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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

略，将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理念全面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1］。体育在应对健康关口前

移、推动老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着积极

作用 , 是党和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

关键之举。2022 年发布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大力加强老年

人配套运动场所和设施规划建设，鼓励开发适合老

年人的体育健身场地［2］。国家体育总局等 5 部门于

2023 年 5 月发布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

作方案（2023—2025 年）》［3］，以此推动我国传统体

育场馆智慧化转型，顺应国家建设数字强国、体育强

国的战略部署，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

体育场馆的智慧化建设和改造虽已成为普遍共

识［4］，但亿万老年群体的特有体育消费需求并未得

到全面关注和满足［5］，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数字技

能的相对匮乏，以及根植于心的传统消费习惯，构

成了老年人在使用智慧体育场馆时的多重障碍［6-8］。

探索影响老年群体在智慧体育场馆中的消费体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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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体育场馆高效的资源使用效率和丰富的服务功能，是应对老龄人口激增与体育需求高涨

的有效手段，但针对老年群体特有的体育消费需求与体验障碍尚未获得充分关注和系统性研究。研究

对30名老年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提炼出行动体验、数字体验、感官体验和物质

体验4个主范畴，并通过构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作用机制模型，揭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系统在塑造

老年人消费体验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体验是提升消费体验的重要阻滞；运动行为相关的行动体验

最受关注；感官体验与其他范畴联系最为密切；物质体验表征的成本和价值感知是影响总体消费体验的

重要因素。研究从建设标准、社会资源、服务环境、服务质量等方面对4个主范畴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助

力智慧体育场馆的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体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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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已成为如何高质量利用数字智能技术创新完善

老龄化社会服务体系的关键理论问题。因此，在“老

龄化”与“数字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5］，以智慧体

育场馆为背景，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利用程序化的

扎根理论，探究当前老年群体参与智慧体育场馆面

临的困境，以期为弥合老年群体参与智慧体育场馆

的“鸿沟”提出新思路，为推进智慧体育场馆“适老

化”建设提出新方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口全

面发展提出新策略。

1　文献回顾

1.1　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体育消费需求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寿命延长与闲暇时间增多，老年

运动健身市场不断增长，体育消费需求旺盛，并呈现

出融合化、多元化、社交化等特征。一方面，文体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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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健康元素的融合深受老年消费者青睐［9］，如康

复训练、老年瑜伽、冰雪运动等新兴体育项目正成为

老年人消遣放松的方式［10-11］；另一方面，老年人运动

锻炼的本地化、社区化特征依旧显著，其环境亲近性

和社区参与性须得到充分考量。

满足老年群体的体育消费需求，激活老年群体

消费市场，已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

题［12］。既有研究涉及多层面、多领域，共同推动了

老年体育产业的发展：政策层面，通过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提供财政补贴和社区服务，改善体育消费环

境和条件［13］；市场层面，研究老年体育消费市场的

需求特点、消费行为和市场潜力，激活和拓展老年体

育消费市场［14］；设施层面，关注老年体育设施的规

划、建设和管理，提高设施的利用率和覆盖率［15］；技

术层面，依托用户画像技术识别老年人的体育偏好，

创新老年人体育服务供给新模式［16］；社区层面，探

索体育支持赋能老年友好型社区公共服务建设，以

满足老年群体基本的社区体育锻炼需求［17］；健康层

面，研究体育锻炼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

交需求的影响，推广科学健身方法［18］。

然而，体育场馆作为满足老年人健康与社交需

求的关键场域，仍存在掣肘：我国城市的为老服务

行业整体发展相对落后，老年专属体育设施和支撑

条件不完善［19］；通过新建项目弥补这一短板或存在

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等问题［20］。因此，如何高质

量、可持续地解决老年人体育设施供给不足、体验不

佳的现状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2　数字化背景下智慧体育场馆的理论内涵与实

证研究

科技赋能体育衍生出智慧体育场馆、智能体育

场馆和数字体育场馆等概念，但国内对三者的概念

暂未有统一的定义［21］。大多学者对智慧体育场馆

的定义是基于韩潇等［22］提出的智慧体育概念，并由

此开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李帅帅等［23］认为智

慧体育场馆具有体育数据化、智能化、服务化特征。

研究结合现有文献［24-27］将智慧体育场馆界定为：以

数字平台为核心，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服务于大

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具备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综

合功能的体育场馆。

随着数字技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智慧体育场馆

有望成为解决老年群体体育场馆设施供需差异和

体验不足问题的关键：一是，通过大数据和智能化

分析［28］，实现个性化运动方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

特殊需求；二是，实时健康监测与反馈［29］，助力老年

人自我健康管理和风险防控；三是，数字社交平台

有助于老年群体的网络互动与社交黏性［30］；四是，

智慧管理提升场馆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31］。但是，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智慧体育场馆在适老化实践

方面还面临总量不足、分布不均，以及智慧化与老年

需求结合不紧密等问题［31-33］：一方面，我国智慧体育

场馆的建设水平与智慧化转型进程存在明显区域

差异［34］，场馆智慧化转型数量和质量都处于起步阶

段，部分地区智慧体育场馆面临智慧体育平台运营

不足、供需错配现象突出等问题［29］；另一方面，尽管

已有研究针对如何构建体育综合体的具体消费场景

满足特殊人群的体育需求进行了探讨［35-36］，但有关

体育场馆的老年群体服务体系构建研究相对不足，

老年人融入智慧体育还存在“数字鸿沟”问题［37］。

在理论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智慧体育场

馆特征内涵［38］、伦理审视［39］，以及助推城市更新的

推进思路［40］，针对老年群体数字体育场馆消费场景

及体验的研究多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层面。

综上所述，目前老年群体对体育锻炼与服务的

需求日益增长，智慧体育场馆为解决老年人的部分

体育需求提供可能。但是，老年人在智慧体育场馆

中的需求、体验及所遇障碍的讨论有待深化，且缺乏

清晰的内涵描述与系统的质性分析，尚未识别和解

释其消费体验形成的内在影响机制，导致部分政策

和措施难以精准满足其实际需求，有关智慧体育场

馆中老年人消费体验的研究亟待深入。鉴于此，研

究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构建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

