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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年人的智能手机操作手册设计研究
熊　雯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湖南 常德市 415100）

摘要：2020 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国家紧急出台“健康码”等一系列举措后，老年人的生活开始出现不便。老

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不会操作、不识字、子女不在身边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老年人出行、购物、就医等都受到严重制约。在此种情况下，

一款简单易懂、操作方便的智能手机操作指导手册能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很多便利，解决很多问题。本手册选择从健康码、行程码

的申领，购物，网约车出行服务，预约挂号就医四个主要方面以图片的形式对老年人进行指导，解决老年人不识字、不会操作智能手机

的主要困境。

关键词：数字化；老年人；智能手机操作 

2020 年开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从工作到学习、

从社交到娱乐，人们都在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年轻人接受新

事物的能力较强，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相反，许多老年人无

法适应这样的变化，日常生活产生的极大的不便。虽然国家积极

进行了组织宣传，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由于自身

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等原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查看健康码、

生成行程码。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当年智能

手机兴起时，很多学者都出版过相应的教程或者著作，教中老年

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使用微信，如何下载 APP。在这方面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老年人轻松玩转智能手机 APP》就是

典型代表。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许多政府事业单位开始使用开

发更方便的微信小程序来解决民众的普遍问题。而不断出现的新

生事物又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增加了难度。对于老年人来说，

学会使用微信小程序，学会简单的网上购物，学会使用智能手机

生成健康码已经成为不得不做的事情。

然而，目前依然有不少老年人对以上操作很陌生，他们会由

于担心耽误儿女工作或是身体精神健忘等等一系列原因，很可能

刚学会如何操作，转眼下一步就忘记了。由此可见，一套涵盖购物、

出行、就医的基础生活手册，能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手把手教老年

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完成基本生活内容，无论是对老年人所在的

家庭还是对于地方社区政府来说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事情。

本套手册总共分为四个大板块，分别为健康码、行程码的申

领使用，购物，网约车出行服务，预约挂号就医四个方面进行指引。

一、 健康码、行程码的申领

目前健康码和行程码是我们普罗大众出行、购物、就医等日

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朋友”。相信大部分老年人已由亲朋好友告

诉如何申领健康码与行程码。但考虑到老年人的忘性及公众号被

聊天淹没等找不到健康码的情况，本套手册优先向老年人介绍如

何申领健康码、行程码，以及如何置顶健康码。手册设计如图 1

所示。

图 1　健康码、行程码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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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物与支付

日常，老年人购物相对是比较便利的。只需要子女提前帮助

微信绑定银行卡或者给老年人进行转账，支付时出示收付款码。

从前面的经验总结，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时，老年

人的购物需求才会产生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款使用便捷、

涵盖范围广的线上购物 app 尤其重要。经过调研，兴盛优选无论

是业务覆盖范围还是配送时效都能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所以本

指南以兴盛优选小程序购物配送为例，来指引老年人。设计如图

2 所示。

三、网约车出行服务

日常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相对简单，公交、汽车巴士、

火车均需要准备口罩、湖南省居民健康码和行程码。如遇特殊情

况需要紧急用车，使用网约车服务就成为最便捷的手段。本手册

设计了以“滴滴出行”为主的网约车出行预约服务指导手册。设

计如图 3 所示。

四、就医预约挂号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医院提倡病友提前在数字平台进行预约，

凭预约码到医院取号就医。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熟悉度本身不高，

大部分老年人可能没单独进行过就医活动，更何况进行网上预约

服务。进过调研，几个服务平台（例如微信支付的医疗健康）内

含的医院较少，挂号操作烦琐。反而大部分医院目前已开通公众

号、小程序等服务工具。他们更具有针对性且易操作。本手册以

某一医院为例，详细教老年人如何进行网上预约就医服务，并结

合前面的网约车服务力争达到老年人能独自完成预约及就医出行。
设计如下图：

图 3　网约车出行服务、预约就医挂号服务

当前数字信息社会对老年人特别是农村的老年人是很不友好

的。他们的子女在外务工，自己独自生活。日常还好，当遇到特

殊情况的时候，一些问题就很容易显现出来。目前政府花大力气

做到了城镇乡村网络全覆盖，推出了很多便民举措。但老年人由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一些原本很便捷的服务无法覆盖这个群体。

老年人不应该成为“掉队”人员，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单单是

某一个家庭的事情。我们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科普，建

立全面、立体的可保障老年人健康和 生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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