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6鄄03鄄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振新计划重大项目(2015zdjy103);安徽省质量工程

项目(2014zjjh022)
[作者单位] 蚌埠医学院 护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作者简介] 陈佩雯(1990 - ),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 谢摇 晖,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E鄄mail:hui2122@ sina. com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17)05鄄0699鄄03 ·综摇 述·

低龄老人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研究进展

陈佩雯,谢摇 晖,侯培娇

[关键词] 长期照护;低龄老人;志愿者;综述

[中图法分类号] R 47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7. 05. 044

摇 摇 当前,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越来越多,老人高龄化、慢性病

患病率、伤残率也随之增加,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变得越

来越重要。 在传统社会,老年人的长期照护多由家庭承担,
然而随着“4 - 2 - 1冶型家庭结构和“空巢家庭冶现象的出现,
使得家庭照护功能减弱[1] ,因此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需要

社会各界参与进来,志愿者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照护老人

方面的优势是人员多、相对分散、有耐性,这正好对应老年人

照护需求方面的数量大、时间不等、麻烦等特点[2] 。 在志愿

者队伍中低龄老人志愿者表现出诸多优势,较年轻的老年人

可以帮助衰弱的、年龄较大的老年人,低龄老人参与志愿活

动不仅响应“积极老龄化冶政策的号召,重要的是为社会做贡

献。 本文从低龄老人及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概念、低龄老人

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几个

方面进行综述。

1摇 低龄老人及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概念

1. 1摇 低龄老人摇 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中年龄 > 65 岁为老年

人,发展中国家中年龄 > 60 岁为老年人[3] 。 国内大多数研

究把低龄老人的范围定在 60 ~ 69 岁,是由于这部分年龄段

的人口数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重很大,占低龄老年人口总数

的比重也很大[4] ,WHO 规定 60 ~ 74 岁为低龄老人[5] 。
1. 2摇 长期照护志愿服务 摇 目前,国际上对长期照护志愿服

务的定义尚未统一。 WHO 对长期照护的定义:由非正式照

护者(家庭、朋友、邻居、志愿者)和专业人员(卫生、社会和

其他)开展的活动系统,以确保缺乏完全自理能力的人能根

据个人的优先选择保持最高可能的生活质量,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并享有最大可

时、病人疼痛时等)影响,宣教的最终效果并不如人

意;同时,护士的层级不同,所宣教的错漏率也存在,
直接导致护患的交流沟通障碍,而微信平台针对性

地及时发送,可使病人和家属需要的时候,通过翻看

微信平台信息,适时了解疾病相关知识和配合,责任

护士在首次口头宣教和提出申请进行平台发送相关

信息后,只需适时提醒病人或家属翻看,大大缩短了

宣教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事半功倍。
3. 5摇 拉近护患距离,彰显优质护理的体贴入微摇 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健康的意识不断加强,
我们在优质护理的理念基础上也要拓展、创新,在这

个“互联网 + 冶的时代,传统的医学健康教育模式已

经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患儿

生日、特殊的节日、甚至于在生活中遇到健康相关问

题时,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送去祝福,送去温暖,真
正做一个健康的守护者。
3. 6摇 随诊及时,提高病人满意度摇 传统的随访手段

往往仅限于病人自行返院随访,或医务人员电话回

访,效果不尽如人意,微信平台可帮助医务人员以较

小的代价向病人传递较大的信息量[2]。 微信回复

各类问题都不会超过 48 h,病人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护患、医患的交流没有了障碍,病人的满意度得到了

大幅度的提升。
数字化医院已经成为医疗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趋

势,通过微信平台加强健康教育是构建互联网医院,
搭建医护和病人交流平台的有效途径[3]。 我们儿

外科健康促进这个微信平台目前订阅用户数量逐步

攀升,少有退订,说明出院不代表健康教育的结束。
有了这样的平台,病人找医生、护士不再困难,护士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寻求病人需求,大大改善医护和

病人的关系,提高了病人满意度,为科室、医院带来

良好的口碑;健康教育也不再局限于医院内,健康促

进真正的延伸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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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充实和人类尊严[5] ,因此长期照