费体验的理论模型，旨在揭示老年群体消费体验形

成的内在机制，为智慧体育场馆的适老化建设提供

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2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2.1　研究设计

2.1.1　调查对象

首先，质性研究注重案例样本选取的代表性，要

求选取对象具有广度和深度［41］。鉴于我国智慧体

育场馆发展分布不平衡，呈现为东强西弱、沿海发展

程度高内陆发展程度弱、南方起步早北方起步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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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34］，研究主要调查和走访南方地区如浙江省、

江苏省、广东省等不同规模类型的智慧体育场馆。

案例选取的场馆包括区域性全民健身公共场地、城

市运动休闲服务综合体、智慧体育公园等。

其次，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综合考虑被调查者

的运动年限与个体年龄，共筛选出 30 名具有长期运

动习惯（运动年限达 10 年以上）或是场馆“会员”的

60 岁以上体育爱好者（表 1），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

访谈形式包括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和线上访谈，每

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控制在 30～40 min。本次调

研一共持续 3 个月，第一阶段对编号 N1～N25 进行

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1 日～11 月 30 日。出于

后续对理论模型检验有效性的考虑以及遵循“样本

代表性原则”，增加第二阶段的调研以进一步充实

和完善研究数据，对编号 N26～N30 进行访谈，时间

为 2023 年 12 月 11 日～31 日。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表（n=30）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 （n=30）

编号 年龄 性别 地区 运动年限 学历 编号 年龄 性别 地区 运动年限 学历

N1 67 女 广州 20 初中 N16 62 男 南京 30 本科

N2 64 男 上海 15 本科 N17 68 女 宁波 30 小学

N3 62 女 广州 10 高中 N18 64 男 泉州 10 初中

N4 66 男 广州 10 本科 N19 66 男 佛山 40 本科

N5 65 男 杭州 40 博士 N20 68 男 安源 40 小学

N6 70 男 杭州 45 博士 N21 63 男 深圳 10 高中

N7 62 男 苏州 30 高中 N22 67 男 广州 15 本科

N8 68 男 深圳 20 初中 N23 60 男 杭州 30 本科

N9 66 男 南昌 10 小学 N24 66 男 武汉 10 初中

N10 67 女 深圳 20 初中 N25 68 男 厦门 25 初中

N11 71 女 长沙 40 小学 N26 68 女 衡阳 20 小学

N12 62 男 南京 30 初中 N27 66 女 珠海 10 初中

N13 61 男 无锡 20 研究生 N28 60 男 深圳 30 研究生

N14 61 男 武汉 15 高中 N29 66 男 上海 15 本科

N15 71 男 福州 20 小学 N30 64 女 上海 15 本科

最后，调研资料主要包括访谈提纲、访谈文本、

录音录像、学术文献等，均通过 Excel、Nvivo12.0 等

工具进行处理，共获得了近 8 万字原始数据。扎根

理论的研究方法主张要有经验支持但避免预置的研

究框架和研究问题［41］，为此，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

献，实地走访调查，辅以观察法和理论分析法，最终

确定了 8 个开放性问题提纲（表 2），并在访谈时做到

合理的解释与引导，以获取较为全面的访谈记录。

2.1.2　研究方法

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相比，由 Glaser 与 Strauss

表2　关于老年人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体验感访谈提纲

Tab.2　Interview outline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mart stadium 

访谈问题

1. 根据您多年的运动经历，想咨询您为什么选择智慧体育场馆？

2.  您在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过程中，该馆提供了哪些智能体育器材或智慧体育服务？这些器材或服务对于您之后继续选择该馆进行

锻炼产生了何种影响？

3. 您试图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谈谈，参与智慧体育场馆过程中给您什么样的体验？

4. 您试图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谈谈，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给您的运动产生了哪些影响？

5. 在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举例并解释说明。

6. 您在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如何解决的，解决过程的感受如何？

7. 相比于传统体育馆，您认为当前智慧体育场馆给您带来了哪些新的感受或体验？

8. 结合您身边朋友的经历，其他老年人对智慧体育场馆的评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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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扎根理论具有历史性、科学性、严谨性和流行

性等特点［42］。吴毅等［43］从扎根理论的历史起源、理

论内涵和流派之争等多角度解读扎根理论并认为：

扎根理论是一套系统的数据搜集和分析方法，强调

理论扎根于经验亦不拘泥于先前经验。

扎根理论强调理论是行动者们对现象的一种

解释，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41］。虽

然扎根理论的内部存在分歧，但综合 3 个版本的扎

根理论（表 3），发现程序化扎根理论提供了一套更

为严谨的程序与框架［43］，其作为一种解释性方法，

能够遵循实证主义范式验证变量 A 与 B 间因果关

系［44］。同时又基于符号互动和实用主义理论，通过

“行动—意义”间的交互关系，解释行动者在缺乏主

观经验的情况下构建内涵的过程［45］。由于智慧体

育场馆对老年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影响是多维的，

消费体验产生作用的机理是复杂的，老年群体参与

智慧体育场馆是一场深度交融的互动体验，因此，选

择程序化的扎根理论分析老年群体与智慧体育场

馆之间的影响机制，通过不断嵌入对原始资料的分

析，深入理解老年群体融入智慧体育场馆的历程与

感受。

表3　三种扎根理论的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three grounded theories

