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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数字鸿沟：家庭数字反哺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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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数字代际鸿沟为背景，研究家庭场域中数字反哺机制的形成与运作逻辑。通过构建"触发-行
为-结果"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亲代数字生存需求与子代反哺意愿共同触发的传导机制，剖析数字反哺行为在时空

分布、内容层次和形式载体上的动态特征，探讨该机制在消解代际数字壁垒、重构家庭权力关系及促进数字平权

中的双重效应。研究为理解中国式数字代际互动提供理论参照，为构建适老化数字服务体系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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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 exploration of the household digital feed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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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generational divid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logic of the digital feedback mechanism in the family field.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rigger-behavior-outcom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co-triggering of the digital survival needs 
of the parent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the offspring to feed, analyze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feedback behavior 
in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ontent level and form carrier, and explores the dual effects of the mechanism in dissolving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barriers, reconstructing family power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digital equality.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style digital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provide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service system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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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老龄化形成

鲜明矛盾。截至 2023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互联网普及率 77.5%[1]，而人口老龄化也在加速。

数字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但许多老年

人因缺乏数字技能，被迫成为“数字难民”成为"数字

难民"，数字化社会和人口老龄化之间不免会产生许多

矛盾，二者之间的隔阂和障碍丞待解决。 
家庭作为特殊场域，存在着出生即步入数字社会

的“数字原住民”也存在着远离数字文化的老年“数字

难民”。代际间围绕新媒体使用的互动，特别是年轻人

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对弥合数字鸿沟具有重要作用。

这种家庭内部的数字代际反哺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提

供了有效途径。 

2 家庭数字反哺机制分析 
2.1 家庭数字反哺的触发机制 
（1）虚拟空间下亲祖代的需求 
心理学家奥尔德弗将需求分为生存、关系和成长

三类[2]。数字时代使部分老年人难以适应虚拟社会，在

三个层面都面临困难，学习数字技术成为迫切需求。这

成为家庭数字反哺的根本动力。 
第一，使用数字技术成为老年人生存的基本需求，

主要体现在日常衣食住行中。而对于具有数字需求的

亲代来说，他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接触数字

设备的机会，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等外在原因以及自身

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的固化，他们往往无法快速接受

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自身媒介素养和数字技能的

缺乏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些以实际生存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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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现实性需求推动着亲代去接受新的数字技能，并

且部分亲代在使用数字化设备中感受到数字技术的便

捷性并产生自我成就感，这种获得也推动着亲代更愿

意接受来自他人的数字反哺。 
第二，数字技术成为老年人发展相互关系，呈现多

样自我需要。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们的社交行为和

自我呈现主要是基于线下的空间内开展，而且大多是

以面对面交流的形式。但数字化生存环境则让线上联

系成为老年人与子代交流的重要手段，由于老年人自

身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的低下，亲代往往会和子代缺

少沟通甚至产生沟通上的障碍，而数字技术的存在则

创造了一种“临在”感，弥合了“不在场”产生的信息

或关系割裂，在虚拟空间中重构了传统家庭亲密的亲

子关系，满足了亲代发展相互关系的需求。 
第三，数字技术成为老年人发展自我的重要途径

和需求。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个体往往会追求更高层

次的发展。亲代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适应新的情景并努力发展更好的自我成为个体学

习数字技术的重要动因。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亲代感受

到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对于个人生活和现实的牵制，因

此他们迫切地需要子代的反哺来提升自身的数字技能。 
（2）价值冲突和权力转化之下子代的反哺意识 
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之下，子代的反哺意识已经成

为我国道德伦理框架下的应有之义[3]“羊有跪乳之恩，

鸦有反哺之义”的文化基因在代际数字鸿沟特定情境

的激发下，将自然而然地引导子代对亲代进行反向的

数字化教育。此外，价值冲突以及家庭当中权力转置也

在极大地提高子代的反哺意识。 
第一，家庭权力的转置。在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

