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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社会各界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度便逐步增加：政

府制定出台大量方针及政策构建了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媒体

也广泛呼吁敬老爱老，使得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与此同时，文娱

生活作为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纲

要中，将以“丰富老年人闲暇生活，提高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作为丰富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任务之一。但是，老人们的文娱活动建设依旧存在着极大

的问题。为了了解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以及出现的相关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

议，提高老年人文娱生活水平，实现老年人“老有所乐”，我们展开本次调查。 

本次调查我们小组通过多阶段抽样和不等概率 pps抽样的形式来获取样本，

以面访调查为主，线上调查和深层访谈为辅的方式对广州市的老年人进行走访调

查。利用单变量描述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

参与形式、频率、地点、参与意愿、满意度、参加文娱活动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

探讨。同时为了解决老年人在选择文娱活动时的迷茫感问题，我们尝试通过 BP

神经网络，设计了文娱项目的精准推荐模型，从而实现了为不同老年人群推荐最

适合他们的文娱活动，这对老年人文娱活动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

我们还针对社会各界，包括：子女，社区，老年大学，养老院等对老年文娱的关

注程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到了老年文娱当前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及各类

窘境。在此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社区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

心的设想，希望能改善老年人所面对的层次不齐的文娱环境，提供他们一个能真

正愉悦身心的休闲娱乐的场所。 

关键词：老年人；文娱生活；文娱窘境；文娱建议；文娱标准化；BP神经

网络；因子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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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我国自 2000年便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根据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截至 2000年 11 月 1日 0时，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总规模为 1.3

亿。根据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10年 11月 1日 0时，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总规模为 1.78 亿。十年间，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了

4800 万，增幅为 36.92%。有媒体报道称，若此增速依旧，中国可能提前几十年

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提前 20 多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来

临，政府制定并出台大量方针政策来构建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媒

体广泛呼吁敬老爱老，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与此同时，文娱生活作为老人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

注。早在 2013 年 12 月 28 日的元旦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前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

青敬老院时就提出：“爱老敬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而 2016 年 3 月 5 日，人民网在发文的

《国家养老网聚焦信息服务四大平台功能助力老有所乐》中，“老有所乐”这个

关键词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同时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纲要中，也已经明确将

“丰富老年人闲暇生活，提高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作为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的任务之一。但是现阶段，老人们的文娱活动建设依旧存在着极大的问

题，老人们的文化需求，精神追求和文娱生活依然被长时间的忽略。“老有所乐”

这个朴实的愿望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扬州市有这样一个学习小组，其中最年轻的组员有 83岁，最大的 96岁，

虽然他们有人腿脚不便、行动缓慢，但他们每月两次集中学习，所有人都会尽量

及时到场，每次学习都会有一个主讲人给组员们读报，组员们会认真的听、做记

录，每每读到精彩的地方，主讲人都会停下来和组员们一起谈谈自己的体会，如

此认真学习的老人们却没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场所，每次的集中学习都是在 96 岁

的学习组长张某的家中，一个 10 多平方米的客厅。又例如，南阳市的裴大爷向

记者反映，他退休后十分渴望丰富自己的生活，起初想学唱歌，加入了一个合唱

团，但因为经常唱歌跑调被老师点名，所以一段时间后兴致缺缺的退出了；后来

裴大爷听说附近小区成立老年大学班，兴冲冲地去报名，可被告知主要针对本小

区老年人，每节课还要收取费用；于是裴大爷决定自己唱，他和几位老人晚上带

着音响在小区的空场地上唱歌,结果因被居民投诉而终止；再后来，裴大爷想学

跳舞，但又苦于担心网上的教学视频有病毒或是要收费等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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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和裴大爷的例子都是老年人文化娱乐方面的一个缩影，如今有许多

小区虽然是新建的，但是并没有为老年人规划活动室，也没有专业人士指导；有

些社区虽然为老年人组织了合唱队、秧歌队等，但由于场地、资金等因素的限制，

许多策划好的活动却无法开展；另外，针对老年人不同的需求,多元化的文化娱

乐活动没有专业人士指导，也无法进行。 

如今，老年人们渴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对精神文化娱乐的需求极为强烈。

加强老年人文化建设，是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大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文化娱乐的活动场所和服务

势在必行。关注和满足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水

平，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能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 

二、研究目的 

本次调查我们小组选取了广州市作为调查地点，通过调查和建立科学的模型

对广州市老年人在文娱生活的参与形式、频率、地点、参与意愿、满意度、参加

文娱活动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为了解决老年人选择文娱活动的迷茫感

问题，我们尝试着通过 BP 神经网络，设计了文娱项目的精准推荐模型，从而实

现了为不同老年人群推荐最适合他们的文娱活动。此外，我们还针对社会各界，

包括：子女，社区，老年大学，养老院等对老年文娱的关注程度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了解到了老年文娱当前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及各类窘境。在此调查成果的

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社区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的设想，希望能以此

改善当前老年人所面对的层次不齐的文娱环境，提供他们一个能真正愉悦身心的

休闲娱乐的场所。 

三、研究意义 

如何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不仅要做到“老有所养”，还要实现“老有所乐”

这历来都是政府和学者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为了了解当前老年人文娱生活的

现状和社会支持情况，从而为老年人文娱生活水平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笔者立

足于广州，结合网络大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展开本次调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理论意义。 

从现实意义上说，“丰富老年人闲暇生活，提高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但是，当前依然存在着我国老年人休闲观念落后、休闲

技能缺乏、社区文娱功能的缺失、社会对老年人文娱生活重视不够等现实状况。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通过本调查，希望以广州市老年人文娱生活的现状和问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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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缩影以揭示老年人文娱生活的内容，参与意愿，满意度，来自家庭、社区、

老年大学、养老机构的支持力度，现有不足等内容，并提出了构建社区标准化老

年人活动中心的构想，为政府制定有效措施提高老年人文娱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

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现有的对老年人精神层次需求的研究文章主要以心理分析

及理论总结为主，多为定性分析，缺乏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调查数据和定量探讨，

且大多数文章也仅仅只是提出问题而并未在实施层面上说明解决方案。而本调查

则是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不仅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老年人文娱生活的调

查数据，而且补充进行了对子女的问卷调查以及社区、老年机构等的访问调查，

数据丰富、翔实，“用数据说话”有利于更好的对老年人文娱生活进行准确的分

析，并通过一系列统计方法和模型如因子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神经网络

等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现对于以往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指导意义。 

四、文献综述 

（一）国内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的研究文献 

笔者在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的文献查找过程中发现相关学术网站（中国知

网、ACS、RSC 等文献检索库）中关于老年人文娱生活的文章还较少，大部分文

献也仅来自于报纸，但单从知网上查询到的相关文献来看，不少学者在对老年人

文娱生活的研究分析过程中也开始指明它的重要性了。在宋月萍、张涵爱、李龙

（2015）等人在《留守、“广场舞”与健康福利——老年文娱活动健康促进作用

分析》中提到了“老年文娱活动对留守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

对于老人健康的促进作用除了活动有益于强身健体，还得益于其自我调节效应和

社会支持效应”，在杨学义（2016）的《“老有所养”后还要“老有所乐”》中

提到“所谓文化养老，是一种能体现传统文化与当代人文关怀的养老方式。在这

种养老方式中，老年人不仅能体验细致与人性化的养老服务，满足精神陪伴和文

化娱乐层面的需求，同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在养老社区环境中获得新的认

同感。文化养老不仅对失智老人有益，对普通老人也有积极作用”，在林晓洁

（2016）的《社区养老服务应注重精神层面内容——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

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中也多次提到“精神层面的养老服务被

严重忽视”，受访者刘家强也提出：“可以搭建充满人文关怀的新型老年人际关

系网络，比如组建‘虚拟家庭’等，通过‘兴趣养老’、‘文化养老’等途径，

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实现‘老年人幸福指数——家庭幸福指数——社会幸福指

数’的系统化提升。”由此可看出让老年人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不仅有益于老

年人的身心健康，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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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对老年人文娱生活改进措施的相关文献 

为了使老年人更加方便的参与文娱活动，在小区中建立优质的活动中心是一

个很好的选择。杨剑辉（2011）在《黄月明积极为推进公益事业发展鼓与呼——

呼吁建立更多老人活动中心》中提到“市区除建设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外，还没

有普通老年人的服务活动场所，市区老人活动场地十分缺乏。建议政府创造条件，

为更多老人提供适合的活动场所，让老人老有所乐”，可见目前社会上对老年人

设置的活动中心数量较少，完全不能满足老年人生活娱乐的需求。胡惠琴、畅流

（2016）的《老旧住区文娱活动设施规划布局适老性改造研究——以北京红北社

区为例》基于居家养老的视角，以北京市老旧小区红北社区为例，采用空间句法

研究方法从规划层面对文娱设施的布局的位置、数量的合理度、可达性进行解析，

并以生活圈理论为依据提出适老改进和优化的建议。可见人们也是越来越关心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在周云（2001）的《日本的老人活动中心》中我们了

解到，早在 2001年时，日本就已有社会养老的基础,遍布全国各地的老人养老中

心、老人活动中心提供着多样的服务内容。活动中心的设施非常齐全，虽然会收

取一定的费用，但也不会成为老人们的负担，而且中心有大巴可以接送路程相对

较远的老人，在这里，老人有机会与其他同龄或近同龄的老人交流和接触，扩大

了其生活圈子，而且可感受到更多的关心和温暖。在思龙（2015）的《美国见闻：

专车接送老人到日间活动中心》中我们也了解到美国老人也有与日本相类似的社

会福利。美国人认为由于有良好的老人社会福利机制，社会较少出现因子女赡养

父母所引起的家庭纠纷，这也是美国社会家庭和睦相处的一种制度因素。 

（三）国外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相关文献 

国外对于老年人文娱生活的研究文献非常有限，以医疗及保障制度的研究居

多，我们做了大量的阅读和整理，将与本课题有关的论文整理如下： 

Mishkin（2014）联合国提出的“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的原

则为理论基础。其核心内容是不仅使老年个体认识到自己在体力、社会、精神等

方面的潜能，按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

护、照料和保障，更重要的是使老年人能够在保持身体健康、提高预期寿命的同

时积极参与文娱及社会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活得更有尊严、有价值、有

意义。 

在 Narges Manavi（2014）的《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an empowerment 

program on physical activity of the elderly in Rezaeian Health Center, Iran, in 2014》

中提到身体活动是预防老年期疾病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在 Osada Hisao、 Suz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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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ko、Takata Kazuko、Nishishita Akitoshi 的 《Social activity and relevant factors 

in the elderly: focus on members of senior manpower center and senior citizen’s club》

中以东京都市区 60 岁以上的人作为受访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得出了不同的年龄

层次、性别对其文娱生活的影响。 

 

第二章 调查方案与实施 

一、调查目的 

阅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的相关文件和规划纲要以及与老年人问题相关文献，不难看出我国老年

人口数量与日俱增，老年人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部分老年人文

娱生活匮乏，社会资源、公共设施配置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等等。为了了解老年人

文娱生活现状，探索合适的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本次调查针对广东省广州市常

住老年人口展开抽样调查，了解他们在文娱生活方面现状和对文娱活动的需求，

深入研究不同老年人群与文娱活动的精准配置问题以及标准老年活动中心的建

立问题。了解现阶段文娱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为政府部门，社区提供切

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提高老年人的文娱生活水平和晚年幸福水平，满足老年人

的情感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同时传承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秀文

化传统，使他们在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前提下，实现老有所乐，从而更好的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以广州市作为调查地点，调查老年人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结构、

居住方式、收入情况、经济来源；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学历、之前

从事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文娱爱好；文娱生活情况包括：文娱活动项目、参

与频率、参与时间、参与地点、活动好处、项目不足等内容。从社会、家庭（子

女）、个人三方面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进行研究。了解老年人参与的文娱活动

的现状，结合老年人家庭的基本情况，分析影响老年人文娱活动选择的因素、参

加文娱活动后带来的益处，深入研究不同老年人群与文娱活动的精准配置，推荐

适合不同老年人群体的文娱项目。从子女角度搜集子女群体对老年人参与文娱活

动的看法、担忧，以及他们对建立标准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意见与建议。从养老机

构、社区、老年大学等社会角度，搜集它们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看法，并发现不

足之处，为建立标准老年人活动中心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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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对象及单位 

1.调查对象：广州市六十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总体 

2.调查单位：广州市每一位六十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四、调查时间和工作期限 

1.调查时间 

2019年 4月—2019年 6月 

2.调查工作期限 

2019年 4月 4日—2019 年 6月 20日，流程如图所示。 

 

五、调查方式与方法 

（一）调查方式 

1.多阶段抽样 

抽样过程分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使用的抽样方法不同。实施过程为：先从

总体中抽取范围较大的单元，称为一级抽样单元，再从每个抽得的一级单元中抽

取范围更小的二级单元，依此类推，最后抽取其中范围更小的单元作为调查单位。 

2.不等概率 PPS抽样 

对广州市十一个行政区进行不等概率 pps抽样，每个行政区的入样概率是不

等的，与行政区内所包含老年人口数成正比。行政区内所包含老年人口数越多，

该行政区被抽取入样的概率也就越大。将每一个符合年龄条件的老年人进行编

号，运用代码法进行实施。若产生的随机数属于某行政区拥有的代码数，则该行

政区入样，构成第一级抽样单元。 

3.简单随机抽样 

4.04-4.10 4.11-4.20 4.21-5.25 5.26-6.01 6.02-6.20 

调查前期准
备 

预调查 正式调查阶
段 

数据处理及
分析阶段 

调研报告
撰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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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逐个抽取的方法从抽样框中抽取各个样本，且每次抽取时各个个体被抽

到的概率相等。对入样的每一个第一级抽样单元，我们通过互联网收集的资料，

得到了每个行政区所有社区名录，利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小区构成第二级抽样单

元。 

（二）调查方法 

1.文案调研法 

文案调研法是作为问卷调查的补充调查方法，主要用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前

期，对调查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借助互联网数据等资源查阅相关文献以及新闻报

道。通过文案调查法查阅关于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新闻报道和相

关数据资料，能对所调查课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便于调查前期对调查项目进行

定性分析。 

2.头脑风暴法 

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专家小组访谈法，小组成员与相关专家进行交流，小组成

员按一定的顺序依次发言，后发言的成员结合前面成员的观点，各自对所讨论问

题提出自己的意见，进行多轮次的讨论，如此循环下去，直到所有成员和专家都

没有需要补充的观点。本次调查中，小组成员与研究老年人生活状态，社会问题

的专家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对本次调查的主题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 