扎根理论的
分类

社会科学
哲学

是否质性
研究方法

研究者
形象

理论
形式

经典扎根理论 批判实在论 否 创造者 潜模式

程序化扎根理论 实证主义 是 观察者 因果关系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建构主义 是 参与者 故事

关于三级编码的过程，利用Nvivo12.0 工具，对

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Open coding）”“主

轴 性 编 码（Spindle coding）” 和“选 择 性 编 码

（Selective coding）”。为避免程序化的扎根理论因程

序不完善或不规范而导致研究信度失真，依照“过

程控制”思路［46-47］，设计编码实施路径（图 1），以确

保研究程序的可靠性。三级编码整体思路大致为

“定位初始概念→标签化→概念化→范畴化→提炼

主范畴→确定核心范畴→理论饱和度检验”。

2.2　模型构建

2.2.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要求研究人员不带任何“先入为

主”的态度和预设的结果，将原始资料“揉碎”“打

图1　程序化扎根理论实施路径

Fig.1　Program grounded theory implementation path

散”［48］，并经过反复分析比较，对原始语句进行编

码标签，这一过程主要包括标签化、概念化和范

畴化［41］。

首先，研究利用自动编码、手动编码等方式整理

原始资料，遵循“范畴一致化原则”［49］，逐字逐句提

炼并挖掘新的范畴词，为之后的理论形成提供线索。

通过对材料的处理共获得155 条关于老年人体验感

的标签化词语，用“E+ 数字”表示。其次，在标签化

的基础上，进一步剔除与主题无关的语句，将原始语

句抽象出的概念打破并精简［43］，共得到 27 条初始概

念，并用“D+ 数字”表示。最后，对提炼出的 27 条概

念化节点进行持续比较与聚类分析，提炼出 7 个范

畴化节点，用“C+ 数字”表示，开放性编码结果如表

4 所示。

2.2.2　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主要根据开放性编码的结果，进一

步分析和梳理原始资料，在已得到的 7 个相互独立

的范畴基础上，继续挖掘潜在范畴之间的联系，并进

行内在逻辑分析，最终获得更高一级的主范畴。据

此，将主题相近的范畴归纳为更具系统性的 4 个主

范畴，用“B+ 数字”命名（表 5）。

2.2.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最关键的任务是通过整合与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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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开放性编码结果

