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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框架构建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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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指标,为开展针对性素养教育、制订有效的智慧养老护理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以《全球媒

介与信息素养框架》为理论框架,通过文献检索和半结构式访谈,制订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指标专家咨询问卷,选取19名专家

开展2轮函询。结果
 

2轮函询问卷的有效回收率均为100%,专家意见协调系数为0.134和0.199(均P<0.05)。最终构建的指

标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结论
 

构建的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指标具有科学性、可靠性和实用性,可

以为当前开展我国老年人新媒介素养测评提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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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
 

media
 

literacy
 

for
 

the
 

elderl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ar-

geted
 

literacy
 

education
 

and
 

effective
 

intelligent
 

care
 

for
 

the
 

aged.
 

Methods
 

The
 

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was
 

taken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literature
 

review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ere
 

used
 

to
 

form
 

an
 

expert
 

consultation
 

queationnaire
 

on
 

new
 

media
 

literacy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the
 

elderly,
 

then
 

a
 

2-round
 

Delphi
 

study
 

was
 

conducted
 

a-
mong

 

19
 

experts.
 

Results
 

Experts'
 

response
 

rates
 

were
 

100%
 

in
 

the
 

2
 

rounds,
 

and
 

the
 

Kendall
 

coefficients
 

of
 

concordance
 

were
 

0.134
 

and
 

0.199(P<0.05
 

for
 

both).
 

The
 

final
 

indicators
 

were
 

composed
 

of
 

3
 

first-level
 

indicators,
 

9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36
 

third-level
 

indicators.
 

Conclusion
 

The
 

developed
 

new
 

media
 

literacy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the
 

elderly
 

is
 

scientific,
 

reliable
 

and
 

practical,
 

which
 

could
 

provide
 

a
 

tool
 

measuring
 

new
 

media
 

literacy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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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介素养是个体在接触、解读和使用新媒介与

新媒介信息时所表现出的素质与修养[1]。中国已经

进入新媒体时代,智慧养老产业不断推进,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

洪流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迫“触网”,他们的新媒

介素养已成为其健康和幸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也

日益受到关注。近年来学者对我国老年人新媒介素

养的研究以理论或经验探讨为主,从媒介接触率、媒
介需求层次、媒介主动参与情况、信息批判能力等方

面分析了我国老年人新媒介素养的现状[2-3]。也有学

者对老年人新媒介接触行为和主观感受等进行了实

证调查[4-6],但均未使用科学的测评工具。2021年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

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7],指出未来将进一步丰富智慧健康服务,拓展

智慧养老场景,提升老年人智能技术运用能力。同年

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

意见》[8]进一步指出,要加强老年教育,促进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要实施“智慧助老”行动,加强数字技能教

育和培训,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研发科学的评估

工具,对我国老年人的新媒介素养进行立体、全面的

调研和系统分析,找到薄弱点和相关因素,才能开展

针对性的素养教育。本研究拟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的《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框架》[9]为基础,采用德

尔菲专家咨询法初步构建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指

标,以期为科学评价我国老年人新媒介素养现状,助
力智慧养老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函询专家基本资料 2020年4~7月选择天

津市高等医学院校、社区居委会、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智慧养老机构的专家开展函询。专家入选标准:

①具有10年及以上养老相关工作经验,在老年人身

心照护、社区养老服务、老年人新媒介技能培训、智
慧养老、新闻传播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实践或管

理经验;②中级及以上职称,大专及以上学历;③对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有一定了解;④对本研究具有较

高的积极性,自愿参加本研究。入选的函询专家19
人,男4人,女15人;年龄32~71(43.6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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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学历:大专2人(均为高级职称),本科4人,硕
士及以上13人。工作年限10~49(20.84±10.91)
年。职称:中级5人,高级11人,社区养老行政管理

者3人(居委会主任2人,智慧养老企业的业务经理

1人)。专业领域:社区养老研究与服务13人,新闻

传播与网络信息技术4人,老年人新媒介技能培训

2人。工作性质:教学科研10人,业务技术6人,行
政管理3人。
1.2 成立课题研究小组 小组成员包括教授1名,
副教授2名,讲师3名,助理研究员1名,研究生2
名。成员的专业涵盖老年护理、社区护理、循证护