3.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进行本次调查的主要调查方法，也是我们对总体进行推断的重

要数据来源。我们对每个入样的调查单位进行实地的面访调查，收集样本的信息，

进而对整个广州市老年人文娱生活的情况进行推断。根据调查项目表设计合理有

效的问卷，再通过入样单位填写的信息得到调查需要的数据。问卷调查法能够节

省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调查，得到足够多的样本一手数据，而且结果容易量化，

有利于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同时问卷中可以含有层次性、逻辑性的问题设计，

能帮助调查者更好的获取所需数据。此次调查问卷详见附录。 

4.深层访谈法 

深层访谈法是无结构的、直接的、一对一的访问调查，调查员和调查对象在

轻松自然的气氛中围绕调查问题进行深入访谈与讨论。揭示对某一问题的潜在动

机、态度和情感。此次调研的深度访谈主要是针对某些典型的社区、老年人大学

进行访谈。首先对需要调查的问题制定好访谈提纲，对相关老年机构进行深度访

问调查，了解老年人的现状、基本情况以及对此次调查研究问题的看法，由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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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循序渐进，并征求其指导意见和建议。深入访谈提纲：老年人大学访问提纲，

社区访问提纲均见附录。 

5.网络数据挖掘法 

运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了与老年人及文娱生活有关的网页新闻在知乎中相

应的帖子内容和发布者的个人信息，对这些数据进行清洗后，再对这些数据做出

进一步挖掘，得到所需信息。 

六、调查抽样及实施过程 

本次调查对于的总体数据为广州市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居民，因此我们首先在

广州市统计局网站上查阅相关的数据资料，收集到了广州市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

的分布情况，各行政区的老年人口数，以及其在全市老年人口的百分比等数据信

息。然后进行抽样过程，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将抽样过程分阶段进行，

每个阶段使用的抽样方法不同，即将各种抽样方法结合使用。其实施过程为，先

从广州市各行政区中抽取所调查的行政区，称为一级抽样单元，再从每个抽得的

行政区中抽取范围更小的二级单元即社区，依此类推，最后抽取其中范围更小的

单元即单个的满足年龄要求的老年人作为此次调查单位。 

（一）广州市老年人口分布 

本次调查对象为广州市六十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地理范围涵盖广州市十一个

行政区，包括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

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增城区。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最

新数据只有截止至 2017 年年底的老年人口数量，因此为了方便本次调研的顺利

实施及报告的撰写。我们用了 2017 年年底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最新老年人口统

计数据作为我们样本的总体调查对象。据广州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止至 2017 年底，广州市六十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已达 161.85万人，占全市总

人口数的 18.03％；各行政区老年人口数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人 

表 4 2017年广州市各行政区 60岁以上老年人口 

行政区               行政区老年人口数      占全市老年人口得百分百   

天河区                     12.3                 7.63% 

中心城区   越秀区                     28.9                 17.86% 

海珠区                     25.1                 15.53% 

https://www.baidu.com/s?wd=%E8%B6%8A%E7%A7%80%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B5%B7%E7%8F%A0%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8D%94%E6%B9%BE%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A4%A9%E6%B2%B3%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99%BD%E4%BA%91%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9%BB%84%E5%9F%94%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8A%B1%E9%83%BD%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95%AA%E7%A6%BA%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95%AA%E7%A6%BA%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7%E6%B2%99%E5%8C%B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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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区                     19.7                 12.17% 

白云区                     16.5                 10.21% 

黄浦区                      6.8                  4.18% 

花都区                     11.6                  7.14% 

远城区      番禺区                     12.9                  7.96% 

南沙区                      6.9                  4.27% 

从化区                      8.2                  5.07% 

增城区                      12.9                 7.99% 

 

（二）调查抽样的步骤 

第一阶段采取 pps抽样：抽样框为广州市内十一个行政区，由于一些行政区

之间老年人口差异过大，因此我们采用代码法进行 pps 抽样，赋予每个行政区与

该行政区内老年人口数 Mi 相等的代码数，将代码数累加得到广州市老年人口总

数 M0，每次抽样都产生一个[1,M0]之间随机数，设为 m，则代码所对应的单元

被抽中。如此进行 6 次，就构成了 pps 抽样的样本。在区间[1~1618569]产生 6

个随机数分别为 69478、392863、492254、819835、988948、1384653 则他们对

应的是南沙区、天河区、番禺区、白云区、荔湾区、越秀区 

表 5   SPSS 抽样行政区样本 

行政区 Mi 累计 Mi 代码 

黄埔区 68241 68241 1～68241 

南沙区 69342 137583 68242 ～137583 

从化区 82415 219998 137584～219998 

花都区 116134 336132 219999～336132 

天河区 123144 459276 336133～459276 

番禺区 129329 588605 459277～588605 

增城区 129436 718041 588606～718041 

白云区 165385 883426 718042～883426 

荔湾区 197348 1080774 883427～1080775 

海珠区 251457 1332231 1080776～133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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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 289482 1621713 1332232～1621713 

第二阶段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对第一阶段抽取到的六个行政区，按照各区老

年人口在六个区中所占比例抽取相应的社区数，由此确定入样的社区。共抽取了

29 个社区作为样本。其中越秀区抽取 8 个社区，荔湾区抽取 6 个社区，白云区

抽取 5 个社区，番禺区抽取 4 个社区，天河区抽取 4 个社区，南沙区抽取 2 个社

区。 

表 6  简单随机抽样行政区样本 

笔者通过互联网收集数据资料，在六个行政区的所有社区名录中，依据各行

政区的经济发展，地理位置，建筑、教育、医疗、交通、文体状况以及结合小区

楼盘当前房价作参考，将抽样小区分层为高档，中档，低档三个等级，每层中按

照简单随机抽样抽取小区再使用抽签法得到了入户的 29个样本社区。 

第三阶段问卷形式调查：采用随机拦访，对所抽取小区的老人进行问卷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小组成员分为两组，以抽取小区正大门为起点，同一时间分

头行动，边走边观察是否有可能满足调查条件的老人，若出现可能的调查对象，

礼貌的上前表明我们的身份以及调查目的，询问对方年龄，若对方在六十岁及以

上征得对方同意后继续完成问卷调查，若对方年龄条件不满足或者不愿意接受调

查，则寻找下一个调查对象。调查最后，两组调查人员完成预先设定的样本量要

求，按照事先统一的时间，到小区正大门集合，完成对抽取小区的问卷调查。 

（三）抽样调查的实施过程 

1.预调查抽样 

在正式调查之前，先根据抽样方案，从抽样框中抽取小样本进行预调查，以

行政区 老年人口数 比例 区域社区数 抽取社区数 

南沙区 69342 7.12 28 2 

天河区 123144 12.64 217 4 

番禺区 129329 13.27 96 4 

白云区 165385 16.98 268 5 

荔湾区 197348 20.27 186 6 

越秀区 289482 29.72 222 8 

合计 974030 100% 101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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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各个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完善之处，检验所设计的抽样方案及抽样框、调查表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我们的预调查调查范围仍是抽样小区中的各级抽样单元，

对入样的29个社区中所抽取的高中小三种类型的小区的老人居民发放共 80份问

卷，共回收 76 份有效问卷，进行预抽样调查检验分析。根据回收的数据检测初

始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然后对检测效果较差的项目进行调整修改。预调查中每个

区域所投放的样本量如图所示： 

表 4 预调查样本量 

  

2.调查样本量容量的确定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选取老年人近三个月来参与过文娱生活的人数占全部被

调查者的比例作为总体参数来估计并计算最佳样本量作为估计对象，基于参与文

娱生活老年人比例 p来确定最佳样本量，需要得到抽样过程中允许的绝对误差，

而绝对误差可由下列公式联立: 

 

( )
1

)1( 0

0 −

−−
=

N

nN

n

pp
pv                   （1） 

                         )( pvtd =                   （2） 

]1[
1

1
2

2

22

0

−+

=

d

PQt

N

dPQt
n                    （3） 

在上式中，N为总体数量，t为一定置信度下所对应的临界值，p为样本比例，

d为绝对误差，当置信度为 95%时，t=1.96。依据预调查结果：调查小组共发放

问卷 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6 份，其中最近三个月内参加过文娱活动的老年人

47 人，占比 61.84%，故我们可以认为老年人参与文娱生活比例 P=0.6184。由于

武广州市常住的六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 161.85 万，可以计算得到当绝对误差

不超过 5%的条件下有： 

行政区 荔湾区 越秀区 南沙区 天河区 番禺区 白云区 

样本量 16 22 5 12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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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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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  

依据上述公式：实际可计算求得在简单随机抽样条件下以比例参数估计得到

的最佳样本量 n0=363。即 363 为在 95%的置信度下按照抽样绝对误差不超过 5%

的要求下得到的最佳样本量。但在实际抽样过程中应该根据实际抽样方案的设计

效应 Deff 对最佳样本量进行调整，从而得到调整后的最佳样本容量。本调查的

抽样方式为不等概率 pps 抽样，分层抽样以及多阶段抽样相结合，因此为判断抽

样效果的好坏，控制抽样估计的精度，我们对样本设计的效果进行了测定，计算

本次抽样调查的设计效果系数 Deff。 

记y1 , y2, … , yn为按抽样中顺序排列的样本单位的指标值，相应的 Z 值为

z1, z2, … , zn，令 

1 1 1

2 1 2 2 1

1 2 1 1 2 1

/

/ (1 )

/ (1 )n n n n n

t y z

t y y z z

t y y y y z z z z− −

=


= + −
 = + + + − − − −  

（5） 

 

则拉齐估计量[7]为 

1

1 n

Raj i

i

Y t
n =

= 
                        

（6） 

 

它是总体总值 Y的无偏估计量，其方差V(ŶRaj)的无偏估计量为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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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计算无放回简单随机抽样的估计量方差为： 

2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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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v y s

n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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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设计效果系数应为 

( )

( )

Raj

srs

V Y
Deff

v y
=

                 

（9） 

 

通过样本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我们可以计算出总方差，得到 Deff=1.498，

因此我们在四阶段的简单随机抽样的基础上设计效果好很多。 

结 合 样 本 量 与 设 计效 应 系 数 之 间 的 关系 ： deffnn = 0 计 算 得 到

544498.1363 =n ，即我们需要回收的老人问卷的样本量为 544。 

同样为了了解子女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了解和关注情况，我们又对子女进行

了预调查，预调查的过程，方式以及子女问卷最佳样本量的计算同上，最终依据

预调查的结果可计算出所需回收子女问卷的样本量为 386。 

综上：我们共需回收问卷 930份。考虑到实际问卷调查过程中，部分老年人

中途放弃填写问卷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效问卷，借鉴以往问卷调查的

经验，我们假定问卷的有效率为 95%，可以得到调查中发纹问卷的总是如下： 

979
%95

= n
n

                    
 (10） 

 

因此本次调查所需的最佳样本量总数约为 979份，进行取整后为 980 份。 

（四）质量的控制与评估 

质量控制与评估作为调查实施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获

得客观准确、真实有效的数据，提高调研结果的科学性，减少人为误差对调查的

影响。为此，我们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质量控制。 

1.调查前准备 

在调查前，组内所有成员对调查内容及目的进行进一步确定，确保每位成员

对本次调查内容有正确、统一的理解，并且进一步明确调查对象和调查的范围，

保证样本的准确性。同时，对组内成员进行问卷调查的培训，使每个人都熟悉问

卷、掌握交流技巧并增强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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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计好的问卷先进行预调查，对预调查的结果进行初步的分析，针对预调

查的分析结果对问卷进行微调整，为之后的正式调查做准备。 

2.调查中的质量控制 

在调查中，小组成员准确解释被调查者的各项疑问，并对表达不清的题目进

行解释，保证调查问卷收集数据的质量。对问答式的调查，同时进行录音，以备

后续工作中进行校对。 

3.调查后处理 

调查员每天做完问卷后首先自己对问卷进行甄别、审查，对于不符合要求的

问卷进行剔除。最后将问卷统一上交，小组成员再对问卷进行二次审核，当场解

决、及时补救，最大限度地保证回收问卷的有效率。 

4.数据录入阶段的质量控制 

在数据录入时，采取双录入的模式，利用 Epidata 软件的自动校对功能进行

校对，保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提高录入质量，校对无误的数据作为最终的分析

数据。 

（五）问卷分析 

此次调查我们共发放问卷 980 份，共回收 93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30%。

其中老人问卷 565 份，回收 533 份；子女问卷 415 份，回收 401 份.调查数据满

足市场调查分析的基本要求。 

1.数据处理 

①数据的编码与录入 

本文利用 Epidata3.1 软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编码录入，具体方式为：选择

题编号依次设置为 Q1，Q2，Q3，Q4，……，其中多项选择题编号设置为 Qn1，Qn2，

Qn3……；在多项选择题中，录入“1”代表某个选项被选中，录入“0”代表该

选项未被选中。最终整合数据，转化为 Excel文件导出。 

②数据净化 

数据的净化主要是尽可能地处理错误的或者不合理的数据，并进行一致性检

查。一致性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变量的取值是否超出合理范围、有无逻辑错误以

及有无极端值。由于此次抽样的样本量比较大，如果缺失值少、变量之间不是高

度相关的，我们将有缺失值的个案保留，仅在相应的分析中作必要的排除。但如

果单份问卷中缺失数据比较多，则将该个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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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检验 

①预调查数据的检验 

在正式调查之前，先根据抽样方案，从抽样框中抽取小样本进行预调查，以

发现各个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完善之处，检验所设计的抽样方案及抽样框、调查表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我们的预调查调查范围仍是抽样小区中的各级抽样单元，

对入样的29个社区中所抽取的高中小三种类型的小区的老人居民发放共 80份问

卷，共回收 76 份有效问卷，根据回收问卷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以及信度、效度

