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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老年歧视和消极的老化态度。2~3 岁的幼儿就已经具有了老化的消极刻

板印象, 家庭、社会、媒体和图书资料是为人们提供消极老化态度的主要来源, 而缺少代际接触、缺乏对老化

知识的了解是人们形成老年歧视的主要原因。老年歧视会影响个体的行为、自我老化接受度、心理健康状况、

生活方式以及择业。了解老化知识信息、讨论老龄化问题, 以及与老年人直接接触等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改变

老化消极刻板印象, 并且代际接触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目前, 老年歧视的研究横向研究多, 纵向研究少; 特

点描述、干预研究多, 机制研究较少; 研究方法多样, 测量工具不同, 导致研究结果不同, 各研究间难以进行

比较, 如直接测量主观态度的老年歧视调查, 人们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态度, 而采用间接方法测量时, 人们则表

现出更多的消极态度。我国对老年歧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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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数据显示 ,   2009年
全球年龄超过 60 岁的老龄人口占人口比例 11%, 
到 2050 年 , 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22%, 很多国家
老年人数量将是儿童的两倍 (United Nations, 
2009)。中国从 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 目前
已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 13.26％, 到 2050 年, 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
口的三分之一。老龄人口已成为 21世纪国际社会
普遍关注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老化是每个

人都会经历的毕生任务和过程。而人们对老化和

老年人的态度非常复杂, 通常既有积极的又有消
极的, 而且歧视态度中又有积极歧视和消极歧视
之分(Iversen, Larsen, & Solem, 2009)。在全球范围
内, 老年人总是与大量消极特点, 如衰弱、疾病、
残障、缺乏活力、依赖性强和庞大的卫生保健支

出联系在一起; 人们习惯把社会上日益增多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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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看作是耗竭资源的负担(WHO, 2002)。早在
1969 年 Butler 就提出了“老年歧视(ageism)”这个
概念, 但是这种对老年人和老化的消极态度并没
有随着年代的变迁而改变, 甚至表现出日益提高
的趋势, 尤其对老年女性表现更为突出(Anderson 
& Han, 2009)。这显然与国际老年人年“建立不分
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主题相悖, 将严重阻碍
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不利于社会的文明与
和谐。目前, 各国都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卫生
保健等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应对老龄化问题 , 
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和身心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和提高。那么, 人们对老化的消极刻板印象是否
有所改变？本文拟从概念、特点、形成原因、对

个体的影响以及干预等方面对 2000 年后心理学
领域的老年歧视研究作一个梳理, 了解老年歧视
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1   

“老年歧视(ageism)”指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偏
见和歧视。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而且复

杂, 既包括老年歧视观念、态度, 还涉及情感和行
为。而且, 除了消极老年歧视外, 人们还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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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的积极歧视(是指有利于老年人的歧视), 
包括对老年人的恭敬行为, 如因为老年人的老化
而特别给予照顾, 为老年人开门、搀扶老年人等, 
还包括用幽默的方式应对年龄的变化, 如开老年
人年龄的玩笑、给老年人送生日贺卡等。积极歧

视也可能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Tornstam (2006)
提出的对老年人的“积极同情(pitying positive)”就
是指人们由于老年人的依赖性大和他们需要帮

助而产生的过度消极的观点 , 这些观点会导致
同情, 也会造成对许多老年人过度照顾、以恩人
自居和妥协等现象。另外, 老年歧视不仅以外在
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且更多地以内在、无意识的
方式存在。 

Iversen, Larsen和 Solem (2009)基于分析和总结
其他研究者的定义, 把老年歧视界定为“人们由于
老年人的实际年龄或者把他们知觉成年老的, 而对
老年人形成消极或积极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偏
见(prejudice)和/或者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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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也有研究者调查发现大学生普遍存在
积极的老化态度 (Narayan, 2008; van Dussen & 
Weaver, 2009), 并且对老年女性的评价要比对老
年男性的评价积极得多(Narayan, 2008; Laditka, 
Laditka, Houck, & Olatosi, 2011)。 
2.1.3  ӝ  

研究发现老年人不仅经常遭受他人的老年歧

视 , 甚至老年人自己对老化也持有“消极的自我
刻板印象”, 如他们感到自己衰退、功能丧失、社
会地位降低, 以及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负担等。
但是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又有所分

化, 58~64岁的老年人要比 40~57岁和 65~75岁的
老年人更积极、乐观些(Kruse & Shmitt, 2006)。
Cherry和 Palmore (2008)考察 18~98岁成年人的老
年歧视行为, 结果显示所有被试都承认至少有过
一次老年歧视行为, 而且三组被试(青年组、中年
组和老年组)的积极老年歧视行为都显著多于消
极老年歧视行为; 不论是积极歧视行为还是消极
歧视行为, 老年组与青年组和中年组相比都没有
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 , 
人们对老年人的歧视态度和行为往往根深蒂固 , 
并不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吴帆

