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一
度

20 2 1

年3

月9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庞

猛

责
任
校
对

汤

娜

技
术
编
辑

宋
凯
元

新
闻
热
线
：31 5 5 6 68

3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1、招聘要求：①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建筑、土木、工民建类相关专业；②有市政工程管理经验者优先；③熟悉国家
相关政策法规，具备与岗位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和CAD制图软件；④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
2、招聘人数：10人 3、招聘岗位：市政、建筑工程技术员 报名方式：18643962777 李总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诚聘市政、建筑工程技术员

手机怎么重启？怎么删除文
件？为啥打着打着电话，突然没
声音了？屏幕上的“小房子”是干
吗的……老年人学习智能手机，
热情很高，但在熟练程度上，始
终无法和年轻人相提并论。具体
的学习过程中，更是一步一个

“坎”。

“认识手机”
是入门第一关

认识手机怎么会是一关呢？
对于很多刚开始学习智能手机
的老人来说，这确确实实是一
关。

市老年大学智能手机课刚
开班的 2016 年，有位学员在开
班之后不久，向老师李德提出了
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怎么重启
手机？

李德介绍，当时来上课的大
部分学员，使用的手机都是孩子
们替换下来的。

“老年人比较过日子，很少
有用新手机的，因为用的是旧手
机，所以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比
较大。”他记得很清楚，“当时，那
位老人的手机死机了，我就告诉
他重启就可以，但是他完全不知
道怎么重启。”他只能一步一步
地教这位老人完成了手机的重
启。

手机上各个插口分别是做
什么用的？怎么删除文件？怎么
切换前后摄像头……一些在年
轻人看起来特别简单的问题，都
会给一些老年人带去困扰。

例如，调节音量大小，这个
“只需要按按按钮的事儿”，老年
人有时候也会弄不清楚。为什么
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原来，他
们的手不像年轻人那么灵活，接
电话时可能会不小心按到侧面
的音量按钮。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的老人，就会惊讶地跑来问老
师：“怎么刚才还好好的，说着说
着话就没声音了呢？”

当时来上课的老人，很多都
是只知道有智能手机，但是从来
没使用过。有一些老人甚至会带
着两个手机来上课：一个是老人
机，另一个就是孩子给买的智能
手机。“就为了来学习怎么用智
能手机。”

还有一种情况是：老人先来
学习，听了一段时间的课之后，
就会向老师咨询，买什么样的智
能手机合适。

“图形语言”
是个思维关

拿到了新的智能手机，新的
问题又出现了：手机上各种各样
的图标是什么东西？怎么用？

很多老年人，第一次面对手
机上花花绿绿的图形时，会有抑
制不住的好奇。“这个小房子是
干吗的？旁边的三条横线呢？”李
德刚解答完这边老人的问题，那
边老人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
我的手机上没有他说的那些标

志？”“我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
怎么这屏幕上就完全不一样
了？”

老人们对手机上各式各样
的图形及文字，还会产生一种惯
性的认知：同样是一个软件，图
形稍微有点变化或者文字有少
许差异，他们都不敢确定是不是
一回事。

“比如同一个功能的软件，
有的手机上叫应用市场，有的手
机上叫应用商店，但是对于一些
老年人来说，这就超出了他们的
认知。”李德说，有时，两个手机
只有细小的轻微的差别，但在老
人看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于这种极端的情况，李德
最初时只能让老人们“先记住就
行。”“信封就是邮箱，话筒就是
打电话，表盘就是时钟，两个像
人脸的小气泡就是微信……不
管在什么手机上，都差不多。”时
间长了，严谨细致的老人们开始
逐渐适应这种“不求甚解”的状
态：大致相同的图标和文字，基
本就代表相同的意思。

现在谈起这些，李德笑着
说：“这都已经是当年的事儿了，
算是‘上一个时代’了。”

如今，老人们面临的问题主
要是：各品牌手机的操作系统不
太一样。比如说，备份通讯录、截
图等功能，不同的手机，操作的
方式肯定不太一样。

对于类似的情况，李德会借
助通用的第三方软件来教学，以
达到“求同存异”的目的。

还有“怕出事”的
心理关

对于不会重启手机的老人
来说，“联网”就是一个更“高级”
的操作了。

关于这方面，李德安排的知
识点有：什么是WIFI？怎么连接
WIFI？连接WIFI的目的是什么？
流量是什么？怎么去控制套餐里
的流量使用？怎么识别现在使用
的是流量还是WIFI……