Tab.4　Open coding results

范畴化 概念化 标签化 原始资料 参考点

C1 情景环境

（4）

D1 场地硬件水平

D2 信息化技术应用

D3 场馆管理方式

D4 生态环保建设

E15 体育器材设备较新

E27 场馆数据信息不理解

E43 线下管理人员减少

E95 体育设施与绿色环保

融为一体

部分智能硬件设施感觉有点形式主义，不够实用。

LED 显示屏提供的数据我们也看不懂。

很多体育项目的管理和使用都是无人操作的，比

如刷脸进场，“先享后付”服务等。

体育馆将绿色生态环保的理念融入场馆建设中，

部分智能健身器械带有自发电功能，有些配备了

太阳能发电装置。

13
8
16

9

C2 运动感知

（4）

D5 智能体育设备的使用

D6 运动项目参与感受

D7 人机互动

D8 运动氛围

E2 体育器材功能性增强

E13 激发运动热情

E8 互动感增强

E96 科技感十足

智能跑道沿途设有智能摄像头。我们的运动轨迹、

跑步速度、体能消耗会显示出来。

当地智慧体育馆有视频回放，实时排名等，这可以

提升我的竞争性。

AI 相机可以呈现栩栩如生的奥运冠军运动员，还

可以与他合影。

场馆内外装潢很现代化，这吸引我去运动。

21

13

5

7

C3 价格观念

（3）

D9 线上优惠券的发放

D10 提供免费时段

D11 第三方平台优惠

E33 体育营销模式更新

E69 全民健身政策关怀

E64 场馆与线上平台合作

有些优惠券的发放夹杂了很多其他无关广告。

虽然会有免费时段场地提供，但是免费的时间往

往很难抢到场地，且免费时间段经常是午饭时间，

并不适宜运动。

一些平台和智慧体育馆合作，会有团购优惠。

11
13

6

C4 智能科技

（4）

D12 体育信息获取

D13 线上线下一体化

D14 人工智能技术运用

D15 虚拟体育服务

E128 运动信息的发布

E56 场馆与手机互相支持

E13 人机互动困难

E23 游戏与多媒体的介入

我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或者体育馆获取更多的运动

信息。但有时候信息过多，加上平台对于通知栏

的建设还不够完善，会带来一些麻烦。

我不得不使用手机进行线上订场、智能灯光控制

等功能。

我们那的 AI 太极拳可以和电脑互动，但会出现卡

顿，一些机器还是摆设，无法使用。

很多科技的东西我们老年人可能不太会用，像 VR
体育、AI 体育，我们老年人的身体也不太适合。

17

6

4

8

C5 心理态度

（5）

D16 自我效能提升

D17 好奇心

D18 运动安全感

D19 自我怀疑

D20 传统偏好

E86 弥补运动能力不足

E48 新型场馆的兴起

E36 安全关怀

E27 数字时代的不适感

E73 坚持原有运动习惯

体感足球设备的介入可以帮助我完成这个年纪无

法完成的动作，弥补体能的缺陷，助我重返年轻。

很多智慧体育场馆都是刚建成，很想去看看。

我感觉智慧体育馆配备的智能安全防控更能保证

运动安全。

很多新的设备不会用，不敢用，不敢问，感觉自己

比较适合用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

我更喜欢自己跑步的感觉，不喜欢有过多其他的

元素介入。

3
9

11

4

8

C6 体育意识

（4）

D21 全民健身观

D22 运动习惯

D23 健康观念

D24 运动经历

E143 体育政策鼓舞

E136 拥有长期体育爱好

E20 智能体育产品对身心

的影响

E100 特殊喜好

很多全民健身的设施更换了智能健身设备，我们

应该顺应潮流。

跑步我坚持了 40 年，现在每天都要跑步。

很多智能体育设备要利用手机、VR 眼镜、LED 显

示屏等会造成我眩晕，我不能久看电子产品。

我之前是足球运动员，所以当我看到很多体感足

球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不适应，它更像是游戏而不

是真正的运动。

12

17
13

5

C7 人际交流

（3）

D25 家庭氛围

D26 寻找伙伴

D27 赛事活动

E18 与家人产生代沟

E38 同类群体相互影响

E108 比赛名额紧张

我们家孙子还有我的孩子会一起去智能运动馆进

行团建，但我不太会玩。

我打网球约不到朋友就可以通过乐动力 App 进行

约球组队。

很多赛事采取线上报名和通知，我们老年人不会

经常看信息，会错过报名或者报不上。

5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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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与比较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故事线”中甄

别出“核心范畴”［42］。采用开发“故事线”的方式串

联 4 个主范畴，提炼出“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

验”这一核心范畴，该范畴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可统

领其他所有范畴与概念。

以“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展开，深入剖析核心范

畴、主范畴和各范畴之间的典型关系与“故事线”，

通过反复的对比分析与逻辑演绎，形成清晰的“故

事线”（表 6）：①行动体验、数字体验和感官体验可

以直接影响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②物质

体验通过感官体验的传导，间接影响老年人的消费

体验。③数字体验可以通过影响感官体验和行动体

验，进而影响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感官体

验和行动体验在此路径中起到中介作用。④行动体

验和感官体验在各自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二者产

生交互作用。

表5　主轴性编码结果

Tab.5　Spindle coding results

主范畴 副范畴 范畴内涵

B1 感官体验（3）

C1 情景环境

C5 心理态度

C6 体育意识

老年人对场馆内硬件条件、器材设施和场馆周边环境等直接感知

老年人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内心感受如好奇心、安全感等

老年人对待体育锻炼的主观认知

B2 物质体验（1） C3 价格观念 老年人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消费观

B3 行动体验（2） C2 运动感知 老年人参与智慧体育场馆运动过程中的直接身体感受

B4 数字体验（1）
C7 人际交流

C4 智能科技

人与人之间的运动交际互动

老年人运用智能设备或其他数字设备时的感受

表6　主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

Tab.6　Structure of relations between main categories

典型关系 关系结构 内涵解释

行动体验、数字体验、感官体验→消费体验 因果关系 行动体验、数字体验和感官体验直接影响老年群体的消费体验

物质体验→感官体验→消费体验 中介关系 物质体验通过感官体验间接影响消费体验

数字体验→感官体验→消费体验 中介关系 数字体验通过感官体验间接影响消费体验

数字体验→行动体验→消费体验 中介关系 数字体验通过行动体验间接影响消费体验

感官体验

↓

行动体验→消费体验

调节关系 行动体验影响消费体验的过程受到感官体验的调节

行动体验

↓

感官体验→消费体验

调节关系 感官体验影响消费体验的过程受到行动体验的调节

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

的相互影响机制，重点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

系，构建了包含 1 个核心范畴、4 个主范畴和 7 个副

范畴的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作用机制模型

（图 2）。

在探知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的影响

基础上，依据访谈资料中主范畴及其相关词语的出

现频率，利用词频分析对主范畴的影响深度进行重

要性排序（表 7）。结果显示，行动体验占所有范畴

的权重最大，其后依次是数字体验、感官体验、物质

体验。

表7　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感主范畴权重排序

Tab.7　Ranking of Main Categories of Elderly People’s Experience in 
Consuming at smart stadiums 

主范畴 提及次数 权重 排序

行动体验 84 0.42 1

数字体验 72 0.33 2

感官体验 48 0.16 3

物质体验 35 0.09 4

2.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评估质性研究严谨性的关键

步骤［50］，它要求研究者对访谈资料和文本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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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整理并对访谈资料和文本内容进行反复比较，