检验，以检查问卷的题目的鉴别度，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以及问卷的有效性。 

(1)区分度检验 

区分度旨在分析问题项目对回答者的鉴别能力，即项目区分度高，则回答者

在这个问题上有显著的差异，由此问题有较高的价值，应该保留在问卷中。在本

问卷分析中，我们将每个样本在量表上的得分相加求和，如果被调查者未回答，

则将该项的平均得分赋予给被调查者此项的得分，随后进行从高到低排序，将总

得分前 27%的样本作为高分组，后 27%的样本视为低分组，然后对高低两组的各

个项目的得分情况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判断显著性。由分析结果可知高分组得

分在 30 分以上，低分组得分在 20分以下，量表中的 8个项目检验结果全部显著

（p < 0.05），最终结果表明量表中的项目全部具有区分度，可以鉴别不同的受

访者。 

(2)信度检验 

问卷设计质量的信度检验指的是对问卷测量结果准确性的分析，即对设计的

问卷在多次重复使用下得到的数据结果的精确性和可靠性检验。通过信度分析,

可以反映被测特征的真实程度。我们采用 Cronbach 信度测量问卷项目的内在一

致性系数，信度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Cronbach 信度测量公式如下： 

2

2
= (1 )

1

i

t

Sk

k S
 −

−


                 

（11） 

其中，k 为量表的总题数，
2

iS 为第 i 题得分的题内方差，
2

tS 为全部题项总

得分的方差。从公式中可以看出，Cronbach 系数评价的是量表中各调查项目得

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越大，说明测量的可信度越大。 

一份设计较为良好的问卷，信度系数最好在 0.80 以上，0.70 至 0.80 之间

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0 以下或者总量表的信

度系数在 0.80以下，应考虑重新修订量表或增删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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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度检验 

效度是指能够准确测出所需研究的事物的程度，即有效性。效度分为三种类

型：内容效度、准则效度和结构效度。我们主要采取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对预调

查的数据进行效度检验。 

②正式调查数据的检验 

(1)问卷信度分析 

信度指测量结果（数据）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一致性主要反映的是测验

内部题目之间的关系，考察测验的各个题目是否测量了相同的内容或特质。信度

本身与测量结果的正确与否无关，它的用途在于检测问卷本身的稳定性。信度分

析中常用的 Cronbachα系数的大小来衡量调查问卷的信度。 

此次调查问卷题目分为三部分：老人基本情况，文娱生活情况以及对标准化

活动中心意愿情况，将所有问卷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通过 SPSS 软件进行

信度分析，结果如下： 

表 5信度检验 Cronbachα结果表 

据表 5 显示，整体问卷和问卷中的各个部分的 Cronbachα系数均值均大于

0.8，所以可以推断此调查问卷的可信度较高。 

(2)问卷效度分析 

在完成信度分析后，需要检查问卷是否有效，所谓效度即有效性，是指所测

量到的结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内容的程度，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则效

度越高；反之，则效度越低。结构效度评价的常用统计方法是因子分析。在进行

因子分析前需要进行 KMO 检验（Kaiser-Meyer-Olkin）和 Bartlett 球状检验

（Bartlett’s Testof Sphericity）。KMO 值越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

越多，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一般认为 KMO如小于 0.5，则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类别 Cronbachα 项数 

整体问卷 .898 24 

老人基本情况 .892 9 

文娱生活情况 .854 16 

活动中心意愿 .8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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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问卷效度的 Bartlett 球度检验表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 0.792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37.429 

  df 36 

  Sig 0.000 

 

由表 6的数据可知，问卷数据的 KMO值为 0.792，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0.05的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说明问卷的调查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7  问卷主成分分析结果表 

根据表 7的方差贡献率分析可知，具备信度和效度的有关老年人文娱生活状

况的问题一共可以提取三个主成份，这三个主因子的解释方差占到了将近

86.219%，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所提取的四个公因子可以充分提取和解释原变量

的信息，说明问卷的稳定性很高，问卷是有效的。 

(3)游程检验 

游程检验的检验统计量为 R，即游程个数。 1 2, ... nX X X  是一列由 0或 1构成

的序列，假设检验问题为： 

H0：数据出现顺序随机    H1：数据出现顺序不随机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2.149 43.701 43.781 2.149 43.701 43.781 

1.647 25.304 69.005 1.647 25.304 69.005 

1.299 17.214 86.219 1.299 17.214 86.219 

0.939 7.239 93.458    

0.813 2.140 95.598    

0.731 2.030 97.628    

0.691 1.659 99.287    

0.617 0.553 99.840    

0.014 0.16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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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假设 H0成立的情况下， ~ (i,p)iX b ，p是 1出现的概率，由 n/m 确定，

游程个数 R的分布与 p有关。当样本量很大时，在零假设下，根据精确分布的性

质可以得到： 

2

(R) 2 1

2 (2 )
(R)

(m n) (m n 1)

mn
E

m n

mn mn m n
Var

= +
+

− −
=

+ + +             （12） 

 

于是可以得出，   

2

2 1
(R)

(0,1)
(R) 2 (2mn m n)

(m n) (m n +1

mn
R

R E m nZ N
Var mn

− −
− += = →

− −

+ + ）
           （13） 

 

因此可以用正态分布表得到 p值和检验结果。这时，在给定水平∝后，可以

用近似公式得到拒绝域的临界值 1 2c c和 ，满足 1(R )P c   及 2(R )P c   。 

我们以被调查者性别为变量 X来检验问卷数据是否是随机的。 

检验结果 p值为 0.641，不拒绝原假设，故可以认为问卷数据是随机的，得

出的结论能够进行推广，具有说服力。 

（六）数据分析方法 

为了深刻了解广州市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及文娱活动的精准匹配，本次调查

采用了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过程中采用的

方法有以下几种： 

1.单变量描述分析法 

本次调查对广州市老年人文娱活动地点，活动内容，活动频率，参与时间，

活动开销以及文娱爱好等单变量进行了单变量描述性分析。用条形图，饼图，蜘

蛛网图，车轮图以及表格的形式直观的展示调查数据。 

2.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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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ANOVA)用于两个及两个以上样本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检验。由于各

种因素的影响，研究所得的数据呈现波动状。造成波动的原因可分成两类，一类

是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另一类是研究中施加的对结果形成影响的可控因素。方差

分析是从观测变量的方差入手，研究诸多控制变量中哪些变量是对观测变量有显

著影响的变量。通过分析研究不同来源的变异对总变异的贡献大小，从而确定可

控因素对研究结果影响力的大小。 

3.参数估计 

根据从总体中抽取的样本估计总体分布中包含的未知参数，分析或推断数据

反映的本质规律。参数估计有多种方法，有矩估计、极大似然法、一致最小方差

无偏估计、最小风险估计、同变估计、最小二乘法、贝叶斯估计、极大验后法、

最小风险法和极小化极大熵法等。最基本的方法是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法。 

4.假设检验 

我们采用独立样本的 t检验来判断两个独立样本之间的均值差异情况，并以

此结果为基础进行分析讨论，得出相关结论。 

进行 t检验时，原假设为：两个独立样本的均值相等，备择假设为：两个独

立样本的均值不相等。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查 t 检验表得临界值，确定接受

域与拒绝域，看 t统计量是否落在接受域内，如果落在接受域内，则接受原假设，

否则拒绝原假设。也可以比较 P值与给定显著性水平的大小，p值越小，越能拒

绝原假设。 

5.因子分析 

在原始调查数据中筛选出需要的变量，通过 KMO和球形检验样本变量是否可

以进行因子分析。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累计方差贡献率的估计判断变量与

因子之间相关程度的大小，按照 Kaiser 标准和主观判断进行因子变量的确定，

并对按列表排除个案的缺失值，进而构建整体的结构方程模型。 

6.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 

Logistic 回归分析广泛地应用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别变量的回归模型，此二

分类别变量的编码不是 0就是 1。Logistic回归分析的假定是观察值样本在因变

量上的概率呈 S型分布。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包括整体模型检验和个别参数检验两

个部分。在参数估计方面，Logistic 回归分析是通过极大似然估计使因变量观

察次数的概率极大化，进而得到自变量参数的最佳估计值，同时 Logistic 回归

模型通过概似值进行整体检验。本文中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究研究参与文

娱生活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0%B7%E6%9C%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BE%E8%91%97%E6%80%A7%E6%A3%80%E9%AA%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E%A7%E5%88%B6%E5%8F%98%E9%87%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BB%E4%BD%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0%B7%E6%9C%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E%81%E5%A4%A7%E4%BC%BC%E7%84%B6%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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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P神经网络模型 

BP 神经网络是一种按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是目前应用最

广泛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BP 网络能学习和存贮大量的输入—输出模式映射关

系，它使用梯度下降法，通过反向传播来不断调整网络的权值和阈值，使网络的

误差平方和最小。此模型运用于本调研为不同类型老年人精准推荐不同文娱活动

当中。 

BP 算法的学习过程，由信息的正向传播和误差的反向传播两个过程组成。

输入层各神经元负责接收来自外界的输入信息，并传递给中间层各神经元；中间

层是内部信息处理层，负责信息变换，根据信息变化能力的需求，中间层可以设

计为单隐层或者多隐层结构；最后一个隐层传递到输出层各神经元的信息，经进

一步处理后，完成一次学习的正向传播处理过程，由输出层向外界输出信息处理

结果。当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不符时，进入误差的反向传播阶段。误差通过输出

层，按误差梯度下降的方式修正各层权值，向隐层、输入层逐层反传。周而复始

的信息正向传播和误差反向传播过程，是各层权值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神经网

络学习训练的过程，此过程一直进行到网络输出的误差减少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或者预先设定的学习次数为止。 

8.文本挖掘 

文本挖掘是借助于智能算法，并结合文字处理技术，分析大量的非结构化文

本源，抽取或标记关键字概念，文字间的关系并按照内容对文档进行分类，获取

有用知识和信息的一种统计方法。因此在本次数据分析过程中对问卷的开放式问

题运用文本挖掘技术进行分析。 

 

第三章 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一、老年人文娱生活的基本状况 

（一）老年人参与文娱生活的地点选择 

在本次回收的问卷中，我们对平时参与了文娱活动的老人们进行活动的场所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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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地点 

调查显示，34.95%的老人在小区的空场地上进行文娱活动，28.86%的老人在

附近的公园或广场上进行文娱活动，23.78%的老人选择在老年大学参与文娱活

动，9.89%的老人选择在社区活动中心参与文娱活动，还有 2.52%的老人在其他

地点进行文娱活动。 

（二）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形式 

老年人文娱活动的形式及种类丰富多样，我们对文娱活动进行了分类和统

计，结果如下： 

 

图 2  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内容 

调查显示，老人在文娱活动中选择运动的占 62.00%，选择跳舞的占 51.67%，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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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阅读的有 46.33%，选择曲艺的占 41.33%，选择旅游的占 40.01%，选择棋牌

的占 31.00%，有 25.67%的老人选择养生，选择书画的占 23.00%，选择影视的占

20.67%，选择理财的有 16.67%，有 15.00%的老人选择烹饪，还有 7.00%的老人

选择其他文娱活动，总体看出运动和阅读更受老年人的青睐,是老年人最喜爱的

两项活动。由于在调查时，该题为多选题，因此各项文娱活动所占百分比的和大

于 100%。 

根据不同的活动内容，我们将这些活动分为一下四类：怡情养性型，包括阅

读、影视、棋牌、曲艺、书画；娱乐消遣型，包括广场舞、运动、旅游；益智休

闲型，包括理财、养生、烹饪。各类所占比例如下图： 

 

图 3  老年人参与活动的类型人数比 

其中怡情养性型的活动最受老年人青睐，占 42.57%，其次是娱乐消遣型，

占 27.01%，益智休闲型人数较少，占 15.21%，其他占 1.84%。 

此外，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社区层次对老年人文娱活动的选择具有重

要的影响，不同水平社区老人们选择的文娱活动有很大差异。为了研究该种差异，

我们将不水平社区老人的文娱生活做了对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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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水平社区的老年参与人文娱活动的内容 

我们将老年人参与的文娱活动内容按照不同层次小区进行分类，发现不同层

次小区有明显文娱偏好上的不同：居住在高档小区的老人更偏爱旅游和理财，分

别占 64.23%和 64.01%；中档小区的老人并未有明显的偏好，各个活动的参与度

较为平均，大部分的老人选择的文娱活动是旅游、书画及跳舞，分别占有 46.34%、

44.93%及 43.23%；低档小区的老人更偏爱棋牌和影视，分别为 45.16%和 45.16%。 

（三）老年人文娱活动的时间安排 

1.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频率 

在调查中，为了解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频率，我们对参与文娱活动老年人

的活动频率进行了统计调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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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频率 

在文娱生活的参与者中，大多数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频率较高，占

61.24%，可以看出这些老年人几乎每日都进行文娱活动，有 22.23%的老年人会

保持每周三到四次的文娱活动频率，仅只有少数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频率不高，

占 4.25%，因其他原因而参与文娱活动频率不定，占 12.28%。由此我们可看出，

大多数老年人还是非常喜欢参与文娱活动、每日进行文娱活动，并且喜爱和享受

自己的文娱生活，同时丰富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2.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时间段 

为了解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时间段特征，我们对参与文娱活动的老人的活

动时间段进行了统计，如下图： 

 

图 6  老年人进行文娱活动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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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进行文娱活动的时间在上午和晚上的居多，几乎没有

老年人选择在中午进行文娱活动。上午和晚上是老年人们相对空闲的时间段，他

们大多选择出门进行文娱活动，早上和下午有部分老人需要帮子女接送孙儿上下

学，可能无法抽出时间来进行文娱活动，而中午正是就餐时间，老人们一般不会

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文娱活动。 

3.老年人在文娱活动方面的投入时间 

为了解老人在文娱生活中所投入的时间的长短，我们对参与文娱活动老人平

均每天投入到文娱活动的时间进行了统计，如下图： 

 

图 7  老年人每天投入文娱活动的时间比 

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老人每天的活动时间都在 1个小时左右，占参与活

动总人数的 68.26%，少数老人每天活动时间在 2 小时左右，占 23.22%，极少数

老人每天的活动时间达到了 3小时及 4小时，在被调查参与了活动的老人中，没

有老人每天活动时间超过 5小时。 

二、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意愿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老人在平时生活中并未参与文娱活动，于是我