李德说，最初上课时，好多

老人不知道什么叫流量，也不知
道怎么在套餐流量和WIFI之间
进行切换。“有一些老人使用了
一段智能手机之后，就会问这个
智能手机怎么那么费钱呢？其实
就 是 他 们 不 知 道 怎 么 使 用
WIFI，经常是在使用超出套餐
包的额外流量。”这种经历，甚至
一度影响了个别老人使用智能
手机的积极性。

这个键能不能按？点了之
后，手机会不会中毒？对于智能
手机的各种功能，老人们很好
奇，都想用，但是也都担心其安
全性。

“他们心里没谱，不敢轻易
去尝试，就是怕出错，怕弄坏了

手机。”李德说，上课时，他会先
让老人们了解这些功能，知道怎
么安全使用，然后鼓励老人们去
尝试。比如说下载软件，就告诉
他们，不要去浏览器上下载，而
是要通过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
去下载。

对于小额免密支付功能，通
常情况下，李德建议老人们取消
这个功能。“每次消费时都输入
密码，这样一来，可以提高安全
性。”

此外，李德还发现，很多老
人对于更换电话号码，从来没当
作一回事。

不少老人会像以前一样，觉
得这个套餐不划算了，就会直接

换一个电话号码。他们根本不知
道，作为网络实名认证的重要手
段，手机号码在一定程度上相当
于一种身份证明，跟日常使用的
各种软件深度绑定，可以用于更
改密码等多种操作。

为此，李德专门在课程里加
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如果要更换
手机号码，一定要先办好新卡，
把所有与旧手机号码绑定的各
种系统账号转移过来，再对旧电
话号码进行注销。

在讲解各种手机安全使用
事项的同时，李德也通过各种方
式告诉老人们：智能手机能增加
生活上的乐趣，是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工具。

老师也要“过关斩将”

最初，全国都没有专门的智
能手机教材，课程内容的设置只
能靠各地的老年大学来探索。于
是，在开课之前，李德和同事们
把周边的老年大学基本转了一
遍，就是为了学习、借鉴人家的
课程设置情况。

说明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
教材，但是大部分人会忽视说明
书。一方面，密密麻麻的文字、简
单的示意图，对于年轻人来说意
义不大，可对于老人来说又不太

“友善”。另一方面，说明书里面
会有一些专业的词汇，读起来很
晦涩。李德说：“老人不会主动去
学这个东西，但是你给他讲的时
候，他会认真地学。”

除去“掰开揉碎”了讲解说
明书，李德也会尽力寻找其他学
习内容。

每次开课，李德都会让学员
们花5分钟至10分钟时间，做一
个调查问卷，了解他们想要学习
到哪些知识点。“无论是从网站
找到的，还是出去考察时了解到
的，凡是能想到的手机功能，我
都会罗列出来，让他们去选择想
学哪一个。”

几年下来，他发现，老人们
关心的问题，基本上都与生活有
关。“主要是怎么下载、安装软
件，怎么清理内存垃圾，怎么拍
照、录视频……”

李德还经常告诉老人们，一
定要更新手机软件。一方面，因
为只有更新了软件，才能使用新
的手机功能，不实用的功能才会
去掉。另一方面，及时更新软件，
手机上图标样式、功能使用等都
不会变动很大，相对来说也容易
接受。

一些老人觉得，频繁的软件
更新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我好
不容易才学会了，一更新，我又
不会用了”。对此，李德会和老人
们耐心解释。时间长了，老人们
对智能手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开始适应手机软件的各种小幅
度更新，甚至开始尝试自行解决
问题。

李德认为，老师的教学，只
能让老年人学会一部分知识。同
时，老人们还要积极去使用智能
手机，去尝试接受新事物。另外，
子女们也要耐心地教给老人们
一些新知识。“只有多方合力，老
人们的生活才能更充实、更幸
福。”

手机怎么重启？为啥打着打着电话，突然没声音了？手机上各种各样的图标怎么用？

老年人学智能手机，要过几道关？
本报记者 霍钢杰

认真听老师授课认真听老师授课。。

对着手机操作一番对着手机操作一番。。

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操作一边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