对

象的特殊情境，便于更好了解老年人的行为和“鲜活”经历，理解他们对其经历所生成的特殊

意义［30］。

2.1 访谈对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线上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首先，对研究组成员各自微信家族群

中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进行非参与式的线上观察，从 2022 年 2 月 ~6 月，持续时间 16 周，

主要考察了 5 个微信家族群中老年人所转发的视频号内容及其隐含的主要情绪。之后，对微

信家族群中 10 名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时间集中在 2022 年６月 ~10 月，因受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影响，面对面访谈条件受阻，因此本研究主要以线上访谈为主，每位访谈者的

平均被访时长在 30 分钟以上。为避免研究者和被访者因相互熟悉而导致的信息遗漏或隐瞒，

研究采取一对一交叉访谈的形式，以保证访谈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同时，研究者持续反思自

身在研究中的角色定位。

此后，按照“理论饱和”的一般操作程序［31］，以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进一步抽样的

标准，笔者又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以线下面对面的方式继续访谈了 6 名老年人进行理论饱和度

检验。这 6 名被访者都具有关注微信视频号和使用抖音的行为习惯，并具有经常性地信息转发和

分享行为。线下面对面访谈的平均时间为 1 小时左右。访谈之后未发现新的范畴，即达到了“当

搜集的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也不再能揭示核心范畴新的属性”的要求［32］。因此，

可认为本研究已达到了理论饱和的要求。

2.2 访谈内容

深度访谈的提纲主要包含三大部分：第一，老年人关注并分享什么类型的视频内容，这部

分访谈内容和线上非参与观察进行对照，核实老年人转发和分享的主要信息类型；第二，观看

这些视频时都有哪些情绪唤起，有怎样的情绪体验，这部分内容旨在考察情绪作为中介，可能

对信息分享行为产生的影响；第三，分享这些视频的主要动机和用意，期望得到怎样的情感反

馈，获得怎样的分享效果，这部分内容重在阐释老年人分享信息行为背后的目的和动机。在征

得 16 名被访者口头同意的基础上，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访谈结束后随即开展文字资料的整

理工作。

3 研究发现   

本文通过扎根理论的数据编码方式，将原始材料不断范畴化（编码过程范例见表 1），进一

步深入探究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过程中具体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机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3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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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轴编码范畴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子范畴 子范畴内涵 原始记录

信息
类型

代际亲情
孙辈照料 照料孙辈信息 养育男孩，越贴近这三个字，孩子越优秀

亲子关系 亲代和子代相处 婆婆看见儿媳做家务，训了儿子三句话

爱国情怀
祖国风光 自然人文风光 3 分钟，带你领略祖国大好河山

时事评议 社会热点 一起回顾北京冬奥会的 109 个夺金瞬间

怀旧倾向
个体怀旧 个体过往经历 抗美援朝战争

集体怀旧 集体记忆 借米度日的日子

负面信息

政治丑闻 政治负面信息 中央防腐数据

社会丑闻 社会负面信息 售楼部黑幕

道德丑闻 道德伦理负面信息 养老院丑闻

日常信息 日常资讯 天气、出行、节日等 今天中秋节，送上最美祝福

养生实践 健康养生 饮食、锻炼、睡眠等 养生汤制作

情绪
体验

正向情绪
喜乐之情 快乐、高兴 看着很开心

自豪振奋 振奋、豪迈 祖国很伟大

负向情绪 怒其不争 生气、愤怒 感觉很来气

分享
行为

分享情感 情绪调节 一致情感认同 一点都不自觉，也发给大家看看

分享观点 观点表达 价值观表达 趁老人还在，要尽尽孝心

3.1 正向情感的体验与共情

情绪种类繁多，按效价可以划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其中积极情绪是指个体受到人的行

为或环境氛围影响所产生的愉悦的主观体验，进而会对个体积极行为产生影响。

3.1.1 代际亲情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所分享的视频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家庭温情等内容，尤其是关于“呵护年