直至确认新收集的数据不再为理论带来新的维度、

类别或关系［51］。

研究共访谈了 30 名受访者，在第 28 份资料编码

结束后发现没有新的概念、主题和范畴出现，基本的

故事线已逐步成形。当研究者反复遇到相似的陈述

时，可以认为原始资料达到饱和［52］。为此，研究对

编号 N29 和 N30 两份资料再次进行三级编码，并重

复 3 次以确认检验的有效性（表 8）［8］。检验结果中

未有新的理论概念、范畴或类别产生，证实已建立的

编码框架能够全面覆盖 N29 和 N30 资料的内容。因

此，当第“n+1”次访谈相较于第“n”次访谈未能产

生新的理论信息时［50］，即判断数据收集已达到理论

饱和状态。

表8　理论饱和度检验的三级编码结果

Tab.8　Three levels of coding for theoretical saturation tests

编号 原始资料 概念化 范畴化 主范畴

N29
梅陇镇文体中心有两个公益收费的老年人运动健康之家，这里有

个付费的 AI 智能体测馆，简单的测试后会生成一系列体质监测报

告如血压、体成分、骨密度等。

D5
智能体育设备的使用

C2
运动感知

B3
行动体验

N30
杨浦体育场新翻修的健身步道增添了许多电子智能设备，步道跑

起步来相当舒服，最关键是什么时段都不收费，属于公共设施。

D10
提供免费时段

C3
价格观念

B2
物质体验

3　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的消费体验模型诠释与机

制分析

3.1　模型诠释

随着体育活动的社会化及社会结构的复杂化，

传统的消费体验研究框架已难以全面捕捉老年群体

在智慧体育场馆中的行为与感受。因此，探索当前

老年群体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需向外考虑宏观系

统所提供的环境支撑，还需向内挖掘微观系统的构

成要素。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恰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视角［53-54］，其基于系统观念全方位分析个体与周围

环境所产生的交互作用。借用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

生态系统理论［55］，将老年人在智慧体育场馆的消费

体验细分为 3 个层级系统：微观系统涵盖个体直接

相关的因素；中观系统包括行动体验、感官体验等

关键因素；宏观系统则提供综合支撑，反映社会运

行规则和环境对个体消费体验的影响。

3.1.1　微观系统囊括老年人消费体验的基础因素

微观系统作为基础单元，对个体发展具有决定

性影响［56］。此理论模型的微观系统囊括了与个体

直接相关的元素如运动感受、人际互动、个人价值观

念等，这些是影响老年群体消费体验最直观的要素。

第一，运动感知和人际交流归属于行动体验。

运动感知源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具体体现在老年

消费者与智慧体育场馆的互动之中，如“我在橡胶

材料打造的智慧跑道上跑步会感到更舒服”（N8）。

同时，获得良好的运动感知是老年人参与场馆锻炼

图2　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作用机制模型

Fig.2　A model of the mechanism acting on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of smart stadium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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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我更注重场馆是否能够满足我的运动需

求，是否为智慧体育场馆并不重要”（N14、N20）。可

见，无论体育场馆的建设采用传统还是科技手段，最

重要的是能为消费者营造一个舒适的活动环境，进

而为参与者获得良好的运动感知提供平台。另外，

体育运动具有社会互动性、趣味性［57］，为参与者创

造人与物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访谈发现，相

比年轻群体，老年人更加注重人际交流，如“智慧体

育场馆的小程序能帮助我寻找趣味相投的‘运动搭

子’”（N5）、“智慧体育场馆线上平台和线下交流活

动把我们老年人聚到了一块”（N19）。智慧体育场

馆的出现为原本难以寻找运动同伴的老年人提供交

流平台，扩展了他们的运动社交网络。

第二，价格观念从属于物质体验范畴，表现为老

年人对参与智慧体育场馆活动所需费用的主观认

知。个体的价值观在参与智慧体育场馆中直接影响

其对体育活动花费的态度与选择，不同个体对于体

育活动的物质成本有着不同的感知。研究揭示，老

年人对体育活动的价格较为敏感，比如“全民健身

免费时段吸引我参与智慧体育场馆”（N15）、“武汉

当时发放的线上优惠券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大批群

众参与冰雪运动”（N16），这表明价格观念是影响老

年人参与智慧体育场馆活动态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三，情景环境、心理态度和体育意识构成了

感官体验。视、听、嗅、味、触 5 大基本感觉建立了个

体与外界信息交换的基本桥梁，这里的情景环境主

要指老年人的五感对场馆环境、设备等直接感知。

如 N7 表示“苏州奥体中心场馆的建设科技感十足，

能体验到科技造就体育的魅力”，智慧体育场馆借

助数字化及高科技应用场景，能够提升老年群体的

感官体验。同时，智慧体育的发展推动体育消费体

验场景化、智能化、精细化，进一步激发消费者在参

与体育活动中的第六感［58］，刺激消费者的心理与体

育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经验的积累，老年

群体对体育活动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心理偏好，部分

老年人因保守的心理态度对智慧体育场馆表现出

抵触，如“传统体育场馆已经能满足我的运动需求。

智慧体育场馆反而过于花哨，有时球场的智能灯光

调节还不够灵敏”（N28）。可见，心理态度会直接影

响老年人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动机。此外，老年人

对于智慧体育场馆体育活动的主观认知，即体育意

识，会影响其使用智慧体育场馆的心理态度。正如

N6 所言“智能体育设备已成为大趋势，我们不能违

背社会的发展”，若老年人秉持开放的体育意识去

迎接数字体育时代，会更乐意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

体育活动。

第四，智能科技运用是数字体验维度下的微观

元素。智能科技运用涉及老年人操作智能体育设备

及体育科技产品的能力。研究发现，老年人对智能

科技设备的掌握程度显著影响其数字体验的质量。

部分老年人对智能体育设备的使用持回避态度，担

心因操作不当而产生心理压力，如“场馆添加的智

能椭圆机不太会使用，我也不好意思询问年轻人”

