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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教老人用智能手机，是最好的“敬老礼”
编者按：

在“快一拍”的信息化、智能化社会中，不少老人，被“狠狠撞了一下腰”，俨然成了贾
樟柯导演口中的“被时代撞到的人”。

科技日新月异，时代飞速发展，在提供便捷、舒适生活的同时，也使很多老人举步维艰，
成为了“边缘人”。他们无缘社会发展带来的便捷，无法共享社会进步带来的红利。“剑未佩
妥，出门即是江湖”；他们安步当车、竹杖芒鞋的舒缓，始终无法跟上风驰电掣的时代列车。
君不见，疫情期间，老人们不会使用健康码，被超市、车站拒之门外；不会移动支付，无法购
物；不会网上预约，无法就医……

请不要嘲笑他们！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孟子说，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可见，善待老人，是社会的良心。他们也曾经是蹈厉风发的弄潮儿，
现在成了踽踽独行的落伍者。他们步履瞒珊，更需要年轻人和时代的搀扶，给予他们深切的人
文关怀，减轻无所适从的阵痛，打造互联网+时代“银丝下的春天”。

昂山素季说：“我们并不缺少发展所需要的科学与技术，但我们内心深处依然缺少些什么，
一种真正的心理温暖的感觉。”但愿网络时代、智能社会，给予老人更多的人文关怀，让他们
在风驰电掣的复兴号列车中，既感受“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迅捷，也感受一个“人间重晚晴”
的温暖。但愿我们的和谐社会，不仅有“少者怀之”，也能“老者安之”。

教老人用智能手机，是最好的重阳“敬老礼” 标题即观点，彰显态度。

①重阳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期在每年农历九月
初九。“九”数在《易经》中为阳数，“九九”两阳数相重，
故曰“重阳”；因日与月皆逢九，故又称为“重九”。九九
归真，一元肇始，古人认为九九重阳是吉祥的日子。古时民
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拜神祭祖及饮宴祈寿等
习俗。传承至今，又添加了敬老等内涵，于重阳之日享宴高
会，感恩敬老。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是当今重阳节日活动的
两大重要主题。

②在 10 月 14 日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作为一名老龄工
作者，笔者不禁发声：教老人学会用智能手机，是最好的重
阳“敬老礼”！

开篇点题。由重阳节习俗引
出敬老的话题。

③2012 年 8 月份，全国老龄办、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
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了新“二十四孝”行
动标准，倡导天下子女孝敬父母做到：经常带着爱人、子女
回家；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亲自
给父母做饭；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
为父母建立“关爱卡”；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教父母学会
上网；经常为父母拍照；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打开父母的
心结；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定期带父
母做体检；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
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带
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适当参与父
母的活动；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

敬老的社会意义：全国老龄
办、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
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
会共同发布了新“二十四
孝”行动标准，倡导天下子
女孝敬父母。

④其实，教老人学会用智能手机，应是晚辈尽孝的分内
事，也是当务之急。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在年轻人享受
着智能时代各种便利的同时，大量新鲜事物却将接受能力和
学习能力较差的老人阻挡在外。在互联网深刻地嵌入日常生
活的今天，一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成为某种意义上的
弱势群体，遭遇了边缘化。不会发红包、不会发照片、不会
使用导航、不会用微信、不会用视频、不会用网约车、不会
移动支付，在路边招手拦车，却发现那些明明空着的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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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带他们……对于年轻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一些
老人来说却格外困难。

⑤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这一具有“时代感”的社交工具，
意味着老人与外部世界的社会联结没有那么高效、顺畅，意
味着与时代“脱节”。科技改变生活势不可当。年轻一代在
追随科技潮流的时候，请一定要关心一下身边逐渐年迈的长
辈亲人，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们教我们一样，教会他们一些
东西，让老人们更好地融入互联网时代，带上他们一起享受
新时代新生活。

敬老的方式：教老人学会用
智能手机，让老人们更好地
融入互联网时代，带上他们
一起享受新时代新生活。

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老人们不愁吃不愁穿，但不会用
智能手机却成为老人的烦心事。特别是智能机复杂的界面、
繁琐的操作、偏小的显示，更给老年人的使用带来各种不便。
让老人们跟上时代步伐、共享科技红利当是年轻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重阳节将至，年轻人一起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生活
吧。期待晚辈与长辈相处时，不当“低头族”，当一回“教
师族”，手把手教老人学会“玩转智能手机”，帮老年人迈
过数字鸿沟，让老人过一个特别的重阳节。