都是自上而下传递，由亲代自上而下对子代进行社会

规范和文化知识的传递。这种情境之下，亲代在家庭中

有着绝对的权威和地位。而当亲代面对数字技术带来

的社会转变无法适从时，子代通过多种形式向亲代进

行数字设备的使用以及相关知识的传授，从而子代从

受教者转变为施教者。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其数字技能

的掌握，为子代打破传统权威并提高话语权提供了可

能，子代家庭话语权的提升使其在家庭中的主动性提

高，从而使得他们对亲代的反哺意识提升，对亲代进行

数字反哺成为可能。 
第二，代际之间的价值冲突。亲代和子代是经历

过不同社会时代的两类人，二者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

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这种情境之下，亲子两代容

易产生价值冲突。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子代在数字空间

中获取知识并构建“数字权威”的身份，基于对中国传

统孝道文化的继承，子代会扮演教育者的角色，有选择

地将部分数字空间上的知识推送给亲代，帮助亲代更

好地转变自身观念、适应数字化社会，避免“伪科学”

泛滥给双方带来的价值冲突和话语冲突。因此，代际之

间的价值冲突往往会成为家庭内部子代反哺意识提升

的重要催化剂。 
2.2 家庭数字反哺的行为分析 
（1）家庭数字反哺行为的层次性 
周裕琼教授提出与数字代沟（接入沟、使用沟和素

养沟）相对应的数字反哺具有接入反哺、技能反哺和素

养反哺三个维度[4]。与此相对应，在北京大学盛曼玉[5]

等人的实际研究中发现：家庭数字反哺行为也分为三

个层次：设备接入反哺、使用技能反哺和知识素养反哺
[4]。目前，由于数字设备普及，接入反哺最少见；技能

反哺最为常见，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对微信、抖音等基础

软件的使用求助上。 
从三种家庭数字反哺行为的受众群体来看，周裕

琼老年人数字融入发现：数字技能反哺是一种常见的

反哺形式，祖代虽然在数字媒体的接纳、使用、素养上

面低于亲代，但是他们对于数字接入、技能和素养反哺

的接受程度高于亲代。并表示越在家庭中处于核心位

置并且越弱势的家庭成员越接受数字反哺。 
（2）家庭数字反哺行为的多样性 
根据亲子之间的互动方式，可以将家庭数字反哺

行为分为三种：代理式反哺、指令式反哺、启发式反哺。

不同的反哺方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代际支持互

动的角度对三种方式进行分析发现：当亲子关系处于

单一的赡养型代际关系中时，子代往往会采取代理式

数字反哺或指令式数字反哺。在赡养型关系之下，子代

担负着赡养亲代的责任，在限定的资源之下，子代提供

给亲代的财力会与精力和时间成反比：即子女在提供

较多经济支持时，其对亲代的生活照料、情感陪伴相对

较少。当成年子女在面对照顾父母和自己的家庭、工作

发展的冲突时，他们一般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

在这种单向经济关系之下子代对亲代产生的家庭数字

反哺行为多是代理式或指令式。 
（3）家庭数字反哺行为的空间性 
周裕琼[7]探究老年数字融入的中国路径的量化研

究中发现：共同活动是影响数字反哺的重要因素，当参

与的共同活动越多，数字反哺频率也越多。在家庭场域

中，当一家人聚在一起时，数字反哺也更容易发生。 
但是，在社会流动愈加频繁的今天，中国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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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祖孙三代是聚少离多的。由于求学就业等各种

因素的限制，远程网络成为一种新的反哺形式。远程数

字反哺在今天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选择的反哺方式，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虽然远程数字反哺的效率和结果都

远远比不上面对面数字反哺，但是作为一种维系亲情

的手段，线上家庭数字反哺也在拉近亲子关系、促进家

庭和谐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4）家庭数字反哺行为的时间性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乡土是不流动的，或者说