（N11）。科技赋能体育设备的同时也会给老年人的

运动感知带来“负能”，这表现在“一些智能健身器

材我看不懂使用说明，扫码偶尔也不灵敏，只能瞎

练”（N24）。当然，积极的体育意识会对老年群体智

能科技设备的使用带来正效应，“我们能使用好智

能手机就能使用好智能体育设备”（N17）。因此，智

能科技的使用与老年人的心理态度、体育意识及运

动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3.1.2　中观系统涵盖老年人消费体验的关键因素

中观系统扮演着桥梁角色，既承接微观系统中

老年人的具体消费情境，又为宏观系统提供理论支

撑。中观系统涵盖了影响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

体验的 4 大关键因素，即行动体验、数字体验、感官

体验和物质体验。

行动体验指的是参与者在体育消费过程中直接

的身体感受。根据表 7 频数统计可知，老年人尤为

关注智慧体育场馆所带来的行动体验，这表明他们

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实际获得的身体

感受。智慧体育场馆通过提供智能化健身器材及安

全监控系统，为老年人运动锻炼提供了科学的平台

和安全的保障。如 N1 所言“二沙岛体育公园所提

供的智能健身器材会有动作指导，这能让我感受到

科技促进科学运动的作用”，又如“智慧游泳馆的防

溺水措施提升了我游泳的安全感，减少我运动时带

来的偶然风险”（N14）。此外，体育活动是老年人社

交圈拓展的重要途径。在智慧体育场馆，老年人能

够更便捷地结识多样化群体，丰富社交生活，并通过

人际互动提升行动体验。

在数字体验方面，尽管其提及频率次于行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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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但数字体验是影响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

验的关键因素。智慧体育场馆为老年人提供了数字

化的服务、设备与场景，从而带来有别于传统体育场

馆的数字体验。但老年群体对智慧体育场馆的数字

体验存在个体差异，如 N12 表示的新鲜感，“第一次

使用 AI 智能体测馆，它既能运动还能查看自己的体

质监测报告，感觉很新奇”；N26 表示的恐惧感，“我

感觉一些 VR 科技、AI 科技设备很恐怖，我不太能适

应”；N28 表示的困顿感，“像 VR 体育、智能体侧仪

等科技设备让我感到花哨，使用起来也麻烦”。在

数字体育时代下，老年群体不单是数字体育的被动

接受者，亦可能是积极参加智慧体育活动的引导者，

如 N17 所言，“我们能用好手机就能学会使用智慧

体育设备”。总体而言，个体对智慧设备的态度及

其数字技术掌握程度共同决定了数字体验的差异。

就感官体验而言，智慧体育场馆通过数字化场

景构建，优化老年群体的感官体验。以智慧体育为

技术背景构建的场景能让消费者在运动过程中形

成对场馆的初步印象，如“‘蔚来’体育公园的智慧

照明系统可以根据人流和光照情况调节公园的照

明和色温，这让运动环境瞬间高级起来”（N29），从

而影响消费者对体育场馆的选择和判断，“先进的

智能健身器材比小区那些传统器材有更好的触感”

（N14）。大多数老年人表示，智慧体育技术的融入

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在智慧体育场馆的感官沉浸，丰

富了他们的运动场景。

尽管物质体验的提及频率不高，但仍是消费体

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物质体验涉及老年群体对于

在智慧体育场馆中参与活动所需费用的接受程度及

相应的消费观念。该体验反映了老年群体对经济

成本、科技便利性和高品质体验价值的权衡。研究

发现，老年个体在物质体验的认知上呈现差异。譬

如，一些老年人会执意追求免费的全民健身场地，认

为运动应该是低成本的活动，“若不是政府发放体

育消费券，我不会花费大价格体验室内恒温的滑雪

场”（N16），“为更好地普及全民健身，一些智慧体育

场馆应当延长免费的开放时间”（N15）。而另一些

老年人则对智慧体育场馆参与过程中的物质成本持

有较为宽松的态度，“要是花点钱就能享受更高级

的运动环境和更先进的运动设备未尝不可”（N21）。

老年人对于物质体验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但大多

围绕“价格”方面展开讨论。

3.1.3　宏观系统提供老年人消费体验的综合支撑

宏观系统不仅决定了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则，

还为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中的元素提供了共享环

境［55］。具体而言，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是

在智慧体育场馆这一宏观系统支撑下产生的。一方

面，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的运作影响宏观系统［59］，

可以反映出老年人对场馆的整体感受与价值观，从

而影响宏观系统的运行和改革；另一方面，宏观系

统的变化也会对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产生影响［59］。

当智慧体育场馆这一宏观系统产生变化，如场馆环

境改变、政策制度调整、数字技术转型等，都会对老

年群体的消费体验产生影响。

3.2　机制分析

由上文模型与分析可知，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

宏观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老年

人的综合体验并指向中心概念——老年人智慧体

育场馆的消费体验。

首先，行动体验、感官体验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消

费体验。行动体验对消费体验的直接影响体现于大

多数老年人参与智慧体育场馆旨在满足锻炼需求，

“智慧健身步道、智能健身器材能给我不一样的锻炼

体验，这些设备和场地更高级，锻炼效果感觉更好”

（N1、N9、N11），当他们行动体验得到满足时，会产

生积极的消费体验。同时，老年人因共同的运动兴

趣可以形成天然的话题，并依托智慧体育场馆满足

其运动需求，结交志趣相投的运动爱好者，如“我的

网球‘搭子’是通过智慧体育场馆的线上平台认识

的。我可以借助系统匹配相似水平的球友”（N23）。

可见，良好的行动体验促使老年人主动融入智慧体

育场馆的互动情景中并产生积极的消费体验。相

反，一些地区智慧体育场馆建设还处于雏形期，存在

“重建设轻应用”［31］等问题，从而带来消极的行动体

验，如“我在智慧跑道上锻炼的数据不准确”（N18），

“一些智能健身器材竟然没电，无法启动”（N19），进

而影响老年群体的消费体验。另外，在感官体验方

面，部分老年人因身处优质的运动环境“智慧体育

场馆充满科技感”（N7）、“智慧体育场馆拥有更高级

的环境”（N29），其感官体验得到极大丰富和刺激，

从而催生出积极的消费体验，这说明更好的感官体

验能够直接促进消费者的复购、推荐等行为［6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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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些老年人由于场馆高度科技化（AR、VR、

