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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aging society,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udiovisu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n this paper, the aging design of CD player, DVD player and vinyl equipment in audiovisual service space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audio-visual equipment design, 
a series of age-appropriate design strategies for audio-visual equipment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experience and convenience 
of using audio-visual equipment for the elderly and enrich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elderly. By optimizing the operation 
process, improving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strengthening the auditory feedback and reasonably designing the physical structure and 
other strategies, it is expected to create CD players, DVD players and vinyl equipment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group, adding more color to their later life,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ing in the 
field of audiovisu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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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老年群体对于高质量的视听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本文针对视听服务空间中的CD机、DVD机、
黑胶设备进行适老化设计的研究。并通过分析老年群体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结合目前视听设备设计现状，提出一系列视听
设备的适老化设计策略，增强老年群体使用视听设备的体验和方便程度，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优化操作流
程、改善视觉呈现、强化听觉反馈以及合理设计物理结构等策略，有望打造出更贴合老年群体需求的CD机、DVD机与黑
胶设备，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更多色彩，提升其生活质量，推动视听服务领域的适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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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社会，老年群体已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群体，

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不再

局限于基本的物质需求，精神文化层面的诉求日益凸显。视

听娱乐是丰富老年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相关设备的设计是

否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和身体机能，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质量。CD 机、DVD 机及黑胶设备作为传统的还是被部分

老年人所喜爱的视听设备，对其进行适老化设计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1]。

2 老年群体生理和心理特点分析

2.1 生理特点 

2.1.1 视觉衰退 
老年人的视力也随年龄的增长而呈普遍下降趋势。老花

眼是医学上研究较多的老年视力病变，主要是晶状体逐渐硬

化，弹性下降，睫状肌功能衰退，眼睛调节能力下降，使得

老年人近距离看书、查看设备细节时越发困难。同时，晶状

体混浊也会阻碍光线正常聚焦在视网膜上，从而降低视觉清

晰度，导致白内障的发病率明显增加 [2]。不仅如此，老年人

对光线的敏感度大打折扣，瞳孔对光线的调节能力变差，强

光下适应困难，弱光中又模糊不清。其视觉分辨率也明显下降，

意味着他们很难看清设备上那些细小的文字与图标 [3]。再如，

普通 CD 机或 DVD 机上标明功能的小字，老人要凑近并借

助强光才能勉强识别，无疑给老人的使用带来很大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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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听觉障碍 
听力损失在老年人群体中非常普遍。相关统计表明，

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听力衰退。这种听力缺失

使他们在听音时不得不加大音量才能听清楚，且较年轻人对

声音的清晰度、音质的要求更为苛刻。由于听觉系统退化，

老年人听觉神经对声音信号的处理能力减弱，对复杂的声音

信号，如多乐器交织的音乐或影视中嘈杂场景的声音辨别能

力明显弱化。再以黑胶设备播放音乐为例，如果音质不好或

者音量太小，老年人可能听不到音乐中的细节和旋律，从而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视听感受 [4]。 

