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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神养老的“关联性”需求探究

马  华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艺术系，江苏苏州 215104）

摘要：“精神养老”是我国弘扬中国传统敬老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全社会养老的一个焦点问题。为了推进“精神养老”工作在实践层面

的落地与发展，本文基于已有的精神养老相关研究理论，进行实践探索与研究。从“精神支持”和“精神满足”两个方面，基于五个用户

维度，分析用户需求，并探索精神养老领域用户需求特有的“关联性”。本文总结出用户需求特有的“关联性”体现在需求行为主客体的

关联性、不同主体需求的差异性和不同层次需求的矛盾性这三个方面。这种独特的“关联性”为进一步的劝导设计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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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

快，全社会的养老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其中

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就是精神养老问题。老

年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供养，还有精神

上的尊重和关怀。因此，“精神养老”的概

念近年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除了

国家政策、法规等“硬机制”方面的考量，

如何弘扬中国传统的敬老文化，如何真正地

满足老年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如何更好地

提供精神养老 “软机制”方面的服务，已

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既包括老年人

从家庭、社区、社会等层面所获取的尊重、

交流与沟通等方面的精神支持与服务，也包

括老年人自身对精神愉悦、社会参与、自我

价值实现等精神层面的诉求。而现阶段，这

些需求在现有的社会养老活动中并没有很好

地被满足。究其原因，在家庭层面，子女因

主、客观原因，敬老意愿难以达成，往往忽

略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在社区层面，重视生

活方面照顾，缺乏精神养老方面的专业人才；

在社会层面，敬老礼俗有待强化，激励机制

有待完善。

本文从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需求出发，着

重从精神支持、精神满足等方面，对于相关

参与活动的主客体进行用户体验研究。利用

有效的用户体验研究方法对不同用户需求维

度和不同环节中存在的关联性问题和特征进

行梳理和探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的设

计实践提供有效的支撑，改善精神养老服务

的有效性，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水平。

一、精神养老

精神养老概念，是对我国悠久的尊老敬

老文化的直接传承。近年来，很多学者重视

精神养老方面的研究。陈昫在《系统论视角

下的敬老文化与精神养老》中认为，精神养

老作为敬老文化的载体，在其内涵与外在表

现形式等多个方面，均体现出了敬老文化的

内在本质要求。精神养老具备了文化内涵、

养老模式、行为方式、关系模式四个方面的

典型特征。

秦安兰在《需要层次理论视域下敬老文

化的发展困境及其纾解》中认为，当代敬

老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有三：现代社会中

老年人地位由权威转变为弱势；现代社会压

力下子女的敬老意愿难以达成，传统敬老观

念淡化；现代社会中敬老礼俗淡化，敬老制

度不健全。赵素梅在《养老机构中精神养老

服务内容研究》中指出，老年人的需求是逐

渐递进的，并呈动态性变化；具有个体差异

性特点；老年人心理、精神需求快速增长；

老年人最迫切的精神需求是沟通与亲人的关

照；老年人最大的精神需求是融入社会，参

与各项活动。陈昫在《城市老年人精神养老

研究》中总结出精神养老可以遵循精神支持、

精神满足与精神诉求分类的原则，并且兼具

层次性与非层次性的特征。

左美云教授在《智慧养老对老年人需求

支持分析》中提出在养老资源与急剧增长的

养老需求存在很大矛盾的当今社会，有效地

识别老年人地养老需求尤为重要。目前的各

种服务在对精神、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支

持不足。

杨盛菁等在《国内老年人口精神养老研

究文献的调查分析》中表明，精神养老的研

究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经过抽样发

现，现阶段我国对于精神养老大部分文献局

限在理论研究方面，缺少精细化实践方面的

研究。这将是我国精神养老领域的重要研究

方向。

二、精神养老用户需求

基于陈昫提出的养老模式视角下的精神

养老，其具体形式包括精神支持和精神满足

两种类型。

其中，精神支持类型是“他人供养”的

直接体现。这种类型的行为和活动的主体

为“他人”。精神支持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有老伴、子女、志愿者、陌生人等。因此，

