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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人们似
乎对收音机再也没那么浓厚的兴趣
了，其实在老年人看来，这些新潮
的玩意完全比不过老式的收音机。
据国外的心理专家研究发现，如果
平时能够多收听广播，还是可以起
到锻炼大脑作用的，而且能预防失
智症。

日本脑神经外科医生板仓彻研
究发现，要锻炼大脑，广播是最合
适的。广播同智能手机与电视不
同，只有听觉的信息，为了捕捉这
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运动起
来。相反，如果每天只盯着电视，
大脑机能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为
老年痴呆。

在听广播的时候，由于没有影
像，大脑中必须想象各种各样的场
景。这种“场景想象”的活动会增
强大脑活跃性。研究发现，在收听
广播时，通过设备检测可以发现，
人们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
叶”部分会非常活跃。

那么，广播电视剧、访谈节
目、天气预报等节目中，哪种节目
最能使大脑变得活跃呢？通过试
验，研究者意外地发现，天气预报
是最能让大脑活跃的节目。在用广
播收听天气预报时，要在没有地图
的情况下想象地区地貌，然后将其
与天气联系起来，注意力和想象力
都十分必要。

在试验中，如果是平常不怎么
听广播的人，利用广播收听天气预
报就会觉得很难理解。平常习惯听
广播的人，信息就会一下子进入大
脑中。这也显示，广播才能够集中
注意力，锻炼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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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听广播防失智

热衷刷视频 频频被忽悠

老人家老人家，，短视频不全是真的短视频不全是真的！！

如今，很多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触网了，阅读方便的短视频成了他们
上网的首选，但铺天盖地的海量信息
却让他们难辨真伪。

这不，60多岁的黄大妈就被某平
台上冒用男演员的视频“跟我合拍”
给忽悠了，在点赞的同时，还陷入了
对“男演员”的依恋。为此，不顾家人
的劝阻，甚至不惜与家人大吵大闹。

那么，老年人该如何识别网上陷
阱，成为他们融入信息时代要解决的
首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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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七旬的余大妈来到北京之
后，平常生活中，除了带小孙子，
还帮着儿子一家打理家务。

看到老母亲平时比较寂寞，孝
顺的儿子便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这部智能手机给余大妈的生活
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说起手机上丰富多彩的内容，
余大妈最喜欢看的就是短视频了：
有声音、有图像，看着一点也不费
劲儿。

即便是因为身体不适住院了，
每天一睁开眼睛，余大妈也会拿出
手机开始刷短视频，从歌曲、理财
信息，再到一些社会信息的视频，
每天都要忙乎五六个小时。可以说
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余大妈几
乎手机不离手。

“都说年轻人才会有网瘾，可
没想到我到了这个岁数，刷起短视
频的劲头丝毫不比年轻人差。”余
大妈笑着说。

“在众多的老年人中，像余大
妈这样的可不在少数，这也为掉入
虚假信息的陷阱埋下了隐患……”
北京社会生活心理卫生咨询服务中
心主任李晓童认为，如今智能手机
已经成了老年人生活中排遣孤独的
重要方式和精神寄托。而缺乏与子
女之间的沟通，是他们依赖手机，
过度沉迷在短视频信息世界的重要
原因。

“对于当今社会的老年人，仅
仅管好吃喝拉撒睡是不够的，他们
更需要精神慰藉。”李晓童建议，
子女要多陪伴老人，消除他们的寂
寞感，在沟通上也要注意和老人说
话的方式。这样也有助于他们从手
机的世界里走出来，也会听取儿女
的劝阻和建议，减少掉入网络陷阱
的危险。

【现象】

沉迷手机埋下隐患

“人上了岁数，玩手机不就是
图个乐和嘛。”65岁的李大妈也非
常喜欢刷短视频，尤其是搞笑类的
视频，这类短视频常给她带来快
乐。不过，时间一长，李大妈发现
手机有点儿问题。

“很奇怪啊，手机就像是我肚
子里的蛔虫，居然知道我喜欢看什
么内容，每次我一打开手机，总是
能看到那些我常看的视频类型。”
李大妈不解地说，看着手机里源源
不断推送过来的短视频，她已欲罢
不能。

“这并不是手机会洞察人心，
而是网络信息茧房现象。”北京邮
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师张
佳鑫解释，这是网络信息技术基于
手机使用者过往的浏览历史和观看
视频的驻留时间，以及对哪些信息
点赞或者评论更多等这样的一些网
络行为，对使用者进行相关内容推
荐。

换一句话说，如果李大妈看到
一些虚假的短视频，或者在观看这
类短视频时停留的时间比其他类型
的短视频长，那么平台便会自动给
她推荐更多类似内容的短视频。在
不知不觉中，李大妈便会大量地接
收到这样的短视频，久而久之就陷
了进去。

对此，张佳鑫建议，短视频平
台可以让大数据的算法进行一些优
化处理。“其实，在抖音或者其他
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如果浏
览某一类视频的时间过长，平台会
自动推送一些公益广告来进行提
醒。”

此外，对于老年群体，除了推
送公益广告，也可以给老人们一个
提示，引导老人暂时远离视频，选
择浏览其他信息。

【问题】

“定制”让老人欲罢不能

“刷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
明星离婚了、出事了的消息。”和
李大妈不同，67 岁的吴大妈自从
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总是接收到
这类的短视频。老太太看到消息
后，有时候会和亲戚或邻居分享。

“吴大姐，你又上当了，前几
天看新闻，那个明星还好好的
呢！”接到朋友发来的微信，吴大
妈闹了个大红脸：“网上的视频信
息那么多，到底该不该相信呀？”

“我会定期把民警进社区的防
骗宣传内容转发给老人，教他们不
要轻信网上一些来源不明的信
息。”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

“会兰孝亲敬老服务队”队长梁会
兰经常会遇到老人们咨询如何辨别
真假短视频。

为什么老年人在如何辨别真假
短视频上这么费劲？

张佳鑫解释，和年轻人不同，
近一两年才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老
年人并不是网络的原住民，对于网
络的认识也不够全面。面对一些虚
假信息，老年人辨别的能力很低，
经常会信以为真。“我在教老年人
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他们会反问
网上发布的短视频怎么可能有假的
呢？”张佳鑫说，一些老年人认为
网络门户平台推送的视频信息，就
不应该有虚假的内容。

“遇到上述的情况，我们会提
醒老年人，像一些短视频发布者，
或者一些公众号只是提供了信息发
布的渠道。这些渠道包括多种认证
方式，其中一部分个人发布的内容
难免会出现错漏。”张佳鑫说，只
有对老年人不断地进行解释和提
醒，他们才会慢慢接受网上的短视
频未必都真实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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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如何辨别真假短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