们对这些老年人文娱活动的参与情况及参与意愿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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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老年人文娱活动的参与意愿 

调查显示，被调查的老年人是否参与了文娱活动人数分布相对均衡，有

50.75%的老年人参与了文娱活动，49.25%老年人未参与文娱活动，老年人的文娱

参与度有待提高。未参与文娱活动的老年人中大多数人表示还是愿意参与文娱活

动的，占总被调查人数的 35.82%，但依然还是有 13.43%的老年人表示不愿意参

与文娱活动。总的来说，老年人文娱活动的参与度不是非常可观，但是老年人参

与文娱活动的意愿较高。 

三、老年人文娱生活满意度分析 

对所有被调查的老年人进行文娱生活满意度的分析中，调查显示，文娱生活

满意度均值仅为 2.89，甚至不到满分为 5分的及格线。众数为 1，表明大多老人

对自己的文娱乐生活的满意度不高，因此，老年人文娱生活满意度仍然有待提高。

文娱生活满意度的方差近似于 1.48，因此被调查总体对文娱满意度差异不大，

文娱满意度不高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表 8所有被调查者文娱生活的满意度 

文娱生活满意度 

平均 2.893134328 

标准误差 0.168619185 

中位数 2 

众数 1 

标准差 1.216500456 

方差 1.47987336 

是, 272

是, 192

否, 72

其他, 264

是否参与文娱活动 未参与者是否愿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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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 1 

最大值 5 

置信度(95.0%) 0.296727776 

另外，针对已参加文娱活动的老年人，我们思考：文娱爱好和实际参与情况

的偏差也能一定程度的反映他们的文娱满意度。于是我们构建以下公式来计算文

娱参与偏差指数，此指数越接近 1表明个人爱好与实际情况吻合度越高，情况越

好。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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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为其文化满意度评分，Y为娱乐满意度评分， 为已参加的活动， 为

爱好的活动。参加了文娱活动的老人对文娱生活满意度的综合评价相对较高，均

值在 3.2 左右，众数为 3，其中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文娱生活比较满意。满意度方

差为 1左右，参加文娱的老人对文娱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差异不大。 

调查结果显示，未参加文娱活动的老人的文化生活和娱乐生活自我评价结果

均不是特别理想，平均值在 1.6到 1.7之间，文化活动和娱乐活动的丰富度的最

大值也只有 4，都未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文化活动和娱乐活动方差也很小，差异

不大。未参加文娱活动者的综合评价按每个人自我评价的文化活动和娱乐活动得

分的平均分计算统计。 

四、参与文娱活动对老年人的影响分析 

（一）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益处调查 

本次调查显示，老年人参与丰富的文娱活动给参与其中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

益处。我们通过数字将这些益处量化处理，如下表： 

表 9  文娱活动给老年人带来益处的排序平均等级表 

  身体健康 头脑清晰 结交朋友 心情愉快 

 
Valid 925 925 925 925 

Missing 0 0 0 0 

TotalScore 2585 1803 1857 2035 

Mean 3.13 1.94 2.25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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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数据的转化和处理，得到文娱活动给老年人带来益处的排序平均等级

表。通过均值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均值越大反应这个选项的排名越高。因此重要

性从高到低依次是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结交朋友、头脑清晰。排名第一，二位

的分别是身体健康和心情愉快，最后平均得分为 3.13和 2.47。 

（二）文娱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综合影响分析 

我们让老人对文化生活和娱乐生活进行满分为 5分的自评打分，这种自我打

分的方式更为主观，老年人个体能切实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而反映出目前老

年人的生活丰富度。我们将已参加与未参加老人文娱生活丰富度进行了对比： 

图 9  未参加文娱活动与已参加文娱活动的均值比较 

 

不难发现文娱生活参与者对生活的丰富程度评价明显高于未参加文娱生活

的老年人，这说明，文娱活动充实了老年人们的生活。为了进一步了解文娱生活

对老年人的影响，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希望探究老人文娱活动的情况是否会影响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

由于我们的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因此我们对变量进行了处理，将其量化或处理为

自评打分，将分类变量变为顺序型变量后，我们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研

究了文娱生活对老人健康，生活状态的影响, 

我们将老人问卷中的“最近 3个月是否参与过文娱活动”，“近期参与的文

娱活动项目”，“参与文娱活动的频率”，“过去 12个月在文娱活动上的花销”

作为影响因素，观察它们对老人生活情况的影响，包括“身体健康状况”，“文

1.71

1.76

1.65

3.24

3.45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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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丰富度的自我评价”，“娱乐生活的丰富度的自我评价”。在此我们求出

老人的身体健康等级、文化生活的丰富度、娱乐生活的丰富度的平均值作为因变

量；将是否参与文娱活动、参与文娱活动的种类多少、参与文娱活动的频率、在

文娱活动上的花销作为自变量，结构及回归结果如下： 

 

图 10  影响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因素 

表 10  模型拟合信息 

模型 对数似然值 卡方 df 显著性 

仅截距 186.250    

最终 127.191 59.059 14 .000 

 

表 11  参数估计 

 [B7=0] [B7=1] [B8=0] [B8=1] [B8=2] [B8=3] [B8=4] 

估计 .666 0a -.395 .212 2.470 3.128 4.875 

显著性 .778 . .097 .041 .057 .269 .201 

 [B8=5] [B8=7] [B10=0] [B10=1] [B10=3] [B10=4] [B10=6] 

估计 6.654 0a 0a 1.593 -3.084 -2.954 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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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 .049 . . .200 .092 .002 . 

 [B12=0] [B12= 

150] 

[B12= 

650] 

[B12= 

1500] 

[B12= 

2500] 

  

估计 -3.083 -.129 -2.206 1.322 0a   

显著性 .229 .048 .377 .074 .   

 

由上表可知，模型拟合的显著性为 0，因此该模型有意义。但是参数估计表

中有些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如[B7=0]的显著性为 0.778，[B12=650]的

显著性为 0.377。导致部分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我们所获取的

数据较少，模型不能很好的拟合；第二，自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为

了更好的了解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我们将每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分别进行有序

logistic回归，以此来消除自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表 12  模型拟合信息 

自变量 是否参与文娱活

动 

参与文娱活动的

种类多少 

参与文娱活动的

频率 

在文娱活动上的

花销 

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13  参数估计 

 [B7=0] [B7=1] [B8=0] [B8=1] [B8=2] [B8=3]  

估计 -2.726 0a -1.857 .023 1.297 2.260  

显著性 .000 . .299 .040 .041 .052  

 [B8=4] [B8=5] [B8=7] [B10=0] [B10=1] [B10=3]  

估计 3.735 4.766 0a -3.286 .527 1.204  

显著性 .048 .022 . .000 .058 .025  

 [B10=4] [B10=6] [B12=0] [B12=150

] 

[B12=650

] 

[B12=1500

] 

[B12=2

500] 

估计 1.554 0a 0a 2.098 3.866 1.170 0a 

显著性 .045 . .000 .066 .011 .042 . 

 



31 
 

由上表可知，这四个回归的模型拟合显著性均为 0，因此模型有意义，而且

参数估计表中各变量的显著性基本上都通过了检验。由参数估计表中的估计值可

得到 4 个结论：（1）参与文娱活动的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情况比未参与文娱活

动的老年人要好；（2）参加文娱活动的种类越多的老年人，其生活情况和健康

状况越好；（3）参加的文娱活动的频率越高的老人，其生活和健康情况越好；

（4）并不是文娱活动的花销越多健康情况越好，结果显示平均一年花费 650 元

的文娱活动参与者的生活和健康情况是最好的。 

五、老年人未参与文娱活动的原因及阻力 

根据上文的老年人文娱活动满意度分析，老年人对文娱活动自我评价的满意

度普遍不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文娱活动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或者

阻力甚至阻止了老年人投入到文娱活动当中。找出这些不足之处以及阻力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是丰富老年人文娱生活的必要途径，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和

难点。 

为了解未参与文娱活动的老年人的阻力因素，我们统计了老年人未参与文娱

活动的原因，结果如下： 

 

图 11  老人未参加文娱活动的原因 

如图 11，阻碍老年人进行文娱活动的三个主要原因是：（1）需要在家照顾

孙子孙女(或配偶)；（2）兴趣不明，不知道自己要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者自

己喜欢的活动形式；（3）活动场地不足。这个统计结果让我们发现，老人的家

庭客观条件是阻挡老年人进行文娱活动的最大阻力，由于这涉及家庭的结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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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办法强求老人进行文娱活动。而缺乏活动场地则需要社区、政府的努力。但

不可否认的，老年人文娱观念的落后，休闲意识的缺乏，对自我兴趣无认知依然

是阻碍他们进入文娱活动的“拦路虎”，为此，我们提出老年人文娱生活精准推

荐模型，从而为老年人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文娱活动，通过参与文娱活动提升生活

和健康状态提供科学的参考和依据。 

 

第四章 BP 神经网络老年人文娱生活的精准路径探索 

为了“量身打造”适合每一位老年个体的文娱活动，对文娱活动进行精准的

配置和推荐，以让更多的老年人参与文娱，快乐生活。我们通过搭建老年人文娱

生活精准推荐模型。利用收集参与文娱生活的老人的个人信息和文娱选择作为数

据库，将每一个影响老人文娱选择的因素和每种文娱活动进行归类整理，运用

BP神经网络算法，得到两个层次的文娱推荐，老人只需将自己的基本信息输入，

即可获得适合闲暇时间，经济情况，身体情况，性格，爱好偏好的文娱活动类型。

每一类型通过此前已输入的基本信息，也能为老人推荐出明确的活动内容。模型

构建如下： 

一、BP 神经网络算法介绍 

 

 

 

 

 

 

 

 

 

图 12  神经网络的结构 

人工神经网络是在现代神经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旨在反映人脑

结构及功能的一种抽象数学模型。前向反馈网络（BP 神经网络）和径向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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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F网络）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两种网络。 

BP 神经网络是一种具有三层或者三层以上神经元的神经网络，包括输入层、

中间层和输出层。上下层之间实现全连接，而同层的神经元之间无连接，输入神

经元与隐含层神经元之间是网络的权值，其意义是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强度。

隐含层或输出层任意神经元将前一层所有神经元传来的信息进行整合，通常还会

在整合过的信息中添加一个阈值，然后将整合过的信息作为该层神经元输入。当

一对学习样本提供给神经元后，神经元的激活值从输入层经过各隐含层向输出层

传播，在输出层的各神经元获得网络的输入响应，然后按照减少网络输出与实际

输出样本之间误差的方向，从输出层反向经过各隐含层间到输入层，从而逐步修

正各链接权值，这种算法称为误差反向传播算法，即 BP算法。常规三层 BP网络

权值和阈值调整公式如下： 

( 1) (t)ij ij

ij

E
t  




+ = − +


，

(t 1) (t)jk jk

jk

E
  




+ =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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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二、数据预处理 

（一）数据处理 

由于我们所收集的文娱爱好和所参加的文娱活动的数据是 0-1变量，对性格

的测试是由四道题目组成，所以我们按照一定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处理。 

1.性格类型说明 

通过查阅有关人格测试的相关文献，试做九型人格测试、菲尔人格测试、四

型人格测试、disc 人格测试等多套人格测试题，结合我们设置测试老人性格的

目的——了解老人性格的不同对其参加的文娱活动的影响，且考虑到我们问卷的

篇幅问题，我们设计了四道性格测试题，分别是老人卷的 B1至 B4题。通过这四

题，我们将老人的性格分为了“主动且善交际”、“主动不善交际”、“不主动

但善交际”、“不主动也不善交际”这 4类，将其分别编号为 4,3,2,1。其分类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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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性格类型说明 

性格类型 题目及其编码 

主动且善交际 B1，B2，B3大于 3且 B4小于 3 

主动不善交际 在 B2小于等于 3或 B3小于等于 3的同时 B1大于 3且 B4小于 3 

不主动但善交际 在 B1小于等于 3或 B4大于等于 3的同时 B2大于 3且 B3大于 3 

不主动也不善交际 B1，B2，B3小于等于 3且 B4 大于等于 3 

说明：若不在以上范围的受访者，分别取其 B1、B4；B2、B3 的均分，为 C1,C2 再根据

下表分类： 

性格类型 C1，C2得分 

主动且善交际 C1，C2均大于 3 

主动不善交际 C1大于 3，C2小于等于 3 

不主动但善交际 C1小于等于 3，C2大于 3 

不主动也不善交际 C1，C2均小于等于 3 
 

 

2.活动分类说明 

我们根据活动的性质将其分为三类，分别为：“怡情养性型”、“娱乐消遣

型”、“益智休闲型”。将受访者的爱好和所参加的文娱活动均按此方法分类。

其包括的活动如下表： 

表 15  活动类型说明 

活动类型 包括活动 

怡情养性型 阅读、影视、棋艺、曲艺、书画 

娱乐消遣型 唱歌跳舞、运动、旅游 

益智休闲型 理财、养生、烹饪 

说明：若受访者同时选择了多种类型的文娱活动，我们会询问其更倾向于哪种类型。 

（二）对影响因素进行整合 

由于问卷中与受访者选择所参与文娱活动相关的题目较多，我们通过对变量

进行相关性检验来归纳老年人选择文娱生活的影响因素。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数据

项之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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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检验结果如下： 

表 16  影响因素检验结果 

 家庭结构 是否与儿女同住 月平均收入 经济来源 年龄 性别 

家庭结构 1.00 -0.32 -0.16 -0.02 -0.14 0.04 

是否与儿女同

住 
-0.32 1.00 -0.07 0.12 0.13 -0.21 

月平均收入 -0.16 -0.07 1.00 0.47 0.09 0.14 

经济来源 -0.02 0.12 0.47 1.00 -0.13 0.17 

年龄 -0.14 0.13 0.09 -0.13 1.00 -0.24 

性别 0.04 -0.21 0.14 0.17 -0.24 1.00 

身体健康 0.12 -0.31 -0.06 0.34 -0.46 0.16 

学历 -0.12 0.31 0.10 0.03 0.13 -0.35 

曾经的职业 0.15 -0.11 -0.44 0.16 -0.15 -0.03 

爱好 -0.06 0.09 -0.20 -0.26 0.33 0.00 

性格 0.19 -0.11 -0.21 -0.07 -0.34 -0.09 

 身体健康 学历 曾经的职业 爱好 性格  

家庭结构 0.12 -0.12 0.15 -0.06 0.19  

是否与儿女同

住 
-0.31 0.31 -0.11 0.09 -0.11  

月平均收入 -0.06 0.10 -0.44 -0.20 -0.21  

经济来源 0.34 0.03 0.16 -0.26 -0.07  

年龄 -0.46 0.13 -0.15 0.33 -0.34  

性别 0.16 -0.35 -0.03 0.00 -0.09  

身体健康 1.00 -0.17 0.28 -0.25 0.37  

学历 -0.17 1.00 -0.58 0.04 -0.06  

曾经的职业 0.28 -0.58 1.00 -0.2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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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 -0.25 0.04 -0.20 1.00 -0.12  