理、传播学、管理学等领域。由课题负责人(副教授)
统筹专家咨询问卷的设计、专家遴选及函询;老年护

理学及管理学教授1名负责研究指导;循证护理专

业人员1名(讲师)主要负责文献检索和筛选;其他

人员(副教授1名,讲师2名,助理研究员1名,研究

生2名)参与构建理论框架、专家咨询问卷及测评指

标的设计和修订等;研究生协助开展半结构访谈、专
家咨询意见的整理、汇总等。
1.3 指标构建方法

1.3.1 构建理论框架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基于现代信息社会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网
络素养等逐渐融合的趋势,提出了媒介与信息素养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MIL)概念,指公民

以批判、道德与有效的方式,运用多种工具去存取、检
索、理解、评估、使用、创造和分享各种形式的信息与

媒介内容,并融入个人、职业、社会行动的综合能力,
进而创建了《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包括3
大核心能力要素(获取、评价和创建)、12项能力要

求、113项表现标准,指导各成员国对自身的媒介与

信息环境、公民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水平进行综合性评

估[9]。MIL是一个涵盖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

养等多种素养的整合性概念,兼有媒介素养的媒介批

判特征及信息素养的信息管理特征,能够较为准确地

反映新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全球 MIL评估框架结

构清晰,具有普适性。本研究借用此框架的3个核心

能力要素作为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指标体系的基

本框架(一级指标),借鉴其下的12个能力要求作为

二级指标(能力维度),参考113项表现标准和其他新

媒介素养文献,开发三级指标(条目),通过德尔菲法

对二级和三级指标进行调研分析。在指标开发时,充
分考虑当前我国老年人数字“新移民”的特点,即他们

对于新媒介工具和信息的认识和使用均处在较初级

的阶段,从而适当简化对其信息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考

察。
1.3.2 建立三级指标条目池 以“新媒介素养,网络

素养,信息素养;老年人”“new
 

media
 

literacy,infor-
mation

 

literacy,network
 

media
 

literacy;elderly,

aged”等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
Web

 

of
 

Science、PubMed、EBSCO等数据库,查阅国

内外新媒介素养测量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在上述全

球 MIL评估框架下,提取可借鉴的条目。选取5名

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老年人对新媒介信息

的获取和筛选、认知和评价以及应用情况等,如“您使

用过哪些新媒体设备? 主要用来做什么?”
 

“您平时

是怎么使用新媒体设备解决日常问题的?”“您对互联

网和互联网使用行为有哪些认识?”“您怎么判断网上

信息的可靠性?”研究小组根据访谈结果进行讨论,建
立老年人新媒介素养测评指标条目池,含61个条目

(三级指标)。
1.3.3 德尔菲法实施过程 拟定函询问卷,专家函

询问卷主要包括:①问卷说明,主要介绍研究背景、
目的,量表的理论框架,问卷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

等。②函询专家的基本情况,专家对量表内容的熟

悉程度和判断依据的自我评价。③老年人新媒介素

养测评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

标(能力维度)的名称及其涵义,61个三级指标(条
目)。请专家对二、三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提
出修改建议。采用电子邮件或微信进行咨询。问卷

回收后,由研究小组对专家的指标重要性评分、意见

等进行整理、分析及讨论修订。指标筛选的基本条

件为专家重要性评分均值≥4分,变异系数≤0.25。
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指标予以保留,不满足的指标

根据专家意见经课题组讨论予以取舍。本研究共进

行2轮函询,间隔时间为6周,每轮问卷均在2~3
周完成发放与回收。2轮函询后专家意见基本趋于

一致,停止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统计分析,计算专家咨询问卷的回收率、专
家的权威系数和协调系数,各指标重要性评分的描