幼孙子女”的内容。重视血缘关系和家族延续使老年人十分关注自身对儿孙的责任［33］，照料孙

辈成为当代中国老年人主流的晚年生活方式之一。一方面，老年人成为带娃主力军，“带娃”体

现出老年人自身“老有所用”的价值感，同时，对同样具有“带娃经历”的老年人来说，孙辈话

题有助于在老年人之间建立共同的盟友感；另一方面，鉴于亲代和子代之间的合作育儿模式，也

使得“带娃话题”成为促使祖辈与成年子女进行代际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有助于提升代际之间的

合作感。又据研究显示，通过照料孙辈，老年人能得到更多的心理满足感和尽享天伦的亲情感，

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34-35］。

本研究中的受访者（S9）就经常分享有关养育宝宝主题的内容，并介绍到分享此类信息是因

为“看小孩子唱唱跳跳觉得很可爱，看着很开心，也想让别人（同样带娃的我弟媳们）看看。”

受访者（S2）还喜欢转发关于“婆媳相处和睦”的视频号内容。“我特别喜欢看和儿媳和睦

相处的内容，因为百善孝为先，作为儿媳妇一定要孝顺公婆。一家人虽然有时候会有点小矛盾，

但是不能伤了和气，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孝顺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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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下，家庭关系质量成为影响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

因素。尤其在当下第三代承载着家庭希望，整个家庭资源普遍向下倾斜和流动的“下行式家庭主

义”［36］的社会现实中，婆媳关系和谐，敬老孝顺美德仍是老年人对子代的期望，也是老年人人

生价值感和圆满感的重要体现。

3.1.2 爱国情怀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倾向于分享有关国家兴盛类的主题，比如关于祖国美好风光、国家时事

政策、中华传统文化、疫情防控成果等内容。

受访者（S7）经常转发的视频包括祖国美好风光、国家（养老金）政策等内容，表示“看

到祖国这么美丽的大好河山，就想分享给别人看看，觉得祖国很伟大，未来也想去祖国四处走

走……看见养老金政策的调整我也很开心的，觉得我们国家很厉害，相信国家不会亏待我们的。”

受访者（S5）则经常转发冬奥会中国运动员获奖视频。“看冬奥会上滑雪运动员一个个超过

其他国家，看着心里很激动，看到中国拿金牌很自豪、很高兴，心里觉得中国太棒了，想分享给

别人一起开心一下……看到中国发射火箭把人送到太空上去，觉得中国越来越强大了，以前都不

敢想象。感觉任何困难的事，中国都可以办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家、国推扩至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

化价值的重要特征［37］。分享这些视频信息背后所折射的是老年人对祖国山河壮丽、繁荣富强的

期许和自豪感，历经时代沧桑的老年人，以血缘为基础，以泛家族主义为根基，将对家庭、对集

体的眷恋延展至对国家的热爱，承载了老年人本固邦宁、国家繁盛、民族自信的情怀。

3.1.3 怀旧倾向

怀旧，即有意或者无意地唤起自己过去经历的过程，包括回忆起特殊或普通的生活事件，且

伴随着一种实景重现感。视频图像作为重要的媒介样态，通过对重大事件的实时报道，对历史事

件的媒介再现［38］，以及在数字时代经由互联网对个体赋权而至的公民化书写［39］，发挥媒介记忆

对个体怀旧的积极贡献。

受访者（S3）喜欢转发纪念正义战争的视频号内容。“我也很喜欢分享抗美援朝战争的内容，

因为我父亲当时参加了这个战争，他们是中国最可爱的人！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要

始终心有国家，心有历史。因为我父亲的参与，我很关注这些事情。”