2.1.3 动作协调性变差 
老年人手的灵活性与动作的协调性较年轻人差别较大，

肌肉力量的衰退，关节灵活性的降低和神经系统反应速度的

减慢，使得他们在操作设备时十分吃力。操作视听设备时，

容易出现按键的不准，例如，想按播放键而触了其他功能键。

但在插拔光盘的时候，由于手部动作不够准确和稳定，不仅

容易卡顿，而且还容易因用力不当划伤光盘，造成光盘损坏。

一些黑胶设备的唱臂操作，需要一定的细致动作控制，对手

部协调性差的老年人来说，如何调整唱臂位置，是非常难的 [5]。

2.2 心理特点 

2.2.1 怀旧情感 
许多老年人对以往音乐，影视都有着深层而难以割舍

的情感记忆。CD 机，DVD 机，黑胶设备，陪伴着他们成

长的岁月，留给他们许多美好的记忆。那些经典的音乐旋律，

熟悉的影视画面，成为他们情感世界的重要部分。他们可以

借助这些耳熟能详的设备来重温经典，将旧日的美好记忆复

苏，感受岁月沉淀下的温情慰藉。例如，一首年轻时反复听

的老歌，通过黑胶设备播放出来，使老年人一时间回到过去

的某个场景，陷入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中。在午后洒满阳光的

摇椅上，老人轻轻按下 CD 机的播放键，那久违的歌声瞬间

流淌而出。熟悉的旋律似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过老人的心

间。伴随着歌声，老人的目光渐渐变得迷离，仿佛看到了年

轻时与挚友在街头哼唱的自己，那时的他们，笑容青涩又

充满朝气。又或是放入一张老电影的 DVD，看着荧幕上熟

悉的面孔演绎着曾经打动自己的故事，老人嘴角不自觉地上

扬，往昔岁月中的欢笑与泪水都在这一刻鲜活起来，这些设

备承载的，是他们一生的珍贵宝藏 。

2.2.2 对新事物接受度低 
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学习

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也大不如前。他们在心理上对新的科技

产品和复杂的操作方式存在抵触情绪。因为新设备层出不穷

的功能、复杂的操作逻辑，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和学习能力。

相反，他们喜欢简单、直观的、无需过多思考和学习，可以

很快上手的设备操作界面。比如一些智能视听设备，功能较

强，但操作太复杂，菜单层级过多，老年人面对这种设备常

常有无所适从感，而常规的 CD 机、DVD 机，经适老化设

计后，操作简单明了，反而比较受老年人的欢迎。 

2.2.3 追求安全感 
老年人在使用设备过程中很渴望得到明确的操作反馈。

他们会担心误操作造成设备损坏或是引起其他诸如触电、设

备故障等问题，在心理上追求一种稳定的安全感。比如，当

他们按下设备的某个按键以后，如果他们能及时听到清晰的

提示音，看到相应的指示灯亮起，他们便能够确认操作已经

成功执行，内心会觉得踏实。反之，如果操作后没有任何反

馈，他们就会陷入不安之中，重复尝试操作，甚至害怕设备

出现故障，这种心理负担严重影响他们的使用体验。 

3 当前 CD机、DVD机、黑胶设备设计现状
分析

3.1 操作复杂性 
在现代的消费市场，主流的 CD 机、DVD 机、黑胶设备，

其操作流程与功能设定，普遍存在着复杂烦琐的特点。以常

用的DVD机为例，它不仅有播放模式的设置，例如顺序播放、

单曲循环、随机播放等，还包括字幕语言、音轨选择、画面

比例、视频输出格式等等。这些功能并不在一个直观界面上

集中，而是分散在多层级的菜单体系中。老年人要切换到自

己熟悉的语言字幕，则需要在层层嵌套、逻辑复杂的菜单结

构中反复搜索与尝试。这一过程不仅费时费力，更易误操作，

如一不小心就进入不常用的设置子菜单，却无法找到返回路

径，导致他们无法快速定位到所需要的功能，极大地降低了

用户的便捷性与愉悦感，严重影响用户体验。相关用户调研

表明，70% 以上的老年人在使用 DVD 机中遇到过复杂的功

能操作时存在困难，其中近一半的老年人表示因此降低了使

用频率。 

3.2 视觉设计不合理 
而目前多数此类视听设备的显示屏都偏小，所表现的

文字和图标不仅尺寸小而且细节模糊。同时，显示屏的亮度

与对比度设置，也往往不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视觉特

性。在光线暗的室内环境下，屏幕内容黯淡无光，老年人

即使尽量凑近观看，也分不清其中的信息；而在阳光直接

或强光照射的环境下，屏幕又会由于反光而变得灰蒙蒙一

片，使设备显示的信息根本看不清。例如，有些黑胶设备的

显示屏也只用于显示唱片转速等基本信息，由于尺寸过小、

亮度不够，老年人在调节转速时不得不将眼睛贴在屏幕上，

不仅操作非常不便，而且长时间这样还容易引起颈部和眼睛

的不适。这样的不合理视觉设计，加重了老年用户使用设备

时的视觉负荷，更不利于老年用户对设备的正常操作和信息

获取。 

3.3 听觉反馈不足 
一些 CD 机、DVD 机和黑胶设备在操作过程中缺乏足

够清晰、明确、易于感知的声音提示。例如，老年人按下按

键后，可能只听到很微弱的“嘀”声，或者在某些场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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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听不到任何声音。这就造成了他们不能及时准确地判断操