重申论点，呼吁期待。

来源：2021-10-09 红网
作者：王红峰

【时代警语】
让老人们跟上时代步伐、共享科技红利当是年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重阳节将至，年轻人

一起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生活吧。期待晚辈与长辈相处时，不当“低头族”，当一回“教师族”，
手把手教老人学会“玩转智能手机”，帮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让老人过一个特别的重阳节。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阅读下面的文字，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
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8 个字。

其实，教老人学会用智能手机， ① ，也是当务之急。 ② ，
在年轻人享受着智能时代各种便利的同时，大量新鲜事物却将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差的老人
阻挡在外。在互联网深刻地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一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成为某种意义
上的弱势群体，遭遇了边缘化。不会发红包、不会发照片、不会使用导航、不会用微信、不会
用视频、不会用网约车、不会移动支付，在路边招手拦车，却发现那些明明空着的出租车却不
带他们…… ③ ，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却格外困难。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个别现象。近年来，尤其是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的大背景下，
很多老年人面临着扫码难、就医难、购物难、办事难的困扰。但实际上，现在的智能手机越来
越人性化，并不难使用，关键就在于独居老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谁来教他们。

在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新时代，不能让老年人“落伍掉队”，应该让老年人和我们一起分享
时尚、美好的数字生活。教会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这既有利于锻炼老年人的智力，又能大大方
便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充分体现社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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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现象，你有怎样的感悟和思考？请结合材料内容及含义写一段评论，不少于 4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徐建华）

【相关链接】

跨越数字鸿沟，别让老人被数字时代边缘化
近日，交通运输部制定印发《2021 年春运期间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

区分级防控指南》，明确要求客运站安排服务人员为不会使用或者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儿童
等旅客提供代查健康码、协助信息填报等服务。同样，在 2020 年年底，工信部印发了《互联
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宣布从 2021 年 1 月起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
用适老化改造行动，着力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使用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时遇到的困
难。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日常消费、上网、健康
码出行、挂号预约……没有智能手机可以说寸步难行。生活的智能化、互联网化在给我们带来
诸多便利的同时，却在无形中给老年群体的正常生活设置了障碍。在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中，
便利绝不仅仅只属于一部分人。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缩小数字鸿沟，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
义。

缩小数字鸿沟，既要考虑在信息技术拥有上和接入上的差距，更应关照不同人群在信息技
术使用上的差别。尽管当下我们已经迈入了 5G 时代，智能手机高度普及，但仍存在一些老年
群体生活在 5G 时代的“城中村”，使用的依然是不支持上网功能的非智能手机。而即使是拥
有了智能手机和上网机会的老年群体，也因没有掌握上网技能而被互联网世界排斥在外。因此，
要想跨越横亘在老年群体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之间的数字鸿沟，除了要加强移动通信的基础设施
建设，大力普及智能设备，尽力缩小老年群体在信息技术拥有和接入上的差距以外，更应进一
步关照到在拥有了智能设备和上网条件的情况下，老年群体能否顺利将智能设备为己所用的问
题。

关照老年群体在信息技术使用上的差别，互联网技术适老化与内容适老化改造应齐头并进。
技术适老化改造解决的是老年群体对于互联网技术“操作难”的问题，面对琳琅满目难上手的
互联网产品，老年群体正是需要“一键操作”“方言语音提示”等无障碍功能。而在跨越了
“操作难”这个“技术鸿沟”过后，也需要警惕互联网的“内容陷阱”，勿让辨别力和判断力
薄弱的老年群体成为“瓮中之鳖”。此次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不仅将推出更多具有大字
体、大图标、高对比度文字等功能特点的产品，实现一键操作、文本输入提示等多种无障碍功
能，而且也将针对互联网应用中强制广告较多，容易误导老年人的问题，推出网站和 APP 的适
老版、关怀版，特别是付款类操作将无任何诱导式按键。从“操作难”到“内容陷阱”两个层
面实现了老年群体的“上网自由”，有望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

缩小数字鸿沟，让所有公民享有技术发展的红利，既是技术发展本身的逻辑所在，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来源：2021-02-01 红网 作者：徐韵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