护志愿服务是志愿者或义务工作者无偿为老年人提供力所

能及的长期照护服务。

2摇 国外低龄老人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

2. 1摇 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政策摇 国外对于低龄老人参与长

期照护志愿服务的研究较早,并且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

发展较快。 根据公益志愿者计划,波兰的非政府组织建立健

康照护系统,目的在于提高、维持、恢复健康,主要活动领域

包括社会服务、社会救助、预防性护理、健康促进、健康教育、
长期照护等[6] 。 “积极老龄化冶概念最早是在 2002 年由联

合国世界老龄大会提出来的,是指最大限度地提高老年人

“健康、参与、保障冶水平,确保所有人在老龄化过程中能够

不断提升生活质量,促使所有人在老龄化过程中能够充分发

挥自身体力、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潜能,保证所有人在老龄化

过程中能够按照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

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照料和保障[7] 。 2005 年日本长期照

护保险政策改革创新,积极动员老年人为比他们脆弱的老年

同伴提供支持,根据他们志愿者工作的时间获得报酬,用所

得的报酬支付他们的长期照护保险费用[8] 。 英国在财政节

俭及“大社会冶观念的背景下促进社会责任,因此志愿者成

为人力资源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9] 。
2. 2摇 低龄老人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意义摇 由于财政资

源的减少及政策缺乏,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能够为老年人提供

高质量健康照护[10] ,而且老年人对长期照护的需求更倾向

于在家中而不是在机构中得到照护,更倾向于接受来自非正

式或家庭照护者提供的照护而不是正式照护者[11] ,志愿者

能够提供免费的、不计任何回报的照护服务,因此长期照护

对志愿者的需求越来越迫切[10] 。 MUSICK 等[12] 认为老年人

比年轻人更有可能参与志愿者活动,他们希望承担社会责

任,以志愿者的方式补充退休后的社会角色,通过劳动成果

获得社会认同,树立为他人奉献的目标、意志与使命感,使得

晚年生活更有意义。 GREENFIELD 等[13] 通过对非正式照护

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参与社区教育或志愿者活动可能对身心

健康有积极影响,而且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比不参与者有更好

的健康状况。 LI 等[14]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是实

现积极老龄化、保持身心健康的关键,通过参与志愿者活动

能够丰富晚年生活、发展新的人际关系、改善孤独抑郁等消

极情绪,从而增强身心功能状态,提高生活满意度,尤其是退

休后坚持志愿活动或做有意义工作的老年人比不参加志愿活

动的老年人有更好的认知能力、较少的抑郁情绪、较高的生活

满意度。 CHOI 等[15] 认为参加志愿者活动可以消除社会隔

离、加强社会参与、增加自尊自信、促进老年人社会服务意识。
2. 3摇 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内容 摇 HUSSEIN 等[9] 通过对英

国社会照护和社区支持的研究发现志愿者长期固定的照护

老年人,他们提供的照护服务包括咨询服务、教育支持、交通

帮助、团体活动及其他一些协助,其中约 17% 的志愿者担任

陪伴社区失能老人的角色。 MILLER 等[16] 认为由于以社区

为基础的长期照护服务资源的减少,因此健康照护决策者、
提供者及其他人员共同协作提高照护质量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中非正式照护者在以社区为基础的长期照护服务中的任

务有日间照护、家访护理服务、家庭健康救助、流动供膳车、
交通服务、照护者支持团队等,年龄 < 65 岁的退休老年干部

作为非正式照护者主要提供日间照护、喘息服务,家庭健康

照护、家庭理疗等。
2. 4摇 低龄老人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摇 ALLEN
等[17]通过研究发现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收入、身体健

康、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志愿者。
WITHERS 等[10]的研究表明促进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因

素有对社会做贡献、积极情绪和自我效能的增加、帮助弱势

群体、扩大人际关系的机会;阻碍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因

素有时间约束、与工作或家庭任务相冲突、缺乏参与志愿服

务的机会、兴趣、知识、组织规范等。

3摇 国内低龄老人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

3. 1摇 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政策及意义摇 我国开展低龄老人

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比发达国家晚,且发展较缓慢。 积极

老龄化政策中提到要鼓励老年人充分参与家庭和社区生活,
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喜好和能力帮助他们积极参与志愿者活