“我看那个‘为了拉扯孩子，一直去借米’的视频感触很深，我们家以前的生活也是这样的，

没有米了要去借，下个月再还上……想发到群里让大家看看，我们以前想吃饱饭都不容易。”（S7

受访者）

无论是个体对战争的记忆，还是家庭怀旧涉及对过往家庭生活的回忆，以及“我们以前也是

这样过来的”“我们那代人共同听过的歌”（S13，S14 受访者），这种忆苦思甜式的缅怀，集体怀

旧式的情感，往往具有储藏正向情感［40］、释放消极情感的功能，间接满足个体增加社会联系和

对归属感的需求，具有提高积极自我认知、升华意义、增进幸福感的功效［41］。

3.2 负向情感的平衡与调适

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和选择性注意理论相吻合，老年群体确实存在着倾向于分享包含积极情

绪的信息。但与之相对的是，本研究发现，蕴含消极情感倾向和负向情感反应的视频内容在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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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分享过程中也实属常见。

3.2.1 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会转发分享一些有关家庭纠纷（子女不孝）、食品安全问题（外卖制作

环境恶劣）等视频内容。

“每次看到儿女不孝的视频我都很愤怒，会在下面评论，还要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看

看子女不能不孝顺的。”（S2 受访者）

“转发令人恶心的外卖制作环境，就是想让我们家里人都看看这些外卖多不干净，环境很不

卫生，饭盒也是工业废弃的垃圾塑料，没有消毒……想要提醒大家在外面吃东西什么的都注意一

点，尽量少吃外卖。”（S3 受访者）

“看到这个人一直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检查，感觉很来气，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一

点都不自觉，也发给大家看看。”（S1 受访者）

“我在（转发的视频）下面偶尔还会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也会评论几句自己的看法。”

（S1、S15 受访者）

由此可见，视频内容虽蕴含着令人生气、讨厌、气愤、愤怒等的心理消极情绪，但老年人仍

会转发分享甚至还涉及高卷入度的评论行为。一方面这是老年人朴素价值观（惩恶扬善）的生动体

现，另一方面老年人也渴望得到直接的情感反应，比如，“我也感觉非常生气”“真是无法理解这个

事情”（S13、S14 等受访者）等等，这与情绪调节理论相吻合，即通过对消极情绪内容的分享和转

发，达成一致的群体情感认同，以减少个体的认知失调，稳定个体情绪变化。

3.2.2 作为一种观点表达策略

除了转发蕴含消极情绪的视频内容，老年人还会分享一些关于负面信息的新闻，比如养老院

丑闻、官员腐败、社会潜规则等内容。被访者 S2 曾转发养老院粗暴对待无子女老人的负面新闻，

认为“这些没有子女的老人蛮可怜的，想让家人们都看看，体会一下百善孝为先，趁老人还在，

要尽尽孝心，不要随意把他们送去养老院。”（S2 受访者）

“转发中央查出的反腐数据视频，是想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也让大家看看，千万不要触

及党纪国法的红线，要恪守本分……贪污腐败严重影响了国家形象，影响了老百姓的工作积极性，

有损共产党形象。国家严厉打击腐败，让我觉得政府肯担责任，肯干实事，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

好的。”（S3 受访者）

由此可知，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论认为面对负向和消极情感，人们倾向于产生信息回避行

为［42］，本研究发现，老年人也会转发分享负面情感倾向的视频内容，行为背后体现出一种迂回

策略，即通过轻微的诉诸恐惧的方式（如官员腐败遭法律严惩），希望对家族成员起到一定的劝

导或警示作用，通过案例说法等方式，最终目的在于引领爱国、敬业、尊老、诚信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价值观，其出发点本质上仍是积极的。

3.3 低唤醒情绪的分享与情感联结

情绪的二维理论认为情绪包括愉悦维度（情绪效价），即愉快（如高兴）和不愉快（如悲

哀）；唤醒维度（激活与否），即低唤醒状态（如安静）和高唤醒状态（如惊奇）［13］。除了上文

对正负向情绪的情绪效价分析，本研究通过归类和范畴化，还发现了一种老年人常见的情绪低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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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状态的信息生活实践，如老年人的日常信息和养生实践。

