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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社区养老机构老人新入住后的生活体验状态，为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和

提高老年人的照护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5 月某

市 3 所养老机构，12 名新入住老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使用 Colaizzi 7 步法整理分析访谈资料。

结果 养老机构新入住老年人的生活体验可归纳为 3 个主题：负性情绪明显；群体生活不适应；部分

需求未得到满足。结论 新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虽然日常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普遍存在负性情绪

明显、群体生活不适应、入住后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等问题，养老机构应增加对新入住老年人的关心和

照顾，重视其健康管理，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养老机构的新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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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许多老人选择

去养老机构养老，养老机构老人的健康状态及生

活质量正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表明，入住养老机

构后许多老人会出现适应困难［1］等诸多问题，这

些问题直接影响老人们晚年的生活质量，进一步

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态。因此了解养老机

构新入住老人的入住体验，有利于医护人员对老

人进行健康管理，帮助老人更好适应养老机构新

生活，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目前国内虽然对于

养老机构老年人群关注较多，但多以养老机构老

年人的量性研究为主，而养老机构新入住老年人

的生活体验尚缺乏探讨，因此，本研究对养老机构

新入住老人进行质性访谈，深入了解其在新入住

养老机构以后的体验和感受，为改善老人的生活

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目的抽样选择确定研究

对象［2］。选取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5 月某市 3

所养老机构，12 名新入住老人进行半结构式访

谈，老年人纳入标准：①年龄≥ 60 岁；②入住时

间在 3 个月以内；③生命体征平稳；④本人和家

人知情同意；⑤无认知障碍，沟通交流正常。排

除标准：①不配合者；②近期经历重大生活事件

者。受访对象一般资料，见表 1。

表 1 受访者一般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入住时长（月） 退休前职业 费用支付形式 生活自理情况

L1 男 85 初中 1 工人 自费 完全自理

L2 男 88 小学 3 农民 自费 + 子女支付 半自理

L3 女 79 中专 2 教师 自费 完全自理

L4 男 89 小学 3 工人 自费 半自理

L5 女 78 小学 3 工人 自费 完全自理

L6 女 83 大学 1 干部 自费 完全自理

L7 女 79 初中 2 工人 自费 完全自理

L8 女 91 小学 3 农民 子女支付 半自理

L9 男 90 初中 1 干部 自费 半自理

L10 男 85 中专 2 工程师 自费 完全自理

L11 女 88 小学 2 工人 自费 半自理

L12 女 87 文盲 1 农民 子女支付 完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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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半结构式访谈 采用质性研究中现

象学研究方法［3］，访谈形式为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地点为老人宿舍或办公室，平均访谈时间

为 30min。开始访谈前向老人解释本次研究的目

的，获得录音知情同意，录音设备为录音笔。

1．2．2  确定访谈提纲 根据文献检索结果，课

题小组形成初步访谈提纲，咨询了相关专家进行

修订，最后形成以下访谈提纲。①您是什么原因

选择来养老机构呢？②您习惯这里的生活吗？总

体感觉怎么样？③您对这里哪些方面比较满意，

哪些方面不满意？④您在这里有哪些需求没有得

到满足？⑤对养老机构的现有服务，您有哪些建

议呢？

1．2．3  信息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Colaizzi 7

步法分析资料。

2  结  果

养老机构新入住老年人的生活体验可归纳为

3 个主题：负性情绪明显（孤独、焦虑、担忧）；

群体生活不适应（环境、饮食、人际关系）；部分

需求（身体健康需求、心理慰藉需求、环境改善

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2．1   主题 1：负性情绪明显 养老机构新入住

老年人负性情绪严重［4］。焦虑、抑郁、担忧为受

访者表述较多的负性情绪。L1：“因为老伴去世

一直没有走出悲伤，所以想来养老院换个环境，

但是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太孤独了（说着说着

陷入沉思，眼含泪花）。”L2：“感觉自己被家人

抛弃了，无家可归，想起就想哭（擦拭眼泪），

整夜整夜睡不着”。L5：“女儿移民加拿大，

好几年没回来了，特别想她，担心再也见不到她

了。”L4：“我有糖尿病、骨质疏松，每个月的

退休工资要支付药费和养老院的花费，经济压力

大，哎。”

2．2   主题 2：群体生活不适应 从家庭养老到

机构养老，老年人出现了诸多不适应问题，主要

表现在生活上环境和饮食不适应，社交上陌生的

人际关系不适应。

2．2．1  环境和饮食不适应

由于养老机构每日生活都是统一安排，无法

满足所有老人的要求，而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

速度较慢，因此部分老人出现了适应困难的问题。

L10：“我住的两人间，隔壁床每天晚上都要起来

上厕所几次，我本来睡眠就不好，搞得我也一晚上

都睡不好。”L9：“这里啥都好，就是菜太油太咸

吃不惯，好想每天能吃上面食，可是这里顿顿都是

米饭。”