(2008b)的研究则表明无论是对老化的主观认知还
是客观评价 , 老年人的满意度均高于上班群体
(22~59岁)和大学生(19~22岁)。 
2.2  ⁞  

在一些研究中, 发现了老年歧视的性别差异, 
即男性往往比女性对老化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态度

和行为。如 Allan和 Johnson (2009)的研究表明男
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更歧视老年人。Cherry 和
Palmore (2008)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女性比男性更
多采用积极老年歧视行为, 在对老年人的消极歧
视行为上男女没有差异。周丽清(2007)对大学生和
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60岁、65岁、70岁和 75
岁四个老年组)的内隐老化刻板印象进行考察发
现男性的内隐老化刻板印象程度显著低于女性 , 
也就是说, 女性比男性对老化表现出更多的消极
观念。但另外一些研究却表明男性和女性的老年

歧视态度和行为没有显著差异(连淑芳, 2004; 左
斌 , 温芳芳 , 朱晓芳 , 2007; Narayan, 2008; van 
Dussen & Weaver, 2009)。 
ע  2.3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老年歧视的跨文化研究相

对较少, 更缺乏儿童青少年阶段的研究。但是从
已有研究结果来看, 老年歧视现象基本表现出跨
文化的一致性。如 Gilbert 和 Ricketts (2008)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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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为人们提供老化信息和观念的最主要来源。

儿童老年歧视和一般老化态度的形成主要来自于

他们观察到的信息和榜样, 其中, 父母和家庭中
其他成年人是给儿童提供老化信息的第一来源。

儿童很小的时候就能观察并学习这些成人对待老

年人的态度和方式, 从而影响到儿童对老年人的
感知(Gilbert & Ricketts, 2008)。语言文化及各种形
式的媒体, 特别是图书和电视, 为人们提供了大
量关于老化和老年人的不现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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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态度的自我觉知对改变老年歧视的影响, 以及
采用哪种干预方法能更有效地改变人们消极的老

化态度。 
5.1   

要改变人们的老年歧视态度首先要明确固有

态度是什么, 并且让人们能够自我觉知到这种态
度。O’Hanlon 和 Brookover (2002)研究发现心理
学本科生上完两门老年学课程后, 虽然 70%的学
生显著改变了消极的老化态度, 但是仅有一半的
学生意识到这种改变。由此可见对老化的消极刻

板印象和信念不但根深蒂固, 而且非常隐秘, 难
以被人们意识、觉察到。因此, 进行老年歧视的
干预非常有必要首先让这种偏见表露出来, 这样
态度才有改变的可能。von Dras和 Lor-Vang (2004)
在老年心理学课程中,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以自测
的方式让学生自我揭示老化观念和态度, 同时提
供在线的老化刻板印象和偏见的社会知觉以及老

化知识的学习材料, 学生自测并在线学习后再写
一篇简短的关于这次学习经验的反思报告。von 
Dras 和 Lor-Vang 调查发现通过这种计算机辅助
教学的方式显著提高了学生对社会知觉中的老化

偏见的意识和自我觉知, 尤其对那些偏见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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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研究设计上 , 横向研究多 , 纵向研究
少。目前对老年歧视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个

年龄群体, 如学龄前、小学、青少年、大学生和
其他成人群体, 缺乏对老年歧视(尤其是儿童的老
年歧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研究。从研究结果来看, 
这些群体基本普遍存在消极的老化刻板印象, 但
是这种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已有

研究表明 2~3 岁的儿童就已经具有了消极的老化
刻板印象, 那么, 这种刻板印象形成的年龄阶段
是否有可能更早？如果老年歧视在个体发展的初

期就已经具有, 这是模仿、社会学习的结果, 还是
人类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能否从进化心理学

的角度解释老年歧视的形成与发展？目前的研究

很难对这些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虽然研究者们

都强调了改变消极老化刻板印象早期干预的重要

性, 但是并没有哪个研究明确指出老化教育干预
具体要从什么年龄开始。而通过纵向研究全面、

系统地了解消极老化刻板印象形成和发展的起点

与过程, 对施行老化教育干预、帮助儿童和年轻
人形成现实的、多样化的老化态度, 促使他们更
积极地对待老年人和老化问题具有明确的指导意

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 研究内容上, 特点描述、干预研究多, 

形成与影响机制研究较少。进入新世纪后,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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