述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专家的协调性用指标重

要性评分的变异系数(CV)和 Kendall's协调系数

(W)表示。检验水准α=0.05。采用层次分析法计

算指标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10],检验水准α=
0.10。
2 结果

2.1 专家积极性 本研究2轮函询均发放问卷19
份,均全部回收,有效回收率为100%。2轮函询分

别有13名(68.42%)和9名(47.37%)专家提出意

见建议。说明专家对本研究较为关心,参与积极性

较高。
2.2 专家权威性 专家的权威性用权威系数(Cr)表
示,Cr=(判断依据+熟悉程度)/2。本研究函询专家

权威系数为0.826。
2.3 专家协调性 本研究的专家协调系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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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专家协调系数

轮次 指标 协调系数 χ2 df P
第1轮 二级指标 0.207 43.345 11 0.000

三级指标 0.131 149.873 60 0.000
整体  0.134 182.937 72 0.000

第2轮 二级指标 0.155 26.444 9 0.002
三级指标 0.206 160.156 41 0.000
整体  0.199 193.147 51 0.000

2.4 专家函询结果 第1轮函询后,根据指标筛选

条件和专家意见,删除1个二级指标,合并2个二级

指标。删除22个三级指标,将1个三级指标拆分为2
个,增加2个三级指标。第2轮函询后删除1个二级

指标。对于存在意见分歧的二级指标“对新媒介信息

及提供者的认知”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经小组讨

论,认为个体对新媒介信息及提供者有基本准确的认

知,是正确理解和评价信息的前提。新媒体时代,鼓
励老年人通过自媒体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成为勇敢的

表达者和积极的社会参与者,也应是媒介素养教育的

重要内容[11-12]。故将上述2个二级指标予以保留。
删除6个三级指标。最终构建的老年人新媒介素养

测评指标包含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

标36个,结果见表2。
3 讨论

3.1 构建老年人新媒介素养测评指标的意义 新媒

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类型的信息呈现

爆炸式增长[13],普通大众也不再只是媒介信息的被

动接受者,更可能是信息的创建者和传播者。在这样

的背景下,会使用信息工具,从海量信息中主动搜索、
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利用新媒介进行信息交流日

益成为个体的必备能力和基本需要,即信息素养已成

为新媒介素养不可缺少的层面。老龄化和数字化是

当今中国的两大社会进程,互联网正加速向中老年群

体渗透。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14],截至2020年12月,50岁及以上的网民群体

占比由2020年3月的16.9%提升至26.3%。老年

人快速“线上移民”的同时,其新媒介素养却似乎没跟

上来。他们使用新媒介的目的较为单一,以社交和休

闲娱乐为主[5],自主性也普遍较弱,许多老年人还不

能熟练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的主动搜索和验证[4,15]。
他们对互联网信息的甄别能力不足,容易成为网络谣

言的信谣者、传谣者,甚至受害者。据2017年北京市

的调查,有超过三成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是谣言的

易感人群,在各年龄段中占比最高[16]。有67.3%的

银发网民在上网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欺骗,部分老

年人对互联网出现信任危机[17]。护理是智慧养老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老年人对“互联网+护

理服务”的使用意愿强烈[18]。多项研究也证实,基于

互联网的延续护理可以显著提升老年慢性病患者的

生活质量,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控制慢性病进展

等[19-20]。具备良好的新媒介素养,是老年人能够有效

利用智慧养老护理的前提。因此护理人员有必要、有
责任对老年人的新媒介素养进行研究和培育。本研

究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系列护理措施的基础环节,
对于开展有效的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和媒介素养教

育,推动“互联网+护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帮助老

年人融入现代社会,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具
有重要的意义。

表2 老年人新媒介素养测评指标咨询结果

指标
重要性评分

(x±s)
变异

系数
权重

Ⅰ-1获取

 Ⅱ-1
 

新媒介信息需求的解释和表述 4.53±0.77 0.166 0.231
  1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媒介需求 4.58±0.61 0.129 0.146
  2对钱财交易信息的新媒介需求 4.21±0.92 0.212 0.040
  3对新媒介信息需求的解释和表达 4.32±1.00 0.226 0.045
 Ⅱ-2

 

