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芝麻开门心理咨询中心的张量主任给

出自己的建议，微信这种通信方式给大家带来了

极大的方便是毋庸置疑的，“中老年人在面对微

信时，要有选择性和警惕性，从安全上来说，中老

年人识别率低，容易受骗，容易被一些不法信息

所侵害，如中奖信息、转发陷阱等。”张量主任

称，微信中的一些软广告对老年人来说，也是极

具吸引力的，“不经过科学考证、断章取义的信息

很多，如养生信息、负面信息等，老年人都要保持

清醒，不可全信。”

针对子女方面，张量主任告诉记者，老年人

生活单一，如果出现微信信息让子女感到厌烦

的情况，子女们要考虑是不是平时与父母沟通

方式太简单了，沟通质量有待提高，“不过最根

本的解决方案，还是老年人要有自己的生活圈，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群体充分接触正能量，一

方面对身体有好处，另一方面对心理也有安抚

作用。”

专家建议：子女要思考与父母的沟通方式

聊天群里说近况
受到孩子的责备

吴女士今年55岁，生孩子比较晚，孩子目

前是一名高中生，退休在家的她，平时忙着照

顾孩子，和80岁的老母亲。说起微信，吴女士

坦言，中老年人要跟上时代步伐，不能因为怕

麻烦而放弃学习。

在吴女士的微信里，她也经常看一些别人

转发的信息，通常吴女士会有自己的判断，“很

多东西明显是假的啊，我也不相信天上会掉馅

饼。”吴女士说，在网络这个大海洋中，更多的

中老年人有自己的判断，大家也会更加成熟和

理性。更多时候，吴女士会看一些文学类、新

闻事件的链接。

“有时候看见一些东西，也会分享给孩子

看，孩子常说，妈妈你不要相信这些，都是假

的。”吴女士说，在孩子面前，她还是有选择性

地发，相信孩子的选择。

吴女士的微信群有不少，包括孩子学

校家长群，“孩子让我别在群里发言，尤其

是透露他的隐私。”吴女士说，孩子特意说

过，不要在家长群里发言，说一些孩子学习

到几点之类的问题，让自己的隐私不知不

觉透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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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老年后，忙碌的生活已经远去，随

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跟时代接

轨，从以前打电话联系孩子到现在微信中和

孩子沟通交流成为常态，有调查数据显示，老

年人日均使用微信的时长已达1.37个小时，

仅比青年人少 0.49 个小时，同时数据也显

示，老年人辨识信息可信度的能力也并没有

一般想象中的那么差……采访中不少老人

称，在与孩子交流中，他们会发现自己莫名相

信一些谣言，被子女们指正出来，但和孩子交

流上也会遇到一些难题。日前，记者也走近

一些玩微信的中老年人身边，听听他们与孩

子在微信交流上的故事。

□阮仁英 记者 祁琳

张女士今年 50 多岁，平时也是一名志愿者，

大大咧咧的性格，人很爽朗，她用上微信已经很

多年了，“要跟年轻人接轨嘛。”张女士说，不想

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掉队，现在微信用于支付、联

系等都很方便，“上街买菜都不需要带零钱，还不

用担心没零钱、找错钱这些情况，很适合我们中

老年人呀。”

张女士平时和儿子发送最多的链接，就是淘

宝链接，张女士说，“尽管手机很方便，但还是有

一些漏洞，容易上当受骗，儿子一直不支持我搞

支付宝。”张女士说，不搞就不搞了，有需要买的

东西，她就直接发链接给儿子，让儿子帮忙下单，

也很方便。

除此之外，张女士和前面李阿姨一样，她也有

一件心事，就是孩子的婚事，“只要带有结婚信息的

链接，我都给他发过去。”张女士说，孩子已经步入

三十岁的行列了，一直没有对象实在是让人担心，

孩子自己也没当回事，一直是无所谓的态度。张女

士说，她就用这种方式，不停地提醒儿子，“不过孩

子也从来不回复我这类信息。”

催婚不停，儿子选择“看不见”

赵阿姨出生于 1953 年，是社区社团的文艺骨

干，60多岁的她年轻时就爱好唱歌跳舞，但因为要

抚养三个孩子，她的爱好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发挥。

眼下孩子都已经步入中年，赵阿姨得以放松，专心

钻研自己的兴趣爱好。

为了方便联系，共享兴趣爱好，赵阿姨用上了

微信，“微信很方便，尤其是活动照片发起来，很快

很方便。”没事时，赵阿姨也会拿起手机看看朋友

圈、浏览新闻，看到感兴趣的内容，赵阿姨也会分享

到家庭群里。

赵阿姨是一位很知性的老人，虽然一直没有

参加过工作，在家带孩子，但是良好的家风一直传

承着，优良的家教也在三个孩子身上得到了体现，

“孩子们都很礼貌、很懂事。”赵阿姨说起孩子，脸上

扬起笑容。

“我分享的东西，说实话有时候孩子会指出

来是假的，会告诉我如何辨别真假。”赵阿姨说，孩

子们对她很尊重，回复信息都很及时，“我毕竟是

老年人，孩子们懂得的更多，文化水平也更高，我

相信他们。”

赵阿姨还说起儿子教他的小窍门，“辨别微信

信息真假首先看字体，有时候排版混乱用了繁字

体，一般都是虚假信息，如果是正规渠道出来的信

息，排版很优美，字体也是我们常用的简体字。”

相信孩子，虚心听取孩子意见

父母微信“唠叨”子女选择“看不见”
建议：子女要思考与父母的沟通方式

变着花样提醒儿子
自己想要孙子

李阿姨家住明光路附近一小区，今年60多

岁了，她也是社区里的大忙人，当志愿者、巡逻

队员，到现在正式上岗的“小巷管家”，李阿姨对

自己的辖区环境了如指掌。

为了日常工作，李阿姨使用了微信，结果发

现微信还挺有意思，“除了工作群聊天多，我还

经常关注旅游信息。”李阿姨喜欢旅游，爱发一

些旅游照，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显摆显摆”。说

话时间，李阿姨拿着手机还看着微信，说年前大

家还约着去趟泰国，但时间有些紧张，李阿姨还

在考虑中。

没事的时候，李阿姨也会发一些视频、链接

给儿子看，不过孩子事情多，看到李阿姨发来的

信息，他就直接视频，“告诉我他在哪里，做什么

事，我就心里有数了。”

不过，李阿姨一直有个心事，想要个孙子，

但儿子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李阿姨有时候看到

一些链接或者视频有关生孩子的，她发给孩子

看，“一般都不回我，回家后有时候还怪我，说什

么‘没事发什么发’的话，这不，我也是着急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