性格 0.37 -0.06 0.08 -0.12 1.00  

 

由表可看出家庭结构和是否与儿女同住相关性较强，月平均收入和经济来源

相关性较强，年龄和身体健康相关性较强，学历和曾经的职业相关性较强。于是

我们将变量整合，整合方法如下表： 

 

表 17整合方法 

新变量 原始变量 编号方法 

闲暇时间 

（time） 

家庭结构 

是否与儿女同住 

家庭结构为一代或两代的为 4 分，三代或四代

的为 2 分；与儿女同住的为 1 分，不与儿女同

住的为 3分。两题分数相加为最终得分 

经济情况 

（economic） 

月平均收入 

经济来源 

月平均收入按原编号得分；经济来源为子女给

予的为 3 分，养老金的为 2 分，劳作所得的为

1分。两题分数相加为最终得分 

性别（sex） 性别 按原编号得分 

身 体 情 况

（health） 

年龄 

身体健康 

年龄得分按问卷年龄段分，年龄越大，得分越

小，得分最大为 5 分，最小为 1 分。身体健康

按原编号得分。两题分数相加为最终得分 

生活经历 

学历（education） 

曾 经 的 职 业

（profession） 

由于生活经历较为复杂，我们并未将这两个因

素合并处理，而是分别处理。 

爱 好 偏 好

（hobby） 
爱好（hobby） 按原编号得分 

性格 

（character） 
性格（character） 按原编号得分 

 

将变量整合后我们再次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除了学历和曾经的职业相

关性很强之外，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并不是很强。由此说明我们的变量划分是合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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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相关性检验 

 time economic old health 

time 1.00 -0.02 -0.23 -0.32 

economic -0.02 1.00 0.04 -0.22 

old -0.23 0.04 1.00 0.23 

health -0.32 -0.22 0.23 1.00 

education 0.33 0.07 -0.35 -0.18 

profession -0.32 -0.48 -0.03 0.25 

hobby 0.14 -0.05 0.00 -0.34 

character -0.15 -0.15 -0.09 0.42 

 education profession hobby character 

time 0.33 -0.32 0.14 -0.15 

economic 0.07 -0.48 -0.05 -0.15 

old -0.35 -0.03 0.00 -0.09 

health -0.18 0.25 -0.34 0.42 

education 1.00 -0.58 0.04 -0.06 

profession -0.58 1.00 -0.20 0.08 

hobby 0.04 -0.20 1.00 -0.12 

character -0.06 0.08 -0.12 1.00 

 

三、模型的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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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模型构建思路 

通过用 MATLAB 软件，我们用神经网络模型为不同的老年人推荐了不同的活

动类型。为了测试模型的拟合效果，我们通过编码画出了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拟合

图，且得到了模型拟合的参数，由拟合图和拟合参数可知该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活动分
类推荐

为怡情养
性型推荐
具体活动

为娱乐消
遣型推荐
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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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活动类型推荐拟合图和拟合参数 

通过此模型，我们可根据老年人提供的基本信息为他们推荐这三类活动中最

适合他们的一类。例如：家庭成员结构为 3代、与儿女同居、月平均收入为 6000

以上、经济来源主要是自己劳动所得、60-65岁、性别为女、身体非常健康、学

历为小学及以下、曾经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生产的工作、爱好阅读、性格为不主动

但善交际的老年人，我们为其推荐怡情养性型活动；家庭成员结构为 3代、不与

儿女同居、家庭月平均收入为 4000-6000、经济来源主要是养老金或退休金、

76-80岁、性别为男、身体健康、学历为初中、曾经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

工作、爱好跳舞、性格为主动且善交际的老年人，我们为其推荐益智休闲型活动。 

考虑到此过程只能为老年人推荐活动类型，但不是很具体，所以我们再次为参加

不同活动种类的老人分别推荐具体的活动。活动编码与问卷编码一致，若有的老

人参加了多种活动，则选择他参加次数最多或最喜欢参加的活动，作为训练集和

测试集。 

（一）怡情养性型活动推荐 

再次建立 BP 神经网络模型，为推荐参加怡情养性型活动的老年人推荐具体

的活动，并得到拟合参数，画出拟合图。由图可知此模型总体拟合效果不错，且

误差都很小，所以模型可以建立。 

拟合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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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怡情养性型推荐拟合图和拟合参数 

根据此模型我们可以给推荐参加怡情养性型活动的老人再进一步的推荐其

具体活动形式。例如：家庭成员结构为 3 代、与儿女同居、月平均收入为 6000

以上、经济来源主要是自己劳动所得、60-65岁、性别为女、身体非常健康、学

历为小学及以下、曾经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生产的工作、爱好阅读、性格为不主动

但善交际的老年人，我们为其推荐影视活动；家庭成员结构为 3代、与儿女同居、

家庭月平均收入为 6000 以上、经济来源主要养老金或退休金、60-65 岁、性别

为男、身体较健康、学历为大学及以上、曾经从事专业技术的工作、爱好阅读、

性格为不主动且不善交际的老年人，我们为其推荐棋牌活动。 

拟合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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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娱乐消遣型活动推荐 

与推荐怡情养性型的具体活动相类似的，我们建立模型，得到为推荐参加娱

乐消遣型活动的老年人推荐具体的活动。有图可知此模型拟合效果很好，模型可

以建立。 

 

 

图 16  娱乐消遣型推荐拟合图和拟合参数 

拟合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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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模型我们可以给推荐参加娱乐消遣型活动的老人推荐具体活动。例

如：家庭成员结构为 3 代、与儿女同居、月平均收入为 4000-6000、经济来源主

要是子女给予、60-65 岁、性别为女、身体较健康、学历为小学及以下、曾经从

事农林牧渔水利生产的工作、爱好影视、性格为主动且善交际的老年人，我们为

其推荐跳舞活动；家庭成员结构为 2 代、与儿女同居、家庭月平均收入为 2000

至 4000、经济来源主要养老金或退休金、60-65 岁、性别为女、身体较健康、学

历为高中、曾经从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工作、爱好

影视、性格为主动且善交际的老年人，我们为其推荐运动活动。 

（三）益智休闲型活动推荐 

通过处理数据可发现，参加益智文艺型活动的老人均参加的是养生活动。因

此我们为参加益智休闲型活动的老年人主要推荐养生活动，再根据具体的情况为

他们酌情推荐理财和烹饪。 

四、模型应用 

在调查走访过程中，受访者陈婆婆就是还未找到适合自己文娱活动的老年人

之一，陈婆婆的孙子今年刚上寄宿小学，无需再由她接送上下学，由此多出了许

多闲暇的时间。因为兴趣不明，陈婆婆表示自己并未参与任何的文娱活动，空闲

时刻觉得无聊和空虚，争取陈婆婆的同意后，我们留了陈婆婆的联系方式以便回

访，陈婆婆的个人信息如下： 

表 19  受访者个人信息 

姓名 个人信息 

陈婆婆 

家庭成员为 3代，与儿女同居，月平均收入 3000-4000.经济来源主要是子女给

予，年龄 60-65岁，身体非常健康，学历为小学及以下，曾经主要从事商业、

服务业人员，爱好影视，性格为不主动但善交际的老年人 

根据陈婆婆的这一信息，我们输入精准推荐模型算法，为她选择适合的文娱

活动。算法最终反馈，陈婆婆适合怡情养性型的文娱活动。我们对陈婆婆进行了

电话回访，询问陈婆婆的对于我们推荐的文娱活动的意见，最后陈婆婆说，她依

旧在书画、曲艺中仍然犹豫不定，于是，我们进一步精准化，给陈婆婆做了再次

推荐，模型推荐其选择曲艺。我们把结果告知于陈婆婆，陈婆婆表示有机会愿意

去尝试曲艺。 

两周之后，我们对陈婆婆进行了第二次电话回访，电话中，陈婆婆表示，最

近参加在该小区的歌唱队学习唱歌，表示很喜欢这一文娱项目，并且欣喜的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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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她还有望加入歌唱队，我们对陈婆婆的变化表示祝贺，最后，陈婆婆也在

电话中对我们的模型推荐表示感谢。 

第五章  老年人文娱生活的社会关注及支持情况分析 

为了了解社会各界，包括：子女，社区，老年大学，养老院等对老年文娱的

关注程度，我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到了老年人文娱当前所获得的社会

支持、关注状况以及面临的各类窘境，以期全面的揭示出老年人当前所处的社会

文娱环境。 

一、基于大数据的老年人文娱生活的社会关注度调查 

自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社会各方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度逐步增加，政府

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来构建老人保障制度、社会媒体也不断呼吁大家多加关注老人

的健康与生活。 

1.文本的获取 

知乎是一个真实的网络问答社区，社区氛围友好与理性，连接各行各业的精

英。用户分享着彼此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见解。它不同于新闻网站的是，知乎上

言论自由，无论身份皆可在上面发言、评论，参与互动的人群大，更具有代表性，

且输入话题之后会有相关的父话题和子话题，话题之间关联性大，获取的信息更

为全面。 

基于以上知乎的优点，本次调查，我们使用八爪鱼数据采集器，对知乎网站进行

文本采集。首先，我们打开网站，输入关键词“老年人”，获取与老年人有关的

网页新闻，对新闻标题进行了关键词的抓取，使用当前循环项将网页地址进行逐

一复制，并给抓取的数据字段取个别名，获取了大量关于老年人问题的词条。 

 

图 17  知乎界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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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主要信息有标题、内容、发布时间、作者、赞同人数等，在数据抓取

过程中，同时将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转化为可检索的结构化数据，用表格形式储

存，结构示意图如下： 

 

表 20  知乎上抓取的文本结构示意图 

标题 发布时间 作者 赞同人数 

有哪些适合老年人的 APP？ 2019-06-14 知托付 49 

中老年人日常交流有什么特点？ 2018-05-08 Alex Wang 212 

老人摔倒到底是扶还是不扶？ 2015-10-24 朱炫 280 

你身边的老年人有哪些不凡的经历？ 2017-06-15 水鬼鬼 1820 

如何向老人证明某些保健品是骗人的？ 2016-07-18 隐山 3289 

老人突发心脏病或高血压应该怎么急救？ 2015-01-10 Would way 135 

有哪些适合用来陪伴老人的文娱项目？ 2016-12-23 念卿 2153 

如何改变老人过度节俭这种习惯？ 2015-03-02 老兵尹吉先 112 

如何帮助老人培养兴趣爱好？ 2015-01-23 谢熊猫君 770 

家中老人被结婚诈骗，求助大家我该怎么办？ 2016-03-20 落日 173 

如何提高老人的睡眠质量？ 2015-05-29 吕布 452 

为了给老人预防老年痴呆，可以送些什么东西给

他？ 
2015-10-24 苍原雪 162 

如何帮助老人缓解失去老伴的孤独？ 2016-04-21 一言 246 

 

2.中文分词和词云图的绘制 

为了在众多的词句中提取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词，我们对我们以获得的文本进

行中文分词。不同于英文，在中文中，只有字、句和段落能够通过明显的分界符

进行快速的划界，对于“词”和“词组”来说，其边界模糊，没有一个形式上的

分界符。而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本文的分词工作是

使用 R软件的 jiebaR 包来完成的，基本实现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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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分词步骤 

将样本数据按照上述步骤，分词后，提取出高频词，将词条导入到 R 的

wordcloud2 程序包，将所采集的词条制作成“小鸟”状的词云，词云的大小则

是由该词出现频率的多少来决定，由此便可更加清晰和美观的展示出社会对老年

人关注的热点。 

 

图 19  词云统计图 

通过对大数据词云图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社会对老年人的睡眠问

题、文娱生活、老年痴呆、老龄化、诈骗、心理孤独等问题的关注程度是较为突

出和醒目的。同时，该大数据词云图中“文娱生活”这一词汇的出现也再次反映

出文娱生活现如今已经成为了社会对老年人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子女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关注度和担忧度 

（一）子女对老年人文娱生活关注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子女是老人获得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的重要来源，但由于现代社会家庭规模

对于未登陆词，采用了基
于汉字成词能力的HMM模型，
使用gviterbi算法，找到
一个使得概率最大的最佳
BEMS序列

使用动态
规划找到
最大概率
路径

加载待分
词文本

加载字典，
形成Trie
树，也即
字典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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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女工作繁忙，减少了老人与子女的亲密互动和感情沟通，对老年人的文娱

生活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由于预调查中体现出来的老人对子女看法的重视，经

过小组成员多次的修改设计，我们在问卷中插入了一套衡量子女对父母（或家中

老人）文娱情况关注程度的测评题目，具体评分细则如下： 

表 21  子女对老人文娱生活关注程度的测评题目 

设 ix 为第 i 题所得分数 

不同人群

基准分 

○1 与父母

同住的子

女 

选项 

题号得分 
1 2 3 4 5 

A4      4x  7 10 9 5 3 

基准分= 4 4x   

○2 与父母

在同一城

市但不共

同居住的

子女 

选项题号得分 
1 2 3 4 5 

A2     2x  10 8 5 — — 

A3     3x  — 20 15 10 — 

A4     4x  7 10 9 5 3 

 基准分= 2 3 4x x x+ +  

○3 与父母

不在同一

城市的子

女 

选项 

题号得分 
1 2 3 4 5 

A2    2x  — 10 10 10 — 

A3    3x  20 15 10 — — 

A4    4x  7 10 9 5 3 

基准分= 2 3 4x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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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对父母的了解情