新媒介信息的查找和定位 4.26±0.99 0.226 0.116
  4制订新媒介信息查询方案 4.42±0.61 0.134 0.033
  5会使用网上搜索 4.63±0.60 0.126 0.066
  6及时调整检索策略 4.21±0.86 0.198 0.017
 Ⅱ-3

 

新媒介信息的访问 4.26±0.99 0.226 0.116
  7可以查看各种类型和格式的新媒介信息 4.05±0.97 0.233 0.023
  8会遵守相关法律、规则等访问新媒介信息 4.47±0.96 0.210 0.093
 Ⅱ-4

 

新媒介信息的保存或存储 4.05±0.85 0.204 0.061
  9会保存新媒介信息 4.11±1.05 0.249 0.061
Ⅰ-2评价

 Ⅱ-5
 

对新媒介信息及提供者的认知 3.95±1.03 0.253 0.046
  10互联网应该为大众服务 4.53±0.61 0.132 0.005

 

  11每个人是新媒介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制造者

   和传播者

4.47±0.77 0.168 0.004

  12新媒介信息传播方便,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4.79±0.42 0.085 0.012
 

  13网上呈现出来的信息都是筛选过的 4.21±1.03 0.238 0.002
 

  14网民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 4.84±0.38 0.075 0.013
  15网上存在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 4.47±1.07 0.234 0.005

 

  16网上的信息并非都是与事实相符的 4.58±0.84 0.178 0.005
 

 Ⅱ-6
 

对新媒介信息的评价 4.26±0.87 0.199 0.116
  17会留意新媒介信息的来源 4.16±1.07 0.250 0.005

 

  18能识别新媒介信息背后的传播意图 4.11±0.94 0.222 0.005
 

  19能识别出不良新媒介信息 4.63±0.68 0.144 0.026
 

  20会分析新媒介信息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4.68±0.58 0.121 0.028
 

  21会分析新媒介信息是不是可靠 4.74±0.56 0.115 0.030
 

  22会参考其他媒介的报道 4.37±0.96 0.213 0.010
 

  23具有较强的甄别网络信息可靠性的能力 4.42±0.69 0.152 0.012
 

Ⅰ-3创建

 Ⅱ-7
 

新媒介信息的创建 4.11±1.05 0.249 0.068
  24能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等拍照 4.53±0.70 0.150 0.039

 

  25能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等录制音频或视频 4.32±0.75 0.169 0.019
 

  26能把文件存到手机或计算机中 4.16±0.90 0.210 0.010
 

 Ⅱ-8
 

新媒介信息的交流 4.42±0.96 0.212 0.218
  27会用微信或QQ等聊天 4.89±0.32 0.063 0.061

 

  28会在网上分享或发布自己的作品 4.58±0.77 0.163 0.023
 

  29会转发信息 4.58±0.84 0.178 0.023
 

  30上网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4.84±0.38 0.075 0.053
 

  31会向相关部门举报不良信息 4.32±1.00 0.226 0.010
 

  32不会在网上发布或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 4.63±0.60 0.126 0.024
 

  33上网时不会做出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 4.63±0.68 0.144 0.024
 

 Ⅱ-9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3.79±1.18 0.304 0.028
  34在网上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 4.16±1.07 0.250 0.010
  35在网上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投稿、投票、比赛等)4.26±0.81 0.184 0.009

 

  36在网上发表意见建议(点赞、评价、评论等) 4.26±0.87 0.199 0.009

3.2 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指标具有较好的科学性

和可靠性 本研究以《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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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为基础进行设计,这一框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综合多年来全球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等相关研究成果