3.3.1 日常信息

Savolainen［43］提出日常生活信息寻求（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ELIS）模型，认为

除了在工作（职业）领域的信息寻求之外，研究者也不能忽略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非工作领域）

的诸如家庭照护、购物、兴趣爱好等信息寻求行为。对于退出职业领域和工作舞台的老年人而

言，其信息分享行为更多是一种日常生活信息分享行为。随着移动时代视频应用的普及，视频

图像技术深度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种所谓的“视频化生存方式”，即日常生活的媒介

化［44］。本研究发现，新媒体中的视频内容丰富且拓宽了老年人获取日常生活信息的渠道，老年

人热衷于分享食物制作、天气状况、健康养生等视频内容。

“我看着视频里这个菜做的很好，转发一下想让大家学学怎么做，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喜欢烹

饪的。自己也可以动手做一下，下次亲戚来了也可以给他们露一手。”（S3 受访者）老年人分享

美食和天气视频时，不仅是让人知晓信息、学会制作，更是借此主动创造一种互相交流的环境，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加彼此的亲近感。

此外，老年人还会分享唱歌、广场舞等视频来达到情感交流的目的。“平时吃好饭，我们都

会在外面逛逛，去跳广场舞的地方运动运动，看到这个新的广场舞我就想分享给姐妹们看看，好

学一学，下次可以跳起来了。”（S2 受访者）

由此可知，视频图像日益嵌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不仅成为老年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也

是其技能学习的重要场域，老年人还会将视频内容移植或践行至日常生活中［45］，成为其线下交

流的中介和纽带。

3.3.2 养生实践

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主题即对健康养生的关注，老年人会大量转发分享健康养生等

视频内容，以表达对身边人的关怀。转发之后如能在群里获得大部分成员的认同，则能体验到更

多的满足、认同和奖赏等积极情感。

“他们很多看了我发的养生视频，现在会自己煮一点养生的汤喝喝了，钙片啊也都吃起来了，

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注重保养呀……看到他们跟我一起喝养生汤了就好了……烧酒（白酒）少喝

喝，对自己的身体都负责起来了……肝很重要的，这个视频里写着‘经常吃一点保护肝，给肝脏

来个大扫除’，看着挺有用的我就转发了。”（S2 受访者）

老年人在微信视频号中的信息分享，往往是将自己偶遇或浏览到的日常生活信息转发给他

人，以求得互惠和共鸣。他们往往不对信息质量做深层次的“较真”和审核，不关心自己所获

取的内容是“信息”还是“知识”，只需与自身的生活经验相吻合即可。这和王一迪的研究结论

一致，即老年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健康信息行为的意义更在于开启群体聊天的话题，引发讨论

并达成一致，形成群体内部的认同［46］。老年人把家族群中的亲朋和熟人圈中的好友视为最重要

的分享对象，最终是为了维系或寻求社会关系和情感联结［10］。日常生活信息，尤其是健康信息

的分享成为老年群体线上交往互动的重要形式，“分享健康信息”和“分享养生观念”成为中国

老年人在社交媒体互动的“中介”，这一点也正是社交媒体时代中国老年群体线上交往的本土特

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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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短视频具有传播信息、讲述故事、表达情感的多重优势，拥有众多的老年用户人群。老年

人观看短视频后再分享给他人的行为在视频图像时代也变得愈加频繁。对老年人而言，微信视频

号因其在内容（情感生活类内容）上的相宜性和形式（微信端入口）上的便捷性优势，逐渐成为

老年人分享信息的重要平台。情感是理性的延续，且决定了选择，不管是在目标定位还是能力激

发方面，都是产生行为的具体体验。同时，情绪和情感不仅是个体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也是作

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兼具社会交往功能［48］。因此，本文基于信息－情绪－分享行为这一逻辑，