根据主体（支持来源）的不同，分为亲情支

持、友情支持和社会规范驱动性支持三种类

型。另一种类型，精神满足类型，是从老年

人自身出发，老年人以“参与”的形式，主

动寻求精神满足。这类行为的主体是老年人

自身，是“自我供养”方式的直接体现。城

市老年人在精神满足方面，其需求包含三个

层次：初级层次的打发时间、中级层次的自

我价值实现与精神愉悦以及最高层次的精神

升华。根据“精神支持”和“精神满足”这

两类需求的不同行为主体，将用户需求分为

五个维度。

（一）精神养老需求的五个维度

本研究从与精神养老活动及服务的不同

行为主客体出发，将用户需求分为五个维度，

分别为：老年人、家庭、朋友、社区与社会。

老年人维度，即从老年人自身出发，以老年

人自身为主体的精神养老需求；家庭维度，

图 1  精神养老需求类别与用户需求维度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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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老伴、子女和保姆等；朋友维度，即老同

事、同学和其他各种朋友；社区维度，即邻

居、街道组织、社区志愿者等；社会维度，

即生活中接触到的陌生人、不同人群和老年

学校等。这五个维度的用户互为精神养老活

动与服务的主客体，形成了五个不同维度的

精神养老用户需求。这五个维度与精神养老

模式中的精神支持和精神满足两种类型的对

应关系，如图1。从图1可以看出，体现“他

人供养”方式的“精神支持”需求，其行为

主体来源于“他人”，对应于家庭、朋友、

社区和社会这四个维度。亲情支持，对应家

庭维度；友情支持，对应朋友维度；社会规

范驱动性支持，对应于社区和社会，两个维

度。体现“自我供养”方式的“精神满足”

需求，其行为主体为老人自身，对应的是老

年人自身的维度。这五个维度中，“老年人

自身”与其他四个维度，其需求活动及行为

是互为主客体的。

（二）精神养老需求的“关联性”

精神养老主题下，五个不同维度的用户

需求，其活动与行为互为主客体。因此，他

们的需求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的特征。即

五个维度的用户需求，是相互关联的。具体

来说，这里提到的“关联性”，包含了需求

的主客体之间的关联性、相关联的不同主体

间存在的需求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层次需求

之间的矛盾性这三个方面。

在针对苏州地区的 100 位 65 岁至 80 岁

老年人，进行了访谈调研等用户研究工作后，

总结出 38 个城市老年人在“精神满足”方

面的用户需求，如图2所示。38个用户需求，

其行为和活动主体为“老年人自身”。 同

时，这些用户需求根据其内容方面的不同层

级性，分为三个层次，初级需求、中级需求

和高级需求。其中，1.1-1.20，20 个需求

属于打发时间的初级层次的需求，2.1-2.12，

12 个需求属于自我价值实现的中级层次需

求，3.1-3.6，6 个需求属于精神升华的最

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1. 需求的主客体关联

老年人精神满足方面的需求，与“家

庭”“朋友”“社区”“社会”四个维度的

用户需求有着紧密的对应与关联。例如，老

年人的需求与家庭维度的对应用户包括老人

老伴、老人子女等与老人在家庭生活环境中

接触的对象有着紧密的关联。如图 3 所示，

老年人与家庭维度中自己的老伴相关联的精

神养老需求。在打发时间的初级需求层次，

与老伴相关联的需求，即老人对老伴的行为

需求，包括 (1.1) 一起外出散步、(1.2) 一

起在家看电视、(1.3) 向老伴倾诉心里话、

(1.20) 一同外出休闲旅游。在自我价值实

现的中级需求层次，(2.12) 照顾老伴是老

年人和他（她）的老伴相互的需要，与老伴

相互照顾对于老年人来说，是自我价值实现

的重要体现。在精神升华的高级需求层面，

(3.1) 需要自由支配的时间、(3.2) 需要独

立的空间、(3.3) 自主安排生活、(3.4) 对

自身生活要求简单和平淡、(3.5) 主动营造

开心和睦的生活氛围。这五项需求，老年人

和老伴也是互为主客体，他们需要互相进行

精神支持并实现自我的精神满足。对于家庭

维度的另一个对象，老年人与子女相关联的

精神养老需求有 12 个。在初级需求方面：

(1.4) 与子女经常聊天，保持联系；(1.5)