况分 

选项 

题号得分 
1 2 3 4 5 

A5   5x  2 4 6 8 10 

A6   6x  2 4 6 8 10 

A8   8x  2 4 6 8 10 

了解情况分= 5 6 8x x x+ +  

是否了解

父母生活

中的文娱

爱好 

A9 选项 得分 

○1 了解 

选项 

题号得分 
1 2 3 4 5 

A10    10x  1 2 3 4 5 

9 10x x=  

○2 不 了

解 
9 0x =  

○3 父 母

无文娱活

动 

9 15x =  

总分 总分=基准分+了解情况分+ 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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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子女对老人的关注程度评分 

通过上面的评价体系，我们对每位受访的子女进行了评价，得出其评分并画

出折线图如图 21所示。由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子女得分的最低分为 40，最高分

为 81，分数普遍不高。 

 

图 21  子女的得分情况 

我们将子女根据其得分分为 4组，40~50,50~60,60~70,70~80 各一组。子女

得分在 40~50 分之间的人数为 17 人，均值为 45.29；子女得分在 50~60 分之间

的人数为 75人，均值为 55.12；子女得分在 60~70 分之间的人数为 94人，均值

为 63.82；子女得分在 70~80分之间的人数为 44 人，均值为 73.77。可见大部分

人的分数集中于 50~70 分之间，而且每组的均值都较低。说明子女对父母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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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不够，也许是因为要忙于自己的工作，或是忙于照顾自己的子女，但是无论

如何我们都应该更加关心父母，不要让他们成为寂寞的老人。 

（二）子女对老人文娱活动的担忧 

预调查中，我们采访了大量子女，发现子女对老人的文娱活动普遍支持但存

在一定的忧虑。预调查结束后,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新闻资料，发现社会老年文娱

中存在的隐患确实值得关注，以下是部分新闻截图: 

 

图 22  老人存在健康隐患 

1.安全保证和健康隐患是子女对老人文娱生活的最大担忧 

 

图 23 老人福利意识淡薄 

 

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在社会上享有福利待遇，但实际上大多数老年人对此

了解有限，称为子女的担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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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老人上当受骗 

老人被骗的新闻层出不穷，甚至有行骗者利用老年人对文娱活动的看重诈骗

钱财，我们想到：上当受骗也是子女对老人进行文娱活动过程中的忧虑 

 

图 25老人受人欺负 

2.害怕老人在外受到欺负也是子女的担忧之一 

根据大量的网络新闻信息，我们发现老人在平常生活中和娱乐生活中都会存

在如：健康隐患、安全保证、上当受骗、福利意识淡薄及受人欺负等问题让子女

担忧，为此，我们在子女的问卷中设计了该题，并将我们在新闻信息中得到的问

题类型做选项，最终得到了调查的数据。 

 

图 26 子女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担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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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调查中，有 29.66%的子女都对老人在文娱生活中的安全保证表示担

忧，有 28.24%的子女都担心老人在文娱生活中有健康隐患，有 24.97%的子女会

担心老人在文娱生活中会上当受骗，有 7.86%的子女表示担心老人在娱乐生活中

受人欺负，担心老人在文娱生活中福利意识淡薄的有 4.41%，对其他原因的担忧

有 4.21%。 

三、不同社区老年人文娱活动的现状分析和不足分析 

（一）不同社区老年人文娱活动的现状分析 

老年人参加文娱生活不仅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还需要政策和政府的大力扶

植，需要来自社区、老年大学、养老机构等多方的共同努力。社区、老年大学、

养老机构不仅仅是老年人文娱活动的供应者、组织者、管理者，同时也是老年文

娱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和践行者。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社区、老年大学、养老机

构对老年人文娱活动的看法，我们对社区、老年大学和养老机构就老年人文娱活

动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调研，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对老年人文娱提出的相关政策

做了一定了解。 

在对社区的调查中，我们通过与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的深层访谈了解到了各社

区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我们严格遵守深层访谈的要求，访问员一对一的对社区

负责人进行现场访问，并做好笔记和录音。根据访谈结果，我们将 29 个社区的

老人文娱活动情况汇总，得到结果显示：不同档次社区的文娱活动开展情况是不

同的，其现象如下： 

1.低档小区的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 

条件稍逊的小区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用来建设居民的活动器材，因此，这些

地方的老年人几乎没有活动中心或合适的进行文娱活动的地方。由于条件限制，

这些地区的老年人进行的主要的文娱活动就是散步，少数老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到邻近的社区活动中心进行活动。 

2.中档小区的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 

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中档小区，部分小区的社区有专为老年人开设活动中心，

开设的活动有广场舞、手工制作、戏曲、棋牌等，老人们的参与度与参与意愿也

较高。据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了解到老年人活动中心的管理均为“自治式”

模式，即由社区提供活动场地，由老人们自己管理，安排人组织活动或者进行活

动教学，参与活动的人员排班管理他们自己的活动场地，如活动室的开放和清扫

工作等。还有一些小区没有自己的老年人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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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档小区的老年人文娱生活现状 

高档小区除了个别小区由于场地限制无活动中心外，其他均有供自己小区老

人进行文娱活动的活动中心。据了解，开设的活动有戏曲、书画、广场舞、健身、

诗词分享会等，涉及文化和娱乐多方面，老人们也都十分愿意参与。他们对老年

活动中心的管理模式也是“自治式”，社区负责提供活动场所，只有在节假日时

会组织老年人排演节目庆祝。 

广州市老年人活动中心现状因地而异，从总体上看，条件还是较为乐观，大

致满足了老年人文娱活动最基本的需求。 

（二）社区老年文娱生活的不足 

通过对社区负责人的深层访谈，目前，社区在老年人文娱生活方面还存在以

下不足： 

1.场地有限  

根据调查，没有专门的文娱活动中心或没有为老年人开设文娱活动的社区主

要原因在于场地不够，没有空余的场地来修建老人活动中心或组织老年人进行文

娱活动，比如有些老年人喜欢跳广场舞，却没有适合的场地。 

2.活动设施匮乏 

有些社区虽然有足够的场地为老年人提供文娱活动，但是没有齐全的活动设

施，无法满足老人的文娱活动需求。一些老年人对自己老年的文娱生活十分重视，

希望能通过参加不同的文娱活动来提高自己闲暇生活的丰富度，让自己的老年生

活更充实。当社区提供的老年人活动设施不齐全时，老人们难免会有些小小的抱

怨。比如有些老人，他们除了跳广场舞、健身，还有更高的追求，有些老年人要

学学空竹，写写书法，小区就没有及时的提供这些活动的器材。 

3.缺乏人员管理 

社区活动中心的管理模式都是“自治式”，社区直接把活动中心的管理权交

给老人们自己，由他们自己全权管理，难免会出现人员上安排不妥当的问题，一

个社区活动中心是供整个社区的老年人共享的，若管理不到位，如对保护活动设

施没有一个良好的约束，会给其他参与活动的老人带来不便。其次，缺少专业的

教学人员，带领老年人进行活动的一般是基础较好的老人，都是自发组织带领的

的，并无专业的教学人员，由于老年人层次不一，所以并不能满足所有的老年人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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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包容度 

有些社区开设了如戏曲、舞蹈、合唱等活动，这些活动若非在隔音环境下，

或进行活动的时间段不合适，易扰民，那些声音音在参与活动的老人们听起来是

乐音，但在周边居民听起来并不一定如此，甚至容易引起居民的反感。早上和晚

上在户外集体跳广场舞的伴奏声也是如此，有些居民对此很敏感，不能很好的去

包容进行活动的老人们。 

5.教学人员匮乏 

有些老人追求专业性文娱活动指导，比如曲艺，书画等活动，因此希望有更

加专业的人来教学，而不是社区人员自学自画。 

四、老年人文娱活动的社会阻力 

通过对老年人文娱活动的社会关注分析，我们发现老年人文娱活动中确实存

在很多的社会现实问题，对其进行整理和分类，将目前存在的社会阻力主要归纳

为以下五大方面： 

1.场地有限 

“小区车位多，绿化多，供老年人娱乐活动的面积却很少。”在预调查时，

调研小组成员专门在老年人锻炼的高峰期（晚饭后）去各小区进行观察并和锻炼

的老人交流了解情况，发现有的小区在小广场进行锻炼的到场者，仅仅只有三分

之一能真正进行锻炼，其他人因为场地限制只能围观，无法真正参与其中。场地

不够问题是影响老年人文娱活动参与度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2.交通不便 

在预调查中，我们走访了一些老年大学，偶遇一些骑电动车赶来参加合唱团

或者培训课程的老年人。由于老年大学离居住地较远，他们往往来回奔波，交通

很不方便。老年人本身也希望自己参与活动的地点离居住地不是很远，这样他们

就能随时随地的参与其中，不受时间，交通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3.无人组织 

一些老人渴望自己平时的爱好能得到展现的机会，但因为社区亦或是居委会

无人负责组织像样的活动，文娱爱好仅仅止步于日常打发空闲时间，得不到进一

步的发展。 

4.设施不完备 

老人们参与文娱活动激情满满，硬件条件却跟不上，比如社区广场舞无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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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社区未设置供居民锻炼的锻炼器材，或者相关器材早已损坏长时间无人维

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设施不完备几乎是每一个社区普遍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通

病。 

5.缺少专业指导或师资 

在调查中有合唱团的老人向我们反映，由于对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希望得

到更好的，更专业的指导，但由于这一块的师资缺乏，课酬工资也很低，致使老

人们“挤破头”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有着专业老师的合唱团。可见专业指导和师资

的匮乏。 

我们将以上 5个问题设计入老人和子女文娱活动的调查问卷中，通过对数据

的统计分析，得到以下调查结果： 

 

c 

结果显示有 86.24%的受访者认为老年人现在的文娱活动存在不足之处。在

老年人中，有 38.12%的受访者认为活动的场地不够，28.07%的老人觉得娱乐的

设施并不完善。场地和设施成为老年人所认为最大的问题。对自我追求较高的老

人来说，专业指导和师资也是他们所渴求的，有 20.19%的老人觉得只有有了专

业的指导，文娱活动才能更好地开展。其他问题也有一定的存在率，依次为费用

太高、交通不便、组织不完备、参与人员不够友好。针对了解父母的子女我们同

样也提出了相同问题，而站在子女的角度，老年人文娱活动的最大问题是活动的

组织和文娱活动的设施问题。其次分别是交通不便，场地太小，缺乏指导，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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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和参与人员素质的问题。 

第六章  社区实行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模拟建设 

一、构想提出与设计定位 

（一）构想的提出 

通过前文对老年人文娱的现状分析结合社会支持和社会阻力分析。我们意识

到：应该有一个较普遍的标准型的活动场所设立在离老人们居住场所最近的地

方，让每一个老人都能接近文娱，发展爱好，都能有活动和展示的空间，都能有

安全和舒心的文娱生活。这促使我们提出建设一个位于各个社区的标准化的老年

人综合活动中心的构想。 

（二）设计定位 

“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是针对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活动中心，结合已有社

区活动中心存在的问题，我们考虑到了新活动中心的各方面问题，活动中心的建

设涵盖场地的选取、内部设施的配备、安全设施的建设、人员配备、内部环境的

设置、活动的安排等方面，综合考虑老年大学和养老机构的优势，以达到效用最

优化。 

我们建造“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更齐全、更优质的服务，

让老年人在活动中心可以参与任何自己想参与的活动项目，并且安排专业的教学

人员为他们提供教学。针对带孙儿的老年人，我们设有专门的儿童娱乐区，并有

幼师照看他们，从而可以让老人们安心进行文娱活动。针对残疾老人，我们会设

置障碍人士专用通道和专用活动室，并聘请护理人员协助他们进行文娱活动。旨

在一切为了老人，一切替老人着想。 

二、建设需求与目标人群 

（一）需求分析 

我们提出设计构想之后，希望得到人们的需求意愿，于是我们在老人问卷中

和子女问卷中都分别设置了问题：“您认为建立标准化的社区老年人文娱中心是

否有必要？”调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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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老年人认为设立标准活动中心必要性 

 

图 29  子女认为设立标准活动中心必要性 

86.36%的老人认为有必要设计一个专门适合老人的标准化的社区文娱活动

中心，只有 10.61%的老人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的文娱活动中心，还有

3.03%的老人表示无所谓。说明了老人对此构想的支持程度；而子女方面，绝大

部分的子女都非常希望建立专门适合老人的标准化文娱活动中心，其比例占

94.78%，只有 3.91%的子女表示无所谓，仅 1.30%的子女认为没有必要设计标准

化的文娱活动中心，此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子女都希望老人能有标准化的文娱活

动中心可以活动。 

（二）目标人群分析 

构建活动中心的想法从数据上的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之后，我们还想了解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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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参与意愿和目标人群的分析，调查结果如下； 

 

图 30 老年人参与活动中心意愿 

有 92.42%的老人都愿意参加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社区文娱活动中心，只有仅

7.58%的老人因为其他原因不愿意参加，以上相差巨大的数据结果表明了老人自

己的意愿和态度，想拥有属于老人自己的文娱活动中心。 

结合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可以分析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目标人群特征，结论如下： 

（1）愿意参与老年人活动中心的老人收入基本属于中等及以上水平，月收入至

少在两千以上。低收入的老年人忙于生计，没有过多时间参与也在情理之中。 

（2）愿意参与老年人活动中心的老人退休之前大多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工

作，亦或是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操作人员。老人的知识水平，文化

程度相对较高。 

（3）愿意参与老年人活动中心的老人文娱爱好相对广泛，参加文娱活动较多，

参加频率也较多，至少每周四次以上。 

（4）愿意参与老年人活动中心的老人身心状态良好，愿意尝试新鲜事物，认为

生活充满乐趣，心态积极向上。 

三、建设要素调查 

为了更好地建立社区标准化的老人活动中心，我们想探寻在人们心中建立活

动中心最重要的因素，于是在老人、子女及社区负责人的问卷和访问提纲中都设

计了关于以下几个因素的重要性的排序问题： 

92%

8%

愿意

不愿意



58 
 

○1 细致的服务 

○2 齐全的设施及宽阔的场地 

○3 温暖而舒适的环境 

○4 丰富的文娱项目和活动 

○5 安全的设计和管理 

对于通过问卷获得的数据，我们希望用独立性权系数法处理得到以上因素的权重

系数，从而知晓什么是大众心中最重要的因素。 

（一）理论基础 

独立性权系数法是根据各指标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强弱来确定指标权

重的。设有指标项 ， , … ,若指标 与其他指标的复相关系数越大，则

说明 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关系越强，越容易由其他指标的线性组合表示，

重复信息越多，因此该指标的权重也就应该越小，即若指标 与其他指标的复

相关系数 R越大，该指标的权重越小。 

（二）数据分析 

（1）问卷数据最终得到的是排序标号，我们将排序转化为每项因素的得分。排

名第一（最重要）的因素得分 5分，第二（次重要）的因素得分 4分，依次类推。

得到各因素分数表。 

（2）设 A={服务，场地，环境，活动，安全管理}={ ， , ， ， }，设

为 与其他指标的复相关系数，即 与其他指标的多元回归的拟合优度。我们将

数据用 EXCEL进行回归得下表: 

