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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住养老人心理需求及社会工作介人探析
林琳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

�摘要 〕 目前
，

我 国众多的养老机构 中存在的重生活 关照轻心理需求的问题
，

这不仅不矛
�

�于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

，

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我 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形成一定阻碍
，

因此
，

逐渐重视满足老年人的心

理需求至 关重要
。

笔者以�市老年福矛
�

�中心住养老人为研究对象
，

以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指导
，

针对

机构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

结合机构及老年人 自身优势资源
，

从老年人 自身
、

机构及工作人 员三方 面
，

提 出个案
、

小组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对策建议
。

希望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活动 的开展
，

消解老年人 自身存
在的孤独感

，

建立老年人内部有利支持 网络
，

提供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
，

营造一个 良好
、

舒适的生活

环境
，

使老年人真正地身有所养
、

心有所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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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报道
，

截至����年年底我国��岁以上老年人 期
，

国家和社会将老年人物质生活保障放在首位
。

而 目前
，

口 己达到�
�

��亿人次
，

占全国人 口总人数的��
�

����
，

老龄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

养老服务产业需要弥补此方面

发展呈现出高龄失能老人增长速度快
，

社会负担加重
�
老年 的不足和空缺

。

人家庭空巢化
、

独居化现象加速
�
老年人

“
年轻化

”
趋势越 我国在����年提出了在养老机构服务中引入专业社工人

发明显
�
高知老人比例逐步提升

�
养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特 才的机制

。

老年社会工作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个性和社会性

征
。

的变化和协调
，

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各方面的需求
，

挖掘老

老龄化现象是一个国家发展到相应阶段所出现的社会现 年人潜能
，

提高其自立互助能力
，

以达到更好地适应社会的

象
，

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趋势
。

面对
“
银色浪潮

”
的来袭

，

目的
，

这对于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发展尤为重要
。

国家应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
，

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 二
、

住养老人的心理需求分析
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 “
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

”
是国家和社会 每个生活在社会上的人的心理需求不同

，

每个人处在不

在长期的实践与经验中所达成的共识
，

是对过去实行的重生 同的生活阶段其心理需求也不同
，

且心理需求受多重因素的

活关照轻心理关照的主动调整
，

应在满足物质及生理需求的 影响
。

根据笔者调查发现
，

一级老人 �不能自理�和二级老

同时
，

更加重视老年人精神及心理需求
，

为老年人提供全方 人 �半自理�陪伴的需求最为强烈
，

行动不便使他们不能参

位的服务
。

加一些机构内部举办的活动
，

他们更希望 自己的子女能够常

目前
，

我国养老模式可分为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及机构 来看望他们
，

更希望有他人能够在身边陪伴
�
三级老人 �能

养老三类
。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
，

居家养老功能逐步弱化
，

自理�的心理需求较为丰富
，

包括陪伴的需求
、

归属与爱的

社区养老作为现阶段的新兴养老事业并未完善
，

因此机构养 需求
、

尊重的需求和社会参与的需求
。

具体介绍如下
�

老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方法
。

养老机构中住养老人年龄 最直观的是陪伴的需求
。

人越老就越需要儿女
、

家人

普遍较高
，

这使得养老机构更重视老年人饮食
、

医疗等生活 在身边陪伴
，

陪伴的需求是每一位老年人最基本的心理需

方面的服务
，

从而忽视了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和心理需求
。

近 求
，

特别是离开家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

虽然他们知道

几年
，

高知老人所占老年人比例逐步上升
，

他们在退休前的 儿女因为工作原因不能经常看他们
，

但心中那份渴求仍然非

社会角色和权力地位对其自身及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

在退休 常强烈
。

此外
，

部分丧偶老人也表现出求偶的需求
，

希望能

后更容易产生孤独感
，

甚至 自尊心下降
。

他们感觉 自己不被 够有个老伴儿
，

以获得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慰藉
。

具体表现

尊重
，

并且相较于居家养老
，

社会养老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度 如下
�

产生孤独感
。

据笔者观察
，

这些老人大部分也希望 自

较低
。

因此
，

老年人心理需求需要被关注和重视
，

老年社会 己能够在机构中结交新朋友
，

但他们 自身较为被动
，

当没有

工作在此方面有很好的协助作用
。

老人与其主动交流时
，

他们会产生孤独感
�
对来访者表现亲

一
、

相关文献研究 密
。

在调查期间
，

笔者以一名义工的身份接触到机构中的住

有研究者调查
，

部分老年人在进入养老机构后
，

存在不 养老人
，

令笔者惊讶的是与许多老人在第一次见面时
，

他们

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

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以丰富老年人生活 便显得十分亲密
。

部分老年人刚开始话比较少
，

但当他们听

的兴趣小组来提高群体凝聚力
，

并要加强机构内社会工作人 到第一声
“
爷爷奶奶

”
后

，

他们眼睛会一直注视着你
，

当发

才队伍建设
，

提高社会工作者专业水平 �高梅书
，
����� �

现对方回以微笑时
，

会主动试探性地与你说话
。

对亲人看望

社会工作介入养老机构
，

应从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

协 的渴望
。 “

我的女儿今天有没有打电话来�上次打电话她说

助解决老年人心理问题
，

建立工作人员稳定队伍及提高社会 这周末会来看我
。 ”