作是否成功执行，内心充满不确定性与焦虑感。设备在音频

播放方面的音质优化策略更多是针对普通人群的听觉需求

而设计的，未充分考虑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听力衰退的特点。

比如 CD 机在播放音乐时，虽然音响细节丰富，但音量的上

限低，对于不同程度受损的老年人来说，即使音量最大也听

不清完整的旋律，不能充分享受音乐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放

松，使他们从音乐欣赏中得到的乐趣大打折扣。有调查显示

约 65% 的老年使用者反映设备的提示动作不明显，50% 以

上的老年音乐爱好者认为现有的设备音质不符合自己听力

的要求。 

3.4 物理结构设计不便 
现在市场上的视听设备的外形尺寸和重量设计不符合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使用习惯。一些大型的 CD 机或黑

胶设备，体积大，重量重，对于身体灵活性下降，肌肉力量

渐弱的老年人而言，搬运挪动是件困难的事情，甚至可能因

操作不当导致身体受损。此外，光盘插拔设计也存在很多缺

陷。比如有些 DVD 机的光盘仓入口窄，用户插入光盘时需

要对位准确，但老年人手较灵活、协调性差，操作时稍有偏

差，就会造成光盘卡顿，甚至因用力不当划伤光盘，致使光

盘损坏，影响设备的使用。这种不合理的物理结构设计，给

老年用户在设备的日常使用与维护过程中带来诸多不便与

困扰，制约了他们对设备的使用频率与满意度。 

4 适老化设计策略

4.1 操作界面简化设计
取消不必要的功能按键，将常用功能如播放、暂停、

快进、后退、音量调节等设置为大尺寸、便于操作的实体按

键。对于一些不常用的功能可以组合按键或简单菜单操作。

采用简单的菜单结构，菜单的层次不宜太多。采用大字体，

高对比度的文字显示，并配以清晰的图标。菜单选项按照老

年人的使用习惯进行排序，如将“播放本地光盘”排在首位。

设备开机后，通过语音提示和简单的动画演示，引导老年人

进行基本操作。操作过程中出现错误或异常的情况也能及时

给予语音和文字提示，帮助老年人解决问题。

4.2 视觉优化设计
要配较大尺寸的显示屏，保证文字、图标显示清楚。

显示屏的亮度和对比度可以根据环境光线自动调节，或提供

简单的手动调节功能，方便老年人在不同环境下使用。文字

颜色与背景颜色的对比使用大字体、粗线条的文字。图标设

计要浅显易懂，具有较高的可辨性，避免用太抽象的图标。

在图标的旁边还可以标注文字说明，以便老年人理解。在设

备的部位安装指示灯，如电源指示灯、播放指示灯等。指示

灯的颜色要鲜艳，便于识别，通过指示灯的状态可以让老年

人直观地了解设备的工作状态。

4.3 听觉增强设计
设备的音量调节范围必须足够大，使它能满足听力有

损失的老年人的需要。同时优化音响输出，提高声音的清晰

感和立体感，减少杂音和失真。设备在进行开机、关机、按

键操作、光盘读取等各种操作时都给出明显的声音反馈。声

音类型、音量可根据老年人的喜好设置，让老年人通过听觉

就能确认操作的执行情况。如引入语音交互功能，老人可以

根据语音指令控制设备播放，暂停，切换曲目等。语音识别

系统要具有较高的准确率，而且要能适应老年人语音特点和

口音。

4.4 物理结构优化设计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力量和搬运习惯，设计合理的设备

外形尺寸和重量。设备外形可以设计成圆润的边角，以免老

年人在搬运过程中受损。同时设备上也可以设有便于握持的

把手或凹槽。采用托盘式的插拔方式，使老年人插拔光盘更

方便，同时在托盘上设置明显的标识和引导槽，方便老人正

确安装。2 插拔光盘的力度要适中，不能插得太紧或太松。

在设备的底部设防滑垫，增加设备在放置时的稳定性。对黑

胶设备要优化唱臂，使唱针在播放时能稳稳地接触唱片，减

少跳针现象。

5 结论

老年群体在视听服务空间中的需求不容忽视，CD 机、

DVD 机和黑胶设备适老化设计是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的重

要举措。通过对老年群体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分析，以及对当

前设备设计现状的研究，提出的操作界面简化、视觉优化、

听觉增强和物理结构优化等设计策略，能够有效提升设备的

易用性和舒适性。在未来的设计中，应进一步关注老年群体

的需求变化，不断完善适老化设计，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

的视听体验，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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