MR 等体育设备）带来感官体验上的冲击如眩晕感、

疲劳感等，使他们难以享受智慧体育场馆提供的服

务。还有些老年人对个人隐私信息如人脸识别、运

动数据的上传抱有提防心态，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消

极的消费体验。

其次，行动体验和感官体验在影响消费体验的

路径上，还存在交互影响的调节作用。一方面，行

动体验至消费体验的路径传导过程中，感官体验起

到调节作用。感官体验提供了个体行动所需的直

接信息［61］，老年人在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会受到场

馆环境和设备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如“二沙岛智慧

体育公园的绿色生态环境给我非常清爽的运动感

受”（N4），从而调节个体的行动体验。另一方面，感

官体验至消费体验的路径传导过程中，行动体验起

到调节作用。“智慧体育场馆里的高尔夫模拟机让

我体验到挥杆的快感以及3D 效果带来的视觉冲击”

（N5），老年人在亲身体验了某项智能体育设备时，

可能会激发对该设备的感官体验，这种由行动体验

唤醒感官体验的过程是自然形成的［62］，即个体在产

生行动体验时，感官会受到刺激，进而对消费体验产

生影响。

数字体验可以直接作用于消费体验，并与感官

体验和行动体验联系紧密。老年人通常被视为数字

技术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场馆内数字体育技术

及智能化体育设备的影响［8］。由于对智能体育设备

操作的不熟悉或对数字技术的本能抵触，老年群体

大多经历过负面的数字体验，这成为他们获得积极

消费体验的阻碍。此外，部分智慧体育场馆还存在

人机交互功能缺陷，“我觉得人脸识别技术对我们

老年人不友善，经常刷不了脸”（N26）；健身器材便

捷度不佳，“使用器材要下载 APP，注册操作繁杂，

一些运动数据上传很慢”（N13）；测量精度或数据处

理准确性不足，“‘运动健康之家’的健康数据和我

医院体检数据有差异”（N1）。这些问题进一步阻

滞老年人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同时，数字技术运

用能力的高低会影响老年人的行动体验，“很多体

育科技设备如智能体侧仪等我们不会用，所以达不

到运动需求”（N17），行动体验作为中介，其效果会

传导至老年人的消费体验。类似地，数字体验亦通

过影响感官体验，进而作用于消费体验，如 N8 表示

“城市智慧跑道比传统跑道建设得更漂亮，周围环境

赏心悦目，这能激发我锻炼热情”，场馆的“科技感”

在无形中影响老年人的感官体验。

最后，物质体验直接影响感官体验，并通过感官

体验影响老年群体智慧体育场馆的消费体验。由于

代际差异，老年人往往形成节约型消费观，对于包

括体育在内的娱乐性消费持有保守的态度［63］。访

谈资料显示，大部分老年人若用较低的价格便能满

足锻炼的需求则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如“在全

民健身免费时段进行锻炼让我觉得‘赚了’”（N14），

“因为购买了体育中心优惠券，我才有机会花费低价

格体验智慧体育馆”（N23）。较低经济成本参与体

育锻炼较容易使得老年人感受到愉悦，在感官层面

表现为“赚到了”的快感。相反，当参与锻炼的花费

超过老年消费者的预期，则会产生消极的感官情绪。

4　智慧体育场馆适老化改造对策建议

通过扎根理论构建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

验作用机制模型，初步厘清行动体验、感官体验、数

字体验和物质体验 4 个主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影

响关系。研究发现，数字体验可能成为老年人产生

良好消费体验的阻滞因素。老年人当下最关心行动

体验，感官体验在模型中与各范畴联系密切，但场馆

还缺乏对老年人行动体验与感官体验的关怀。尽管

物质体验只对感官体验产生影响，却是老年人智慧

体育场馆消费体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1　精准优化老年群体行动体验，制定人性化建设

标准

老年群体参与智慧体育场馆的实践中，倾向于

关注通过该平台所能获取的行动体验。因此，场馆

首先需制定并实施针对性建设标准，确保智慧体育

场馆的设计与布局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

这需要在遵循普遍适用原则的同时，细致入微地结

合地方实情，既追求设施的全面覆盖，也不忘细节处

的人性化考量。比如，通过征求社区长者的意见来

定制适老化的运动设施。其次，强化行动便捷性。

通过科学规划场馆内部流线与设置辅助通行设施，

减少老年用户的行动障碍，让场馆真正成为他们乐

于探索与享受的空间。另外，场馆还可以推广智能

辅具的应用，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如智能导航手

杖、跌倒预警系统等，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可靠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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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增强他们在智慧体育场馆内的行动体验。