遇到问题希望得到关心；(1.6)(1.7) 了解

子女生活和工作的情况；(1.8) 希望得到子

女的主动关爱；(1.9) 子女经常回来陪伴；

(1.20) 与子女一起外出休闲旅游。中级需

求方面：(2.1) 希望为子女分担生活、工作

中的烦恼；(2.2) 帮助子女带孩子；(2.3)

不希望子女为自己担心和操心；(2.4) 遇到

困难不希望麻烦到子女。高级需求方面：

(3.5) 希望主动为子女营造开心和睦的生活

氛围。而子女在这些方面同样存在着对应的

需求。因此，对于这 12 个行为需求，老年

人与子女也是互为主客体。老年人与其他维

度用户需求也存在着对应的关联情况。

2. 不同主体需求的差异

精神养老需求的“关联性”，不仅体现

在前面提到的需求的主客体之间的关联，还

体现在相关联需求的不同主体对于需求表现

出的差异性。以老年人与子女的关联性需求

为例，每个需要都与子女方的需求相对应，

但从图 4 可以看出，子女的某些需求与老年

人的需求并不一致，存在着需求的差异。例

如，初级需求中的 1.5，子女希望父母若有

事能及时告知他们，而老年人遇到问题希望

子女帮助与关心，但并不会主动联系告知子

图 2  老年人“精神满足”方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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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这种情境下，两个维度的需求存在对

应与关联，同时也存在着差异与矛盾。与此

类似，需求 2.1，老年人希望为子女分担生

活工作中的烦恼，而子女并不希望自己的烦

恼让父母操心。需求 2.3，老年人不希望子

女担心、操心自己，而子女希望能及时了解

父母的生活情况。需求 2.4，子女希望能及

时地帮助父母解决困难和麻烦，然而老人遇

到困难都尽量希望自己能解决，或者求助于

他人，而不愿意麻烦子女。

3. 不同层次需求的矛盾

不仅相关联需求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

需求的差异，同一主体在不同层次的需求之

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同样以老年人与

子女相关联的需求为例。图 4 中，初级层次

需求 1.5，老年人遇到问题和困难是希望得

到子女的帮助和关心的。而在中级需求中，

需求 2.4 老年人遇到困难不希望麻烦子女，

尽量自己解决。这两个需求，从内涵上分析，

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老年人内心非常需要

子女的关心与帮助；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

麻烦到子女，尽量克制自己对子女的需求。

图4中另外一对相矛盾的需求，需求1.8

和需求 2.3。初级层次需求 1.8 显示出，老

年人日常希望子女主动关心自己。而中级需

求 2.3 表明，他们不想子女担心、操心。这

两个需求从行为本身来看，存在着矛盾。

三、结语

在对精神养老需求挖掘和整理的基础

上，经过用户体验研究表明，精神养老需求

包含五个用户维度：老年人、家庭、朋友、

社区与社会。不同维度的用户需求对应着精

神养老研究领域中精神支持和精神满足的两

个方面。从精神满足出发的，以老年人自身

为主体的需求，与从精神支持出发的，以家

庭、朋友等其他四个维度用户为主体的需求

具有紧密的关联。用户需求的“关联性”表

现为需求行为主客体的关联性，不同主体需

求的差异性和不同层次需求的矛盾性。这些

特征的研究与分析为进一步探索精神养老各

类行为、活动和服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奠

定基础，从而基于相关问题规划和设计解

决方案，推进城市精神养老服务的有效性。

在今后的研究中，将通过设计实践，利用

劝导设计方法，提高个体的精神养老的意

识和能力，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的精神养老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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