以微信视频号为观察媒介，意在探究视频图像时代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背后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机

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相比于知识获取，老年人对情绪体验，尤其是积极正向的情绪体验更为关注，社会情

绪选择理论对视频图像时代老年人的信息分享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该理论未能揭示出中国

老年人在积极情绪体验中的本土特征。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老年人主要出于代际亲情、

爱国情怀、怀旧倾向等情绪体验而转发分享蕴含积极情感类的视频内容。

其次，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论认为面对负向和消极情感，人们倾向于产生信息回避行为，本

研究发现，部分老年人在面临带有消极情感体验的视频内容时，仍会选择转发分享，其行为背后

体现出一种调适策略：一是面对“讨厌”“生气”“愤怒”等消极情感体验的视频时，希望在被分

享群体中达到“我也一样”的情感认同和思想共鸣，以减少个体认知失调，达到情绪调节的目的；

二是面对“官员腐败”“社会潜规则”“虐待老人”等负面新闻信息时，通过分享告知以及略带轻

微的诉诸恐惧的方式和迂回策略，希望对家族成员起到一定的劝导或警戒作用，其出发点本质上

仍是积极的，意在引领一种朴素的爱国爱家、敬业诚信、尊老孝老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

最后，老年人还会分享情绪低唤醒度的日常生活信息内容，比如关于天气状况、美食制作、

唱歌跳舞等的视频内容，不仅拓宽了其获取日常生活信息的渠道，也通过转发行为，达到了信息

分享、形成讨论、增进交流、维系情感等目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老年人秉持的“养生

即健康”的文化背景下，更是把分享养生信息视为信息分享行为的重要主题，成为中国老年人在

社交媒体中互动的重要中介，是社交媒体时代中国老年群体线上交往的本土特征，但这背后可能

存在信息真伪难辨的问题，也是伪健康信息在老年群体中泛滥传播引起社会关切的重要缘由。

总而言之，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为在心理机制和情绪体验层面深化了视频图像时代对

中国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的本土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丰富和补充。在

实践层面，本研究认为可以得到的启发包括：在信息质量和信息所带来的情绪价值的平衡中，通

过中枢路径和边缘路径，共同提高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家庭场域和正向情绪

体验的作用，有效提高老年人的信息素养；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融合的作用，在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的同时，提高其精神生活的质量等。

但本文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仅对 5 个微信家族群的观察和 16 名访谈对象的质化研究，还

不足以窥见老年人信息分享行为和心理动机的全貌，未来还可以结合实验法和问卷调查等量化研

究，以期得出更具普遍规律性的研究结论；二是仅对正向、负向情绪体验和低唤醒情绪进行研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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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未能对不同的情绪类型（比如恐惧、愤怒、吃惊、厌恶、幸福、伤心等）和不同程度的情感

强度（高、中、低）予以区分，未来还可以在这些方面予以深入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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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Short Video Media: Based 

on Emotion Perspective

Wang Wei Zhu Yuqian Fang Luoyuan

(NingboTech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It reveals the deep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of the elderly when they 
share diff erent emotional experience information, and deepens the local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in the era of video and image based 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Method/process］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online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5 WeChat family groups） and in-depth interview （16 elderly people）, this study took 
information-emotion-behavior as the analytical logic to summarize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behavioral 
logic of the elderly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Result/conclusion］ Elderly people tend to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positive emotion, which is refl ected in the value of intergenerational aff ection, nostalgia and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The Social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has a certain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ir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However, the challenge to this theory is that the elderly do not completely avoid 
the information with negative emotion, but use roundabout strategies to share emotions and express opinions in 
the sharing behavior, so as to alleviate individual cognitive dissonance or lea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In addition, the elderly will also share low-arousal daily life information, especially the sharing 
of health and fi tness information to become the intermediary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elderly.
Keywords: Short video;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Elderly peopl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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