表 22 复相关系数表 

R1 R2 R3 R4 R5 

0.973 0.965 0.951 0.968 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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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各复相关系数求倒数，再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重表 

表 23  各因素权重表 

X1 X2 X3 X4 X5 

0.18 0.22 0.25 0.19 0.16 

 

（三）结论 

由权重表我们得知，五个设计因素：服务，场地，环境，活动，安全管理中，

活动占比重最大占 0.25，场地次之，为 0.22。这说明，人们普遍希望社区标准

化活动中心能有丰富的活动项目让老人选择参与，并希望有齐全的设施及宽阔的

场地以供老人活动，这对我们的设计有指导性的作用。总体看来，各个因素的差

异并不大，所以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将每一个因素都细致考虑，并将提供的活动项

目和场地做重点考虑。 

四、模拟建设 

社区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模拟建设情况，包括构想提出，设计定位，活

动场地设计，服务与安全设计，管理设计，志愿者、师资招聘，以及安全协议，

详见《社区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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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建设手册目录： 

《活动与场地设计》                              ………10 

《服务细节设计》                                ………12 

《安全细节设计》                                ………12 

《儿童托管处设计》                              ………12 

《管理方案设计》                                ………14 

《活动中心管理制度》                            ………14 

《志愿者、师资招聘计划书》                      ………15 

《工作服务人员岗位职责》                        ………15 

《活动设备（器材）管理制度》                    ………16 

《老年人活动中心安全协议书》                    ………16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多数老年人在小区附近进行文娱活动，几乎每日进行,运动

和阅读最受喜爱 

经过对问卷数据统计,受访的老年人中，在活动地点方面：调查显示，34.95%

的老人在小区的空场地上进行文娱活动，28.86%的老人在附近的公园或广场上进

行文娱活动，总之是在小区附近，由此可见老年人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进行文

娱活动。在活动内容方面：62%的老年人参与到运动当中，此外 46.33%的老年人

偏爱阅读，可见运动和阅读是最受老年人喜爱的两项活动。在活动频率和时间方

面：61.24%%的老年人几乎每天都参加文娱活动，绝大多数老年人会在每日投入

一小时左右参与文娱活动，占 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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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人对自我文化娱乐生活评价普遍一般，文娱参与者自

我评价更高 

调查显示，未参加文娱活动的老年人对文化和娱乐生活的自我评价均不是特

别理想，评分的平均值只有 1.71，而参加文娱活动的老人对文化娱乐生活自我

评价的平均值也仅有 3.24，虽然已参加文娱活动的老年人自我评价明显高于未

参加的老年人，但两者却均未达到理想状态，他们的自我评价还有待提高。为此，

我们特地构建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文娱生活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最

终得出参加文娱活动频率越高、种类越多的老人越健康，他们的心理状态也越好。 

（三）36.58%的老人未能参与文娱活动，老年人的文娱参与度有

待提高 

所有受访老人当中，63.42%的老年人参与了文娱活动，剩下的 36.58%老年

人则未参与。而在未参与文娱活动的老年人中绝大多数人，约占 42.68%，表示

还是非常愿意参与文娱活动的。调查显示，目前老年人文娱活动的参与度还不是

非常可观，但是绝大部分老年人还是非常渴望参与其中，为了使自己的身体更加

健康，生活更加丰富。由于受到诸多客观因素以及阻力的影响，导致他们未能参

与其中。经过调查，真正阻力有三问：“孙子咋办？”，“我能干啥？”，“哪

有地方”，其他如社区无法提供条件、被生活琐事限制（如要在家照家人，孙辈

等等）以及自己本身文娱兴趣爱好不明为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主要阻力。 

（四）老人对文娱生活的满意度有待提高 

老年人文化生活丰富度和娱乐生活丰富度的重数为 1分（满分 5分），平均

分为 2.89 分（满分 5 分），已参与文娱活动的老年人对自己文娱生活的满意度

平均分为 3.2分（满分 5分），未参与文娱活动的老年人对自己文娱生活的满意

度平均分为 1.6分（满分 5分）。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目前老年人的文娱生活

并不丰富，他们也对自己当前的文娱生活状态并不满意，所以老年人文娱活动丰

富度以及满意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有实现老有所乐，才能更好地提高老年

人晚年生活质量。 

（五）“文娱活动精准推荐模型”为老人文娱生活提供科学参考

与依据 

通过分析老年人家庭结构、是否与儿女同住、月平均收入、经济来源、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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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身体健康情况、学历、曾经的职业、爱好、性格等基本情况，我们利用构

建 BP 神经网络模型，通过对输入数据的反复训练，为不同老年人群推荐不同的

适合他们的文娱活动。让少数文娱兴趣爱好不明的老人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文娱

活动，提高他们文娱活动的参与度。 

（六）子女对老年人文娱关注度有待提高 

调查结果显示 39%的子女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关注度有待提高，部分子女忙

于自己工作生活，无暇顾及老年人的精神及文娱生活。而在物质生活日益满足的

今天，老年人对文娱生活，精神生活的的需求正逐步增大。子女有义务有责任关

注老年人的文娱生活，提高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 

（七）社区及社会老年机构存在问题较大 

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发现社区及老年机构在老年人文娱活动方面存在较大的

问题。如社区活动场地有限，活动设施匮乏，缺乏人员管理等等；老年大学师资

短缺，老人们缺少专业的指导，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养老机构老年文娱活动

开展不足，活动设施缺乏等。可见社会及老年机构存在问题还不小，需要社会以

及政府部门加大对老年人的关注，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八）推广建设“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是改善老年人文娱现

状好方法 

基于现阶段社区，社会，老年机构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老人由于诸多

客观原因无法参与到文娱活动当中，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非常愿意参与其中。

问卷调查显示有 92.42%的受访老人支持社区标准化活动中心的建立，并愿意参

与其中。所以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建设可以很好的改善目前老年人文娱现

状，提高老年人文娱生活水平。 

 

二、建议 

（一）宣传老年文娱必要性 ，鼓励老人多参与文娱，提高文娱资

源利用率 

本次调查中，对已参加和未参加的老年人的文娱活动丰富度，满意度均值进

行对比，不难发现已参加的老年人文娱生活丰富度以及满意度明显高于未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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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可见文娱活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加大对老

年文娱的宣传力度，鼓励老年人多参与丰富的文娱活动，提高文娱资源利用率很

有必要，除此之外社会也需要加大对老年文娱生活的关注程度，提出切实可行的

措施，以此来改善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二）多方共同努力，提高社会对老人文娱关注度 

社会对老年文娱的关注依旧主要停留在“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基本

问题上，老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娱生活却被当作第二要务。其实，在社会飞速发展

的今天，老人的文娱问题应该同生活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媒体应加强对老

人精神关注的宣传；政府应多支持和建设老年文娱事业；各养老机构在安全建设

完善的基础上加强老年人的精神建设。只有社会各方都重视起老年人的文娱生

活，老人文娱产业或建设才能发展起来，才能让更多的老人“老有所乐”。 

（三）利用科学合理的方法，精准配置老年人文娱项目 

老年人参与文娱的迷茫感应该有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规划，配置和推荐。每

一个老年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草率的将老年文娱方向“归一化”并不利于老年

文娱的发展和建设，我们应该了解老年文娱的差异化需求，更细致的为老年人提

供适合于个人的资源和服务。我们所建立的 BP 神经网络就是为老年人做精准的

文娱推荐，此种方法应多加应用于差异化的老年文娱产业的建设之中 

（四）实施政策和规范制度应扎实落实到社会各级各形式老年机

构 

《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

民间资本拓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文化娱乐；老年文娱也频频在两会中提出。但调

查中我们依旧看到：社区活动场地不足，活动必要设施不完备，老年大学加收“班

费”，养老机构老年文娱活动开展不足等问题。政府应该对政策的落实加强监督

和审查，让文件落实于行动，让文娱建设不再只是纸上谈兵。此外，我们看到，

关于老年人的精神建设大多是纲领性的提出，关于具体的实施细节和规范少之又

少，这也是导致老年文娱在各处发展不均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多出台相关的实施

和规范政策，让各老年机构有路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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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应推广社区标准化老年活动中心的建设，让老年文娱

扎根于各个社区 

老年人的文娱活动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合理规划社区内可用

的场地,利用小区里的边角地块，远距离的活动中心对老年人而言往返不便，一

是交通拥堵，浪费老人时间，二是老年人独自往返，人身安全问题存在隐患。因

此标准化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建设很有必要。“社区标准化老年活动中心”作为一

种福利性质的建设，应由政府进行政策性推广，可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定合理的

规章制度，加大对老年文娱版块的资金支持，让所有老年人享受到最大的福利，

解决当前社区以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让“社区标准化老年活动中心”进驻每一

个社区，也是让老年文娱扎根于每一个老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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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调查问卷 

附录 3调查问卷 

      问卷编号：□□□□访员编号：□□ 

  广州市老年人文娱生活状况调查问卷（子女卷） 

您好： 

我们是广东某高校的学生，正在研究一个关于老年人的文娱现状的调查。为了给

老年人提供更好的设施和服务，我们需要您的宝贵意见。问卷采取匿名形式，我

们会对您的信息严格保密，填写问卷可能会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希望得到您的

支持与配合！衷心感谢您的参与！ 

【填写说明】请在所选选项下画“√”；若未注明具体要求，则为单项选择。 

A 

A1您目前是否与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城市： 

○1 是○2 否 

A2您回家探望父母的频率： 

○1 与父母住在一起○2 一周回一次家○3 一个月回一次家○4 过节才回家 

A3您与父母通电话的频率： 

○1 每周 3-4次○2 每个月 3-4次○3 每年 3-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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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您与老人的关系： 

○1 依赖型○2 和谐型○3 独立型○4 互不关心型○5 对立型 

A5您对老人身体健康的了解情况：（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了解 较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不了解 

5 4 3 2 1 

A6您对老人心理健康的了解情况：（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了解 较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不了解 

5 4 3 2 1 

A7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关注老年人的文娱生活： 

○1 是○2 否 

A8您对老年人的文娱生活关注度（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关注 较关注 关注 不太关注 不关注 

5 4 3 2 1 

A9您了解父母生活中的文娱爱好吗？ 

○1 了解 

○2 不了解（转 B卷） 

○3 父母没有文娱活动（转 A11） 

A10请您对父母文娱生活了解情况打分（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清楚 较清楚 清楚 不太清楚 完全不清楚 

父母的文娱爱好 5 4 3 2 1 

活动频率 5 4 3 2 1 

活动地点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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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A12 

A11您认为父母没有参与文娱活动的原因？（限选 3项） 

○1 社区没有提供条件○2 场地太小○3 交通不方便 

○4 参与的人员不友好○5 设施不完备○6 经济条件不允许 

○7 家人不支持○8 要在家照顾家人（包括配偶、子孙等）○9 其他 

A12您认为父母是否有参与文娱生活的必要性 

○1 是○2 否（转 C卷） 

A13请对您父母参与文娱活动的益处从大到小排序 

○1 身体健康○2 思维清晰○3 结交朋友 

○4 心情愉悦○5 其他_____ 

A14您对父母文娱情况有何种担忧？（限选 3项） 

○1 健康隐患○2 安全保证○3 上当受骗 

○4 福利意识淡薄○5 受人欺负○6 其他_____ 

A15您认为老年人文娱活动条件方面有何不足？（限选 3项） 

○1 场地太小○2 交通不方便○3 参与的人员不友好 

○4 没有人组织○5 活动经费太贵○6 设施不完备○7 其他_____ 

A16您对老年人文娱活动的支持程度（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支持 较支持 支持 不太支持 不支持 

活动花销 5 4 3 2 1 

您的支持程度 5 4 3 2 1 

您的陪伴情况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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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2 1 

A17考虑到以上担忧和不足，您最推荐的老年人娱乐活动是(限选 5项) 

○1 阅读○2 影视○3 跳舞○4 运动○5 棋艺○6 曲艺 

○7 理财○8 养生○9 烹饪○10旅游○11书画○12其他_____ 

A18就目前的老年人的文娱生活情况，您有哪些建议？转 C卷 

B 

B1您不了解父母文娱状况的原因 

○1 老年人生活相对独立，并无交流 

○2 和父母相距较远，不太清楚 

○3 工作实在太忙，无暇顾及 

B2您认为社会对老年人文娱生活的关注程度如何？（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关注 较关注 关注 不太关注 不关注 

5 4 3 2 1 

 

C 

针对老年人文娱活动现状，我们团队希望设计建立一个适合老人的标准化社区文

娱活动中心，此文娱中心能综合老年人的文娱活动状况，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活

动场所和更好的服务、管理和安全保障，希望得到您宝贵的意见！ 

C1您认为设计一个标准的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有必要吗？ 

○1 必要○2 没有必要○3 无所谓 

C2若有这样一个标准的活动中心，您愿意让家里的老人参与吗？ 

○1 愿意○2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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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基于这样一个标准的活动中心，您可以接受每年的最高费用为？ 

○1 1000○2 2000○3 3000○4 4000 

 

C4为开设一个标准的活动中心，请您对以下要素的重要程度从高到低排序 

○1 细致的服务 

○2 齐全的设施及宽阔的场地 

○3 温暖而舒适的环境 

○4 丰富的文娱项目和活动 

○5 安全的设计和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问卷编号：□□□□访员编号：□□ 

广州市老年人文娱生活状况调查问卷（老人卷） 

您好: 