这是一位爷爷连续第五次问工作人员
，

工作实务能力等方面来综合提高养老机构服务水平 �李晓 在又得到否定答案后失落地离开
， “

中心在周末和节假 日比

峰
，
�����

。

较热闹
，

有义工来帮忙
，

有老人的儿女来看望
，

那时候听到

就 目前的研究来看
，

大部分此类文献集中在对丰富住 的笑声最多
，

老人们也会拉着自己的儿女到处走
，

给别人看

养老人精神生活
，

提升社会工作者在机构中的实务能力等方 看自己的孩子来了
。 ”

面
，

忽视了不同年龄段
、

不同身体健康状况老人最根本的心 而归属与爱的需求
，

主要源于老人对环境和生活的不适

理上的需求
。

由于我国老龄化出现于物质资源比较缺乏的时 应性
。

马斯洛认为
，

归属与爱的需求是指人们都渴望与他人

林琳
，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沥级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青少年与老年社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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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
，

渴望在群体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位置
，

渴望给予爱
、

接受爱
。

具体表现如下
�

产生某种融入性

困难
。

机构养老与其余两种养老模式最大的不同处就是离开

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

到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过集体生

活
。

他们需要对 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相应改变
，

需要为了与他

人更好地相处做出相应让步
，

一旦协调不成便产生矛盾
，

使得

老年人更加没有归属感
，

并进一步产生融入性困难
。

其次是尊重的需求
。

老年人退休前后的角色转变
，

会

引发一系列的变化
，

由官到民
，

从有权变无权
，

从有职位到

无所事事
，

如此一来便容易产生 自卑感以及人走茶凉的不 良

情绪
，

老年人此阶段会变得较为敏感
，

怕被人冷落
。

具体表

现如下
�

产生 自卑情绪
。

老年人面临着健康水平
、

认知能力

逐渐下降的状况
，

身体机能也呈现下滑状况
，

这对老年人产

生严重的影响
，

认为 自己己经被社会淘汰了
，

难免会有
“
老

了
，

不中用了
”
的想法

，

自尊心有所下降
。

最后
，

社会参与的需求
。

有的住养老人希望在自身健康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

以发挥余热
。

他们希望 自己对他人乃至社会仍有价值
，

希望得到一些适于

他们参与生活的机会
，

重新体现他们的价值
，

实现老有所

为
、

老有所用
。

具体表现如下
�

主动帮助他人
�
有组织策划

的意向
。

这方面的需求在机构退休老年人身上尤为突出
，

他

们在退休前有较高的权利及社会地位
，

退休后同样希望发挥

自身余热
，

为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

该老年福利中心在老年

人内部成立了休养员管理委员会
，

由�位老人组成
，

针对缓

解住养老人与机构之间矛盾所设立
，

主要是在住养老人和机

构之间的沟通起到桥梁作用
。

三
、

社会工作介入住养老人建议
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依赖于其自身的生理状况

，

笔者从社

会工作者角度出发
，

结合老年人的生理
、

心理及周边环境
，

从老年人
、

机构及工作人员三个方面
，

针对老年人心理需

求
，

提出相应的建议
，

满足住养老人心理需求
，

并希望以此

作为参考提高机构服务水平
。

首先
，

提升老年人 自信心
，

增强其主观能动性
。

机构中

每一位老年人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

这些便是他们 自身的优

势资源
。

机构工作者可以开展相应的个案工作
，

帮助有困难

的老人树立其对生活的信心
。

以
“
以老助老

”
为 目的

，

在专

业社工的协助下
，

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与活动不便的老年

人可以形成一对一的支持小组
。

随着支持性小组范围的不断

扩大发展成一个
“
以老助老

”
的草根组织

，

在成熟后可交由

住养老人领导组织
，

这不仅能够促进老人内部之间的沟通交

流
，

还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

满足其参与社会生

活的强烈需求
。

其次
，

探寻机构资源
，

为老年人身心发展提供机会
。

建

立一支机构专业志愿者服务队伍
。

志愿者是养老机构中必不

可少的优势资源
，

一支专业的志愿者队伍也是提高养老服务

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

该养老机构与周边大学社会工

作专业的学生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

但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

现这些志愿者并没有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
，

志愿活动

也多以打扫卫生为主
，

与老年人并未有实质的接触与交流
。

而社会工作者相较于普通志愿者而言
，

有一定的专业基础
，

在与老人沟通
，

帮助老年人解决问题方面有强大的力量
，

可

以由个人或小组组成的志愿者与住养老人形成一对多或多对

多的关照形式
，

照顾关心到每一位住养老人
，

并定期看望
�

学习社工专业的志愿者还应转变角色
，

参与到养老机构活动

组织策划中去
，

协助中心内部的社工一同为老年人服务
。

利用好周边资源
，

达成共赢
。

该养老机构与儿童福利院

相邻
，

老年人对晚辈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孤残儿童对长辈关心

的渴望形成互补
，

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适合双方共同参加的

活动
，

在给予孤残儿童关爱的同时增强老年人主观能动性
。

最后
，

提高机构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与技能水平
，

使其更

好地
“
帮老助老

” 。

社会工作者扮演着资源链接者的角色
，

为工作人员提供学习机会
。

在与工作人员沟通访谈的过程

中
，

笔者发现有不少工作人员希望学习社会工作及心理方面

的知识
，

他们认为老年人比较敏感
，

有时会因为某句话而大

怒
，

而且有的老年人的心事藏得比较深
，

这样也不利于身体

健康
。

他们希望 自己能够更了解老人
，

能够从多个方面保障

老人的生活
。

因此
，

社工可以联系相关专家
，

定期为工作人

员开展讲座与培训活动
，

以此来提高服务质量
，

更好地满足

老年人心理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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