是“富有地方性”的。而现代社会则以高流动性为典型

特征[8]。子代通过升学、就业不断从乡村流动到城市，

亲代囿于“落叶归根”的思想选择留在故土。家庭结构

不断发生变化，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形式。这

就造成了子代在实际的数字反哺过程中存在很大的时

间性：反哺次数少、反哺周期长。子代一般都会选择在

春节、国庆节等重要节假日选择回家看望亲代。 
家庭内部数字反哺时间性不仅是由于社会流动导

致，老年人反哺意愿也是导致时间性的重要原因。农村

家庭中的老年人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等子女节假日回来

帮助解决自己在数字设备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而非即时

性解决。这就导致亲代的反哺需求和子代的反哺行动

之间存在“时间差”。 
2.3 家庭数字反哺的结果 
家庭数字反哺是亲代子代双向互动的结果，是一

种反向社会化的过程。在触发机制的推动下，子代产生

数字反哺行为。但是由于反哺过程和反哺行为的复杂

性，往往家庭数字反哺会产生成功和失败两种结果。 
（1）反哺成功 
当子代和亲代有较强的反哺意愿并实现良好的反

哺互动时，家庭数字反哺会产生良好的成效。 
首先，改善亲子关系。数字反哺行为为亲子沟通架

起了桥梁，家庭内部场域的数字反哺行为不仅仅是一

种技术上的互动，也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一方面子代向

亲代教授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亲代更加熟练掌握数字技

能，使得亲代在现代社会中更加自信，减少因技术落后

产生的焦虑感。这种自信心的提升能够帮助家庭改善

亲子关系，增加共同话题，让父母和子女有更多的沟通

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家庭数字反哺过程，子女能够意识

到自身的责任感，亲代也能感受到来自子代的关爱和

支持，从而加强双方的感情。 
此外，由于家庭是一个由血缘和姻缘关系组合在

一起的共同体，因此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亲子两代具

有天然的亲近关系。亲代在家庭场域中更容易向子代

寻求帮助，更加信任子代，更多的亲代会选择向自己的

亲人进行求助，这种家庭内部反哺很大程度上增强了

老年人接受反哺的意愿，对弥合数字鸿沟有着重要的

作用。其次，家庭内部数字反哺能够充分利用家庭内部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会教育资源的压力，通过家

庭内部的互助学习，老年人能够在不依赖外部资源的

情况下提升数字技能。 
（2）反哺失败 
由于家庭数字反哺是亲子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当双方互动不畅时，

则会导致反哺失败。在实际的家庭数字反哺内部，导致

反哺失败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包括一下几点。 
首先，子代的数字隔离。家庭领域，数字技术的存

在一方面能够使得亲代更好地了解子代，但是这导致

另一方面压缩了子代的“私密空间”。子代会认为教授

亲代社交媒体技术以后自己被监视被约束，因此往往

会选择朋友圈部分内容对亲代屏蔽。子代为了保护自

身的隐私空间可能会选择对亲代进行有选择的教授，

这种有意的数字区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子代的反哺

意愿。 
除此之外，亲代自身存在的心理抵触也影响着家

庭内部的数字反哺结果。首先，初始的热情可能因为学

习过程中的困难而逐渐消减，特别是当他们遇到难以

解决的问题时。其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之下，老

年人由于经验和阅历的增加，他们可能不愿意表现出

学习新技术的困难，担心这样做会有损他们的自尊和

形象。这种“面子”问题成为他们接受数字反哺的一大

心理障碍。 
3 结语 
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数字鸿沟

问题愈来愈得到广大学者关注。家庭作为离老年人最

近的单元，在帮助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跨越数字鸿沟

方面存在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家庭内部亲代为研究

对象，对家庭数字反哺机制进行研究，从触发机制、反

哺行为、反哺结果三个环节进行探讨分析，明确指出家

庭内部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数字

反哺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整个社会在帮助老年人跨

越数字鸿沟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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