提出来的,是全球信息领域、媒介领域和素养领域的

专家智慧的结晶。在该框架下,研究小组进行了全面

的文献查阅和分析,并选取部分老年人进行深度访

谈,确保对新媒介素养相关概念、能力内涵和行为表

现以及研究现状等有充分了解,经充分讨论后设计具

体的评估指标。因而本研究构建的新媒介素养评估

指标的内容具有基本的科学性。
本研究对19名专家进行2轮函询,函询程序符

合德尔菲专家咨询的要求。选择的专家所从事的专

业领域涵盖老年护理、智慧养老、社区养老、新闻传

播、信息技术等,既有长期在养老、新闻传播和信息技

术一线从事具体工作的实践者,也有经验丰富的管理

者、研究者,具有代表性,能够对老年人的新媒介素养

能力评估提出全面、客观的意见和建议。2轮函询专

家问卷回收率均为100%,且均有专家对指标体系提

出具体的修改建议,专家权威系数大于0.80,说明专

家对本研究的参与程度、认可程度以及专家的权威程

度都比较高,咨询结果比较可靠,这是研究质量的基

本保障。从专家对评估指标重要性评分的协调系数

来看,二级指标的协调系数在第2轮中有所下降,分
析原因主要是专家对二级指标Ⅱ-9的意见出现了分

歧,导致其变异系数变大。可能经过一轮函询后,专
家对老年人的新媒介素养有了更多思考,有6名专家

从老年人当前的实际需求角度考虑,认为他们不需要

或暂时没有能力借助于新媒介进行社会参与,对评分

进行了下调。而另有2名专家上调了评分。尽管经

研究小组讨论后保留了此二级指标,但也提示今后还

应对老年人利用新媒介进行社会参与的涵义及标准

进行进一步讨论和研究。2轮函询后,三级指标和指

标体系总体的协调系数逐步提升,专家的意见逐渐趋

于一致,说明总体而言,专家对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

体系是基本认可的,认为指标体系较为可靠。
3.3 老年人新媒介素养评估指标的内容

3.3.1 指标体系的结构及内涵 本研究借用《全球

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的核心能力三要素作为一

级指标,分别为获取、评价和创建。其中获取维度包

括对新媒介信息的需求、查找、访问和保存4个二级

指标,指老年人具有利用新媒介工具获取信息、解决

问题的意识,会准确地表达信息需求,进而制订查找

策略、利用检索工具查找和定位到新媒介信息,并遵

循相应的法律法规访问及保存信息;评价维度,包括

对新媒介信息的认知和评价2个二级指标,指老年人

对新媒介工具和信息的特点、功能等有基本的认知,
会对新媒介信息进行批判性分析、评价,以判断信息

的可靠性;创建维度,包括新媒介信息的创建、交流和

社会参与3个二级指标,指老年人为实现一定的目

的,有意识地创建新媒介信息,并以道德的、合法的方

式进行新媒介信息的交流,会通过各种新媒介渠道和

工具,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进行社会交往。

3.3.2 指标体系宜以日常生活需求为导向 目前老

年人的新媒介接触行为,多数与其日常生活需求直接

相关,如阅读资讯、娱乐、社交、就医、出行等。他们对

新媒介信息的接触也多限于所见即所得,很少进行信

息的格式转换、编辑、综合和索引等复杂应用,也鲜少

有主动对新媒介信息进行监控的意识和行为。因此,
现阶段老年人新媒介素养测评指标的内容,需突出实

用导向,适当减少对新媒介和信息的认知和复杂的新

媒介使用行为的考察。《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2021~2025年)》[7]也提出,要围绕与老年人生

活密切相关的互联网应用、产品等,不断推动智能产

品的适老化设计,实现老年人的无感知应用。本次构

建的指标层次分析结果显示,专家评价权重占比较靠

前的指标也多与生活基本需求相关,如查阅新媒介信

息、使用新媒介进行交流、对新媒介信息进行评价等,
表现在“会用微信等社交软件聊天”“在网上注意保护

个人隐私”
 

“会分析新媒介信息是不是可靠”等,与智

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的要求基本一致。

4 小结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等,
初步构建了老年人新媒介素养测评指标,科学性和可

靠性较高,可以为现阶段科学、系统考核老年人的新

媒介素养能力,进而开展相应的素养教育提供一定的

参考。但是由于能力、时间等所限,研究还存在许多

不足,如怎样突出新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特点,如何界

定现阶段老年人新媒介素养的能力标准等还需明确,
本框架也尚需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和修订。
因此未来还需继续深化理论分析,开展实证研究,以
期获得更权威、更可靠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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