我们是广东某高校的学生，正在研究一个关于老年人的文娱现状的调查。为了给

老年人提供更好的设施和服务，我们需要您的宝贵意见。问卷采取匿名形式，我

们会对您的信息严格保密，填写问卷可能会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希望得到您的

支持与配合！衷心感谢您的参与！ 

【填写说明】请在所选选项下画“√”；若未注明具体要求，则为单项选择。 

 

A基本状况 

AA家庭基本情况 

AA1您家里目前的家庭成员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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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代○2 两代○3 三代○4 四代 

 

AA2您现在是否与儿女共同居住？ 

○1 是○2 否 

 

AA3过去 12个月，您的收入平均每月多少元？ 

○1 2000 及以下    ○2 2001-4000     ○3 4001-6000     ○4 6000以上 

 

AA4.您的经济主要来源是？ 

○1 子女给予○2 养老金或退休金○3 自己劳作所得 

 

AB个人基本情况 

AB1您的年龄？ 

○1 60-65 岁    ○2 66-70岁   ○3 71-75岁   ○4 76-80岁   ○5 80岁以上 

 

AB2您的性别？ 

○1 男       ○2 女 

 

AB3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请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健康 较健康 健康 不太健康 不健康 

5 4 3 2 1 

 

AB4您的学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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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及以下     ○2 初中     ○3 高中     ○4 大学及以上 

 

AB5您曾经从事的职业是？ 

○1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2 专业技术人员 

○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 商业、服务业人员 

○5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6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7 军人 

○8 其他从业人员 

 

AB6您有哪些文娱爱好？（限选 5项） 

○1 阅读○2 影视○3 跳舞○4 运动○5 棋牌○6 曲艺 

○7 理财○8 养生○9 烹饪○10旅游○11书画○12其他_______ 

 

B文娱生活情况 

B1您是否愿意尝试以前没接触的事情？（请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愿意 较愿意 愿意 不太愿意 不愿意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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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您在参与文娱活动的时候愿意与人交谈？（请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愿意 较愿意 愿意 不太愿意 不愿意 

5 4 3 2 1 

 

B3参与文娱活动时有人发生矛盾，您愿意去劝解吗？（请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愿意 较愿意 愿意 不太愿意 不愿意 

5 4 3 2 1 

 

B4在参与文娱活动的时候您一般会什么时候到场？ 

○1 提前一段时间到场○2 准点到场 

○3 有时会晚到几分钟○4 会迟到 5分钟以上 

 

B5请您对您文化生活的丰富度打分（请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丰富 较丰富 丰富 不太丰富 不丰富 

5 4 3 2 1 

 

B6请您对您娱乐生活的丰富度打分（请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丰富 较丰富 丰富 不太丰富 不丰富 

5 4 3 2 1 

 

B7请您对您文化生活的满意度打分（请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丰富 较丰富 丰富 不太丰富 不丰富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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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请您对您娱乐生活的满意度打分（请在对应数字下划“√”） 

非常丰富 较丰富 丰富 不太丰富 不丰富 

5 4 3 2 1 

 

B9您最近 3个月是否参与过文娱活动？ 

○1 是（请完成 B10-B17）    ○2 否（转 B18） 

 

B10您近期参加的文娱活动有哪些？（限选 5项） 

○1 阅读 ○2 影视 ○3 跳舞 ○4 运动 ○5 棋牌 ○6 曲艺 

○7 理财 ○8 养生 ○9 烹饪 ○10旅游 ○11书画 ○12其他_______ 

 

B11您参与文娱活动的时间段为？（多选） 

○1 清晨（5:00-8:00）   ○2 早上（8：01-11:00） ○3 中午（11:01-14:00） 

○4 下午（14:01-18:00） ○5 晚上（18:01-22:00） 

 

B12您参与文娱活动的频率是？ 

○1 一周两次及以下  ○2 一周三到四次  ○3 一周五次及以上  ○4 不定 

 

B13您参与文娱活动主要的地点是？ 

○1 社区活动中心  ○2 小区的空场地  ○3 老年大学  ○4 其他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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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您过去 12个月在文娱活动上的花销为多少元？ 

○1 300 及以内   ○2 301-1000   ○3 1001-2000   ○4 2000以上 

 

B15请对参与文娱活动给您带来的好处从高到低排序 

_____>_____>_____>_____ 

○1 身体健康  ○2 头脑清晰  ○3 结交朋友  ○4 心情愉悦 

 

B16您认为您所参加的活动项目有哪些不足？（限选 3项） 

○1 场地太小   ○2 交通不方便         ○3 没有人组织  ○4 活动经费太贵 

○5 设施不完备 ○6 缺少专业指导和师资 ○7 其他 

 

（转 C卷） 

B17您是否想参与文娱活动？ 

○1 是   ○2 否  （转 C卷） 

 

B18您希望能参加哪些文娱活动？（限选 5项） 

○1 阅读 ○2 影视 ○3 跳舞 ○4 运动  ○5 棋牌  ○6 曲艺 

○7 理财 ○8 养生 ○9 烹饪 ○10旅游  ○11书画  ○12其他_______ 

 

 

B19有哪些事情致使您没有参与文娱活动？（限选 3项） 

○1 社区没有提供条件  ○2 场地太小   ○3 交通不方便  ○4 身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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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与的人员不友好  ○6 设施不完备 ○7 经济条件不允许 

○8 家人不支持        ○9 要在家照顾家人（包括配偶、子孙等） 

○10兴趣不明          ○11其他________ 

 

B20请您对您认为参与这些文娱生活能给您带来的好处从高到低排序 

_____>_____>_____>_____ 

○1 身体健康  ○2 头脑清晰  ○3 结交朋友  ○4 心情愉悦 

C 

针对老年人文娱活动现状，我们团队希望设计建立一个适合老人的标准化社区文

娱活动中心，此文娱中心能综合老年人的文娱活动状况，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活

动场所和更好的服务、管理和安全保障，希望得到您宝贵的意见！ 

 

C1您认为设计一个标准的社区老人活动中心有必要吗？ 

○1 必要   ○2 没有必要  ○3 无所谓 

 

C2若有这样一个标准的活动中心，您愿意参与吗？ 

○1 愿意    ○2 不愿意 

 

C3基于这样一个标准的活动中心，您可以接受每年的最高费用为？ 

○1 1000   ○2 2000   ○3 3000   ○4 4000 

 

C4为开设一个标准的活动中心，请您对以下要素的重要程度从高到低排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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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致的服务 

○2 齐全的设施及宽阔的场地 

○3 温暖而舒适的环境 

○4 丰富的文娱项目和活动 

○5 安全的设计和管理 

谢谢您的参与，您的宝贵意见会对我们的调查起重要作用！ 

附录 2神经网络代码 

第一个 BP神经网络模型 

%原始数据 

%输入原始数据 

time=[3 3 3 3 5 3 5 5 5 7 5 3 3 3 5 3 5 3

 3 5 7 3 3 5 3 5 3 5 3 3 7]; 

economic=[5 5 6 6 5 6 6 4 4 5 6 6 4 4 2 4 6

 5 6 5 5 6 6 4 4 6 3 5 4 4 5]; 

old=[2 2 1 2 1 2 2 2 1 2 2 1 2 1 1 1 1 2 2

 1 1 1 1 1 2 2 2 2 2 2 1]; 

health=[10 10 9 6 5 7 4 7 6 9 8 9 9 9 10 10 7 8

 9 9 9 8 4 5 10 10 8 8 7 10 2]; 

education=[1 1 4 4 2 1 4 3 4 4 2 4 3 3 3 3 2

 2 2 4 4 2 4 4 2 3 1 4 3 2 2]; 

profession=[5 5 2 1 6 5 2 1 5 1 4 1 3 6 8 6 6

 5 1 1 1 5 2 1 8 1 5 3 4 8 3]; 

hobby=[1 1 1 3 3 2 1 2 2 1 1 2 3 2 1 1 1 1

 2 1 2 1 1 2 2 2 2 2 1 1 3]; 

character=[3 3 4 1 1 1 1 1 3 1 3 2 4 2 2 1 2

 2 2 4 4 4 2 4 4 3 4 2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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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1 1 1 3 3 2 3 2 2 1 1 2 1 1 1 1 1

 2 2 1 1 1 1 1 2 2 3 2 3 2 1]; 

p=[time;economic;old;health;education;profession;hobby;character];%输

入数据矩阵 

t=[activity];%目标数据矩阵 

%利用函数 premnmx对数据进行归一化 

[pn,minp,maxp,tn,mint,maxt]=premnmx(p,t);%对于输入矩阵 p 和输出矩阵 t

进行归一化处理 

dx=[-1,1;-1,1;-1,1;-1,1;-1,1;-1,1;-1,1;-1,1];%归一化处理后最小值为-1，

最大值为 1 

%BP网络训练 

net=newff(dx,[8,9,1],{'tansig','tansig','purelin'},'traingdx');% 建 立

模型，并用梯度下降法训练 

net.trainParam.show=1000;%1000轮回显示一次结果 

net.trainParam.Lr=0.05;%学习速率为 0.05 

net.trainParam.epochs=50000;%最大训练轮回为 50000次 

net.trainParam.goal=0.65*10^(-3);%均方误差 

net=train(net,pn,tn);%开始训练，其中 pn,tn 分别为输入输出样本 

%利用原始数据对 BP网络仿真 

an=sim(net,pn);%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仿真 

a=postmnmx(an,mint,maxt);%把仿真得到的数据还原为原始的数量级 

%画拟合图 

x=1:31; 

newk=a(1,:); 

plot(x,newk,'r-o',x,activity,'b--+'); 

legend('网络输出活动类型','实际活动类型'); 

xlabel('编号');ylabel('活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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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运用工具箱活动学习和测试对比图'); 

 

第二个 BP神经网络模型 

%原始数据 

%输入原始数据 

time=[3 3 3 7 5 3 3 5 3 5 5 7 3 3 5 7]; 

economic=[5 5 6 5 6 4 4 2 4 6 5 5 6 6 4 5]; 

old=[2 2 1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health=[10 10 9 9 8 9 9 10 10 7 9 9 8 4 5 2]; 

education=[1 1 4 4 2 3 3 3 3 2 4 4 2 4 4 2]; 

profession=[5 5 2 1 4 3 6 8 6 6 1 1 5 2 1 3]; 

hobby=[1 1 1 1 1 3 2 1 1 1 1 2 1 1 2 3]; 

character=[3 3 4 1 3 4 2 2 1 2 4 4 4 2 4 1]; 

activity=[2 6 5 6 5 11 5 11 1 6 6 1 1 6 6 5]; 

p=[time;economic;old;health;education;profession;hobby;character];%输

入数据矩阵 

t=[activity];%目标数据矩阵 

%利用函数 premnmx对数据进行归一化 

[pn,minp,maxp,tn,mint,maxt]=premnmx(p,t);%对于输入矩阵 p 和输出矩阵 t

进行归一化处理 

dx=[-1,1;-1,1;-1,1;-1,1;-1,1;-1,1;-1,1;-1,1];%归一化处理后最小值为-1，

最大值为 1 

%BP网络训练 

net=newff(dx,[8,9,1],{'tansig','tansig','purelin'},'traingdx');% 建 立

模型，并用梯度下降法训练 

net.trainParam.show=1000;%1000 轮回显示一次结果 

net.trainParam.Lr=0.05;%学习速率为 0.05 



80 
 

net.trainParam.epochs=50000;%最大训练轮回为 50000次 

net.trainParam.goal=0.65*10^(-3);%均方误差 

net=train(net,pn,tn);%开始训练，其中 pn,tn 分别为输入输出样本 

%利用原始数据对 BP网络仿真 

an=sim(net,pn);%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仿真 

a=postmnmx(an,mint,maxt);%把仿真得到的数据还原为原始的数量级 

%画拟合图 

x=1:16; 

newk=a(1,:); 

plot(x,newk,'r-o',x,activity,'b--+'); 

legend('网络输出活动类型','实际活动类型'); 

xlabel('编号');ylabel('活动类型'); 

title('运用工具箱活动学习和测试对比图'); 

 

第三个 BP神经网络模型 

%原始数据 

%输入原始数据 

time=[3 5 5 3 3 3 3 5 5 3]; 

economic=[6 4 4 6 5 6 4 6 5 4]; 

old=[2 2 1 1 2 2 2 2 2 2]; 

health=[7 7 6 9 8 9 10 10 8 10]; 

education=[1 3 4 4 2 2 2 3 4 2]; 

profession=[5 1 5 1 5 1 8 1 3 8]; 

hobby=[2 2 2 2 1 2 2 2 2 1]; 

character=[1 1 3 2 2 2 4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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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3 4 4 4 3 4 10 3 10 3]; 

p=[time;economic;old;health;education;profession;hobby;character];%输

入数据矩阵 

t=[activity];%目标数据矩阵 

%利用函数 premnmx对数据进行归一化 

[pn,minp,maxp,tn,mint,maxt]=premnmx(p,t);%对于输入矩阵 p 和输出矩阵 t

进行归一化处理 

dx=[-1,1;-1,1;-1,1;-1,1;-1,1;-1,1;-1,1;-1,1];%归一化处理后最小值为-1，

最大值为 1 

%BP网络训练 

net=newff(dx,[8,9,1],{'tansig','tansig','purelin'},'traingdx');% 建 立

模型，并用梯度下降法训练 

net.trainParam.show=1000;%1000 轮回显示一次结果 

net.trainParam.Lr=0.05;%学习速率为 0.05 

net.trainParam.epochs=50000;%最大训练轮回为 50000次 

net.trainParam.goal=0.65*10^(-3);%均方误差 

net=train(net,pn,tn);%开始训练，其中 pn,tn 分别为输入输出样本 

%利用原始数据对 BP网络仿真 

an=sim(net,pn);%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仿真 

a=postmnmx(an,mint,maxt);%把仿真得到的数据还原为原始的数量级 

%画拟合图 

x=1:10; 

newk=a(1,:); 

plot(x,newk,'r-o',x,activity,'b--+'); 

legend('网络输出活动类型','实际活动类型'); 

xlabel('编号');ylabel('活动类型'); 

title('运用工具箱活动学习和测试对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