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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媒体环境下中国青年家庭文化的交互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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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青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消耗在屏幕类设备，家庭成员之间在生活上缺少沟通。本

文将在中国青年对待夫妻关系、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上进行心理认知研究，针对家庭场景交互行为习惯进行产品触点研究，

进而提出新媒体视角下中国青年家庭文化的交互产品提升方案。最终提出新媒体视角下中国青年家庭文化的交互产品所需遵

循的准则，为其他相关家庭文化产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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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所提

出，青年是指 14—35 周岁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群体中，三代

人之间的家庭关系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家庭

关系中，不同代际所接受的文化程度不同，因此，对事物的

理解也有所不同，交互行为亦不同。

新媒体时代下，年轻人更懂得交互产品的使用方式，而

父辈及爷辈更懂得生活及人情世故的方面，因此，当家庭成

员在家庭场景中遇到不同的事物时，将会产生双向指引的作

用。好的用户体验即是好的交互检验，因此，深入探索家庭

关系，思考交互行为习惯，创新交互触点是交互产品提升的

重要方向之一。

1 传统与新媒体环境下中国青年家庭文化的不同交

互感知

1.1 家庭关系心理认知不同

家庭关系泛指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不同的

心理带来不同的交互行为和交互感知。中国青年是见证互联

网发展的一代，对于新媒体的产物接受度较快，操作交互产

品时，较容易上手。但中国青年的父辈及爷辈由于生长环境

等因素，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较慢，思维始终沉浸在他们的

操作圈层，认为新媒体时代下产物的交互操作十分复杂。比

如现如今的智能电饭煲、智能洗衣机、智能电视、微信和网

购等，对于很多父辈以上的群体来说，操作复杂，需要青年

的引导。而作为”蜜罐里长大的一代“的 90后一代，缺乏

对日常生活技巧的系统性认知：做饭磕磕绊绊、装修一头雾

水、养生一知半解等。青年在这时会借助手机来查询相关信

息，或者以打电话或视频的方式求助父母。因此，中国青年

与父辈的关系是相互引导的关系。而对待亲子关系，由于当

下的中国青年大部分受到了高等教育，大学生群体居多，因

此对亲子教育犹为重视，从素质教育、美育教育到知识学习

教育，都做好了比较全面的准备。培养孩子，使其拥有独立

的思维及见解以及同理心，做到与他人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因此，中国青年的亲子关系是代入关系。当下青年生活开销

较大，伴随着生活压力也巨增，因此大部分的夫妻关系是共

同协作的关系。

1.2传统与新媒体环境下的家庭成员交互行为习惯的不同

传统环境下，家庭场景中的交互方式更多的是人为手动

的去做事情，交互流程复杂。比如手洗衣服，从拿衣服/拿盆

子/拿洗衣粉-开始手洗-反复换水-拧干-晾晒 5 个步骤的交互

操作流程。而如今智能洗衣机可以轻松一键解决洗衣问题，

交互流程只需拿衣服-倒洗衣液-机器自动清洗并完成-晾晒 4

个步骤完成。新媒体环境下的家庭交互方式粗略可分为：屏

幕类（智能电视、手机、电脑、IPAD 等）、非触屏类（车载

系统、智能音箱、智能空调、智能窗帘等）。其中，屏幕类

别中，电视大屏在家庭使用中占据 63.4%，手机在个人使用

中占据 90.6%，（数据来源尼尔森家庭大屏调研）。由此可

见，中国青年使用手机的频率非常高，而在家庭场景中，孩

子或父母看电视的频率更高。非触屏类的交互行为方式一般

也分为语音类和触控类。中国青年对手机的手势操作和语音

控制的能力较高，平常手机操作速度快，对智能设备进行语

音控制也比较得心应手，走进一个智能家庭设备的场景，交

互方式只要做到发送指令-智能音箱接收到指令-智能家居设

备完成指令，这样的方式还可以操作生活中的更多设备，距

离过远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触点操作家居设备。而对于

面对一个机器人说话的行为，父辈和爷辈是难以接受的，日

常的按键开灯、拿遥控开电视等操作对于他们来说喜以为

常，他们的环境当中，如果没有这些日常操作，他们会以为

生活中缺少了很多事件与乐趣。

1.3传统与新媒体环境下的家庭成员代际关系的缺失

在传统环境下生长的父辈和爷辈，由于他们生长环境的

差异，因此交互习惯也稍有不同的。父辈在使用智能机方面，

会一些简单的操作，比如微信发信息、发语音、发朋友圈、

刷抖音、买东西等。但爷辈则大部分只能把按键手机操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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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他们普遍认为智能手机的操作非常复杂。当今大部分中