4.2　重点增强老年群体感官体验，多方位利用社会

资源

由上文模型分析可知，感官体验与其他范畴联

系最为密切。老年人若能获得良好的感官体验将有

助于提升其他维度的消费体验。首先，营造良好的

体育消费场景，首要任务是营造舒适的环境氛围。

通过调整光线柔和度、优化音响效果及选用适宜的

温湿度控制系统，确保场馆内环境对老年群体友好，

满足其视觉、听觉及体感上的舒适需求。其次，场馆

还可以利用科技赋能感官享受，如与科技企业携手，

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触控屏幕与语音交互系统，

简化操作流程，使信息获取与设备操控更为直观便

捷，提升互动体验。最后，场馆需注重个性化健康服

务供给。结合医院或政府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为

老年人定制专属的感官刺激方案，如设置放松疗愈

的音乐角、视觉放松区等，全方位关照其身心健康，

让每一次场馆体验都成为一次愉悦的感官之旅。

4.3　全面提升老年群体数字体验，创建友好型服务

环境

数字体验在老年群体追求良好消费体验的过程

中成为主要的阻滞因素。因此，体育场馆需致力于

对数字化平台、技术及设计服务进行深入的适老化

改造，以确保老年群体能够顺畅舒适地享受数字化

带来的便利从而提升其整体的消费体验。首先，场

馆应遵循适老化设计原则，针对老年人特点优化智

能设备与应用程序，如开发直观易用的互动界面，精

简操作步骤，确保每位老年用户都能轻松驾驭数字

工具，无碍享受智慧服务。其次，融合感官亲和科

技，将其应用于场馆内设施配置，如视听辅助的健身

器械，并辅以清晰明了的可视化指南和语音提示，这

既可以消除数字操作的隔阂感，又增添互动乐趣，让

技术真正服务于民。最后，场馆应建立数字能力培

育体系，定期举办面向老年人的智能设备操作培训

和体验活动［64］，通过面对面教学与模拟实操，逐步

提升其数字素养，缩小代际技术差距，让老年群体于

智慧体育场馆的每一步操作都能体会到便捷的数字

体验之旅。

4.4　切实关注老年群体物质体验，增进综合性服务

质量

老年群体的物质体验是场馆改造升级不容忽视

的因素之一。在优化和更新场馆设施与服务时，必

须充分考虑并满足老年群体在物质层面的需求与体

验。保障老年群体拥有良好物质体验的关键在于实

施综合策略，切实提升智慧体育场馆对老年群体服

务的整体质量。首先，依据老年人体能特性优化硬

件，定制安全舒适的设施，体现对老年人需求的深度

关注。其次，增值服务升级，包含个性化训练、时段

优惠与健康指导，以高性价比与人文关怀提升其参

与度和满意度。最后，创新管理策略，运用智能价格

调整机制，依据大数据动态设定闲忙时段费用来引

导锻炼时间选择，平衡资源分配，确保各时段体验质

量。当场馆综合提升其服务质量并不断打造增值服

务，有利于迎合老年人的消费观念，以此打造良好的

物质体验。

5　结束语

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对 30 位定期参与体育活

动的老年人进行深入访谈，并通过三级编码构建智

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作用机制模型。该模型深入揭

示了老年群体的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内在机制，

识别出行动体验、数字体验、感官体验和物质体验 4

个主范畴以及 7 个副范畴。

机制分析表明，行动体验和感官体验直接促进

老年人的消费体验，而数字体验和物质体验则通过

与其他范畴的交互作用间接影响消费体验。社交性

和环境适应性在行动体验中尤为关键，智能科技掌

握程度和价格敏感性在数字体验和物质体验中发挥

重要作用。研究还发现，技术应用的局限性和对成

本的敏感性是当前智慧体育场馆在满足老年人需求

方面面临的挑战。同时，数字技术的可访问性障碍

和经济成本考量对老年消费者的体验产生了显著影

响。基于这些发现，为智慧体育场馆“适老化”建设

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建议。

但研究难免存在局限性，虽已采取多种策略以

增强原始资料分析的可靠性，如组建独立数据分析

团队、实施理论饱和度检验以及通过团队成员间的

深入讨论来确保三级编码名称解释的精确性，但作

为质性探索，完全消除主观偏见仍是一个挑战。未

来研究可结合定量方法，对老年人智慧体育场馆的

消费体验进行混合研究，以提供更全面的见解和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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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Distribution Mode of Sports Events Supervision Ent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l Rights" Theory

LIU Weiyu， HUANG Haiyan

（Shangha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ports and Health Indust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distribution mode of sports events supervision entitie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nstructing modern sports events supervision system. Applying the control rights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of sports events in China， and deconstructs the requirements of “whoever approves， hosts and is in 
charge is responsibl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① In the system design， the idealized power distribution for sports event 
supervision entities in China is “administrative outsourcing” or “loose correlation”， while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there are three models： “ strong correlation “， “administrative outsourcing” and “ loose correlation “； ② At present， the 
control rights distribution mainly has problems such as vague goal setting for event supervision， differences in supervision 
models for similar events， and unclear boundaries of event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sports and other departments； 
③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trol rights allocation of sports events supervision in China include： the separation 
i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e level of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projects，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local sports departments， and the focus of sports events supervision； ④ Sports events supervision in China will gradually 
transform into a hybrid system with clearer boundaries， and then gradually return to the ideal and normalized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hased and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events 
supervision， further clarify the supervision objectives， an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capacity building of local 
sports departments， and embed the digital platfor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vision subject.
Key wor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supervision mode； supervision objective；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sepa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boundaries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Smart Stadium Consumption Experience of Elderly Peopl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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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ir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and variety of service functions， smart stadiums are widely recognised 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coping with the surge in the ageing population and the high demand for sport.However， sports consumption 
demands and experiential barriers specific to the elderly have not ye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making them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In this pape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30 older adults， and four main categories of action experience， digital experience， sensory experience and material 
experience were distilled through programmed grounded theory.And it also uncovered the role of the macro-level， meso-
level and micro-level in shaping the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 by constructing a model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in smart sports stadiums.The study found that： digital experiences were a significant deterrent 
to enhancing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action experiences related to motor behaviour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 
sensory experiences were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other categories； and cost and value perceptions characterized by 
material experiences we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experience.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for the four main categories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standards， social resources，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to help smart sports venues adapt to aging and enhance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of 
elderly people.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smart stadium； elderly peopl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elderly friendly； sports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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