动[18] 。 台湾地区政府也承认老年人口是社会大量的潜在的

人力资源,开始支持在社区建立老年志愿者组织[14] 。 由于

老年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家庭及所在社区,而且老年人具有

与其他年龄段人群不同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因此居住在

同一地域的老年人之间相互帮助显得特别重要,他们可以成

立互助组织,由低龄老人照护中龄和高龄老人,他们之间更

容易沟通和相互理解,实现老年人之间的相互照顾[2] 。 老年

人可以利用所积累的知识、经验、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

性和创造性,主动参与并融入社会[19] ,通过参与志愿者活动

提高晚年生活质量,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结识更多朋友,使生

活更有意义[18] 。
3. 2摇 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内容 摇 梁鸽[20] 在对老年慢性病

病人调查时发现他们希望有志愿者可以为其服务,服务的内

容有关怀访视、交通接送服务、休闲娱乐活动、送餐服务、电
话问安。 谢晖等[21]认为老年人最需要志愿者提供的服务有

关怀访视、交通接送服务和休闲娱乐活动,因此在对志愿者

的服务范围界定、培训等要重点放在老年人心理需求和社会

活动方面。 许家明[2]通过研究发现为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

的志愿者有两部分人员构成,一部分人员是大学生和有空闲

时间的在职人员,他们为老年人提供不定期的服务,其中也

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志愿者,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专门技

能,他们承担照护工作中的专业性服务;另一部分人员是有

能力的老年人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伍,他们专门帮助社区内

有需要的老年人。 杨团[22]在研究中提到长期照护服务分三

大类,其中个人照顾服务包括送餐、如厕、洗澡等生活照料服

务,健康照顾服务包括用药、辅具、康复等配合医疗照顾的服

务,社会性服务包括心理疏导、精神抚慰、团体活动等等。 陈

雪萍[23]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助老员为老年人

提供低偿服务,主要服务内容有探访、陪同、代购、协调、送餐

等。 台湾地区政府制定的十年长期照护计划的服务范围包

括日间照料服务、家庭护理、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康复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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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交通服务等[24] 。 夏辛萍[18]在对老年志愿者参与的活动

内容研究时发现,志愿服务主要在文体活动、治安宣传等活

动领域,而一些相对专业的服务项目,如医疗卫生等则涉及

较少,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范围与其他志愿者相比相对

狭小,还没有得到充分拓展。 李广贤[19] 通过研究发现泉州

市东美社区的老年人协会成立专门的老年志愿者队伍,他们

把本社区的孤寡老人、残疾人作为服务对象,每周至少去一

次陪伴他们,定期给他们带去有效帮助。
3. 3摇 低龄老人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 摇 曹

前[25]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主要希望使自己的

老年生活更加充实,其次是能够在活动中发挥自己的知识和

技能,一部分参与过公益活动的老年人表示更重要的是能够

在活动中结交新的朋友,除此之外家人的理解、公众的尊重、
社会的认同也是影响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的主要因素[18] ,
特别是当配偶也是志愿者时,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

更大,并且可能长期坚持下来。 老年人的身心状况也是影响

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因素,身心状况差或有功能限制的

老年人参加志愿服务的可能性降低[26] 。 有研究[14] 发现台

湾老年人不愿意参与志愿者活动原因是他们不感兴趣、不熟

悉志愿者活动,除了受文化程度、可获得社会资源的不同、受
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老年人参加志愿活动还有可能受个

人性格和健康状况的影响,身心状况不好可能阻碍老年人开

始或继续志愿者活动。

4摇 小结

摇 摇 目前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系统还不完善,其中长期照护

志愿者队伍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发展还不成熟,政
府需要加强宣传、规范志愿者服务。 通过查阅文献,低龄老

人参与志愿活动不仅响应积极老龄化政策的号召,而且能够

在志愿活动中继续发挥知识和技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然而研究[4]发现我国低龄老人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

还不够广泛和积极,因此为了发展低龄老人作为长期照护服

务中重要的人力资源,动员低龄老人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志愿

活动中,探索影响低龄老人参与长期照护志愿服务的因素将

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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