2．2．2  人际关系不适应 入住养老机构后，老

人们离开了原本熟悉的社交圈，普遍感觉孤单，

无人进行交往和倾诉。L3：“与周围的人不熟，

没有话聊，做什么都是一个人。”L4：“没有熟悉

的人，我也不爱和别人说话，每天基本就是坐在

房间看电视。”

2．3   主题 3：部分需求未得到满足 新入住的

老年人在不断适应养老机构新生活的同时，也表

达了自己的需求，主要表现在身体健康、心理慰

藉、环境改善等方面。

2．3．1  身体健康需求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

的身体健康不容乐观，许多老年人对医疗保健需

求较大。L2：“我每周都要去医院康复科锻炼，

但这里离医院比较远，交通不方便，如果这里也

有康复锻炼的地方就好啦。”L8：“每次健康讲

座我都听得很认真，就是这样的讲座太少了，一

两个月才一次。”L11：“我得糖尿病已经十多

年了，现在眼睛看不清，腿脚也不方便，血糖控

制效果也不好，想出去看病但是年龄大了出门不

方便。”

2．3．2  心理慰藉需求 受访老人虽然远离家

庭，但亲情是慰藉老人心灵的重要源泉。除此以

外，当老人得不到足够家人关爱时，工作人员对

老人的关心就显得尤其重要。L6：“平时儿子一

般两周来看我一次，孙子外地上学，已经一年没

看到过了，很想他。”L12：“来了这么久我还不

熟悉我们这层楼的几个工作人员，他们每天也

很忙。”

2．3．3  环境改善需求 较多受访者表达了希

望改善居住环境。L3：“这电视只能看几个频道，

有时还没有信号。”L6：“现在又不准我们外出，

每天除了在房间就是在大厅看看电视，这里活动

的空间太小了，没有锻炼身体的地方。”

3  讨  论

3．1   养老机构新入住老人负性情绪较重，应

加强健康管理，重视人文关怀 本研究中，养老

机构新入住的老年人表现出的孤独、焦虑、担忧

等负面情绪是一个突出问题。研究表明［5］，在养

老机构老人的健康管理过程中，入住养老机构的

老年人最为强烈的需求是情感慰藉。王林［6］对

518 名老人进行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需求的调查发

现，将近 1/3 的老人认为养老机构的建设重点是

机构工作人员的人文关怀。调查显示，约 70% 的

老年人表示存在孤独感［7］。负性情绪长期累积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进一步加重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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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8］。2017 年 11 月 2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重点任务分工》就提

出，要推动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启动老年人心

理健康预防和干预计划，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因此，加强机构老年人健康管理，改善新入住

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具有重要意义。机构应着重关

注老年人入住后的心理状态，进行个性化心理帮

助。家人对老人的关心程度与老年人的入住感受

密切相关［9］，家人应该注重与老年人的情感互动

和交流，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老年人在机构养

老需要获得尊重和情感支持，自尊的获得更多与

人际关系亲疏有关［10］。护理人员要学会鼓励和

倾听，调动老人的自我效能，给予老年人关注与信

心，帮助老人更好地适应养老机构新生活。

3．2   机构护理人员应关注老年人适应情况和

各种需求，重视个性化护理 老年人的生活环境

从家庭转移到养老机构，面对周围陌生的环境和

人际关系，许多老人都出现了适应不良的问题。

再加上老年人个体差异较大，其服务需求也呈现

出多样化特点。养老机构虽然为老人提供生活的

基本照顾，但由于资金不足、场地有限、工作人

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很难为每一位老人提供个性

化服务。相关学者［11］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养老机

构管理模式较为单一，老年人生活自主性受到很

大限制。

因此，养老机构应重视老年人的健康管理，

提高护理质量。针对新入住的老年人，做好充分评

估，了解老人各方面的需求并做好记录，重视个性

化护理［12］。有研究者提出［13］，养老机构应建立规

范的分层、分类、分标准管理体系，根据不同老人

的年龄分段、健康状况、生活需求等做出有针对性

的分层有效照护，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同

时加强机构护理人员的管理，使养老队伍更加专

业和规范。邀请相关专业技能人才参与到机构养

老中［14］，提供健康咨询、预防保健、健康管理方面

的服务内容，从而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15］。

4  结  论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一步加重，机构养老

成为许多老人的最终选择。本研究通过对新入

住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养老机构新入住的

老年人虽然日常生活有保障，但是普遍存在负性

情绪明显、群体生活不适应、部分需求未得到满

足等问题。养老机构应加强对新入住老年人的健

康管理促进其身心健康，增加对老人的关心和照

顾，重视其需求，帮助新入住的老年人更好地适应

养老院新生活，进而提高他们在养老机构的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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