国青年在一二三线城市定居，2020 年我国老龄化人口高达

32.2%（数据来源七普数据），由于父辈与子女的距离远、

工作繁忙等问题，青年每年回家的次数基本在 1-2次不等。

如果要进行远程联系，基本方式是通过微信语音、微信电话、

微信视频。但爷辈受限于不会用智能机的困窘，因此，中国

青年与爷辈的家庭联动性很低。

2 新媒体视角下中国青年家庭文化的交互行为提升

方案

2.1 联动每代家庭成员的交互行为

要想提升家庭成员三代甚至四代的联动性，需要基于家

庭成员的不同交互行为习惯，设定交互场景触点。青年与父

辈的交互行为差别性不大，基本的交互界面操作，语音操作

适用性都比较高，因此，与父辈之间的联动只需要一个私密

的家庭空间，沟通家庭日常事物及生活趣事等。但对于爷辈

来说，智能手机手势操作流程多，手机设备的语音操作普及

度也不高，智能音响设备的语音控制，对于爷辈来说，他们

交互行为习惯还很难做到。因此，可以试图将青年使用频率

最高的手机，与爷辈使用频率最高的家庭电视联动起来，建

立一个手机+电视的联动交互行为设定。基于老年人交互行

为习惯，设定手机发送语音或者视频的指令，电视接收信号，

操作简单方便；老年人的眼睛视力不佳，在使用手机设备时，

视觉容易疲劳，以电视的方式接收视频，视觉效果好，也更

能让爷辈接受。而对于亲子关系来说，现代的教育系统非常

庞大，孩子在学校学习的课程与学校外学习的内容都很多，

想要让每个单个学习事件让孩子完全吸收，必定也需要和老

师之间做好联动关系，因此，设定孩子的日程表，对每一种

课程内容需有基本了解，知晓孩子在每一个学习事件上面是

否有专注度尤为重要。

2.2 增强社交化的家庭交互行为

每个家庭成员经历的教育方式不同，家庭文化方面因此

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家庭成员对于事物方面的观念有

分歧，如何将家庭成员里不同家庭文化平衡是一个关键点。

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生活的融入与沟通，能够更好的增强家庭

成员的关系，也更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当下关

于家庭关系的交互产品亲子类的居多，而青年与父辈、青年

与爷辈之间的互动产品基本空缺，这很大程度上反应一种社

会现象，同时，从生活的角度来讲，人们应当引起相关话题

的重视度，《亲合》APP，是一款社交类家庭关系产品，家

人可以通过注册、微信、QQ 等方式登陆，家人的照片可上

传到家庭相册，可以云储存，家庭成员想看的时候都可以看，

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动关系。但该产品只有图片联动和

家庭关系朋友圈，产品类型单一，用户使用产品持久度不长。

在《方太幸福家》APP中，构建了“美食烹饪、居家装修、

饮食起居、锻炼养生、家庭关系、亲子教育、心灵成长、积

善之家”在内 8 大生活内容，对生活的本真做了归纳与运用。

因此，增强社交化的交互行为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挖掘家庭成

员之间的交互行为，家庭文化包含家庭成员关系、对老人的

赡养、家庭经济管理、家庭气氛营造等。增强家庭关系不是

刻意完成，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趣味化交流，因此得到家庭

关系的升华，增强社交化家庭交互行为上，可以加入一些个

性化词条，家庭游戏等。

2.3基于家庭成员不同群体的交互界面设定

中国青年的主要三代家庭关系，在交互行为习惯上有所

不同，因此，交互界面的设定应有所不同。不同用户群体在

输入年龄或者家庭成员角色之后，系统自动更换到该角色的

交互界面。这样，既符合每个家庭成员的交互习惯，同时，

增进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联动性与情感性。青年与父辈的

交互界面设定：设定对话区（在此可以和任何家庭成员快速

联系）；社交区（其他家庭关系中的问与答）；联动区（家

庭关系小贴纸、小游戏等）；亲子区（孩子学习日程表；每

位教师的联系方式及学习进度）；爷辈交互界面设定在电视

里，直接在电视里有接收视频或语音的入口。

3 结语

传统环境下生长的中国青年父辈文化已然跟不上新时

代的脚步，关于家庭文化的交互产物在亲子关系领域居多，

在未来的代际关系产物领域上将增多，中国青年家庭关系将

走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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