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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低龄老年人对互助养老认知和参与动机的质性研究

杨振,潘思恩,张会君

摘要:目的
 

了解社区低龄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认知和参与动机,为提高社区低龄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度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

的抽样法,按照资料饱和原则,选择15名社区低龄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结果
 

共提

取2个主题,即对互助养老的认知和参与动机(包括互利互惠、价值表达、经验学习和利他主义)。结论
 

社区低龄老年人对社区互

助养老的接受度较高,但对社区互助养老的认知度较低;参与互助养老的动机明确,有其人群特异性。社区需加大宣传力度,强调

“内在性报酬”的作用,以促进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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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我国家庭结构功能发生较大变化,社区

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逐年增多,居家养老成本也在逐

年提高,使得养老问题加剧[1]。传统的养老模式中,
常忽略老年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社区互助养老是

指以社区为单位,整合社区内所有生活能自理的低

龄老年人及养老资源,让低龄老年人实现自助、互助

的养老形式,其属于一种志愿服务活动行为[2]。社

区互助养老模式作为新兴的养老模式之一,目前,该
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意愿的横断面调查[3-5],针
对低龄老年人社区互助养老动机的相关研究仍处于

起步阶段。研究表明,个体对事物的功能化需求和

接受程度能够使其产生相应动机,进而驱动其采取

相应行为[6]。因此,了解社区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

互助养老的动机至关重要。本研究运用半结构式访

谈,了解社区低龄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认知情况和

参与动机,为提高社区低龄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度

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采用目的

抽样法,以盘锦市鹤乡社区的低龄老年人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年龄60~69岁;②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良好;③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非长期

居住在社区;②重大疾病恢复期(心肌梗死支架术后、
脑血管疾病等);③沟通障碍。考虑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和健康自评等因素,遵循资

料饱和原则,本研究共访谈社区低龄老年人15人,男
8人,女7人;年龄60~69(64.20±2.77)岁。文化程

度:小学8人,中学及中专4人,大专3人。婚姻状

况:已婚9人,离异2人,丧偶4人。家庭结构:独居6
人,与配偶生活5人,与配偶、子女生活3人,与配偶、
父母生活1人。健康状况自评:一般3人,好2人,良
好10人。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以Clary等[7]提出的

功能理论为基础,该理论从“需要—动机—行为”的视

角出发,强调志愿者志愿服务行为动机多元化的观

点,即志愿者所表现的行为或动机可能是为了满足其

多样性的功能需求。采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研究方

法,研究者对社区低龄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一对一深

入访谈。研究者根据前期的文献回顾、研究目的及4
名专家咨询结果设计访谈提纲,经过对1名社区低龄

老年人预访谈和课题组论证后,对访谈提纲进行完善

并最终确定。具体提纲内容:①您听说过互助养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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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吗? ②您听完我对社区互助养老的解释后,对此您

有什么看法? ③您认为哪些主要因素会促使您去参

加社区互助养老志愿活动? 研究前由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帮助发布招募启示,有意愿接受访谈的老年人

经课题组成员审核,并经访谈对象允许入户访谈。访

谈前向访谈对象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获取访谈

对象的正式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正式访谈前对

社区互助养老概念进行阐释;向访谈对象征求在访谈

过程中全程录音的许可,并承诺音频只供本课题组研

究使用。在访谈过程中着重观察并记录访谈对象的

表情、动作和眼神等非语言表达,以保证资料更全面、
具体、可靠。资料以A~O编号记录。
1.2.2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24

 

h内由2人同

时将访谈音频转录成文字形式,并逐一对照。将个人

信息及访谈过程中访谈对象的非语言表达进行整理

并与转录文字一一对应。采用内容分析法[8]对访谈

资料进行处理与分析。
2 结果

2.1 对互助养老的认知 社区低龄老年人对互助养

老接受程度较高,但认知程度较低。A:“不太清楚社

区互助养老,是新政策吗? 还得麻烦你帮我解读解

读。”D:“什么是互助养老? 从来没听说过,是互相帮

助吗? 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我都会去帮忙的,我非常

赞同社区互助养老,我以后也会非常需要的。”H:“我
太支持这个了(社区互助养老),住在我对门的张姐,
孩子在外地,老伴已经去世了,去医院看个病啥的都

是我陪她去,具体的不太清楚,这是不是就属于互助

养老? (骄傲、欣喜)。”本组仅有1名受访者了解社区

互助养老,J:“我听说过,我女儿所在北京的社区就在

做这个社区互助养老,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她说非常

好,我强烈支持咱们社区也办社区互助养老志愿活

动,我以后也会有需要。”
2.2 互助养老的参与动机

2.2.1 互利互惠 多名低龄老年人表示实现自助、
互助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在帮助他人之后自己在需

要时也能得到相应的帮助,从而缓解未来自身的养老

压力。A:“这个(社区互助养老)很好啊,既帮助了别

人,到自己需要的时候,也能接受别人的帮助,互帮互

助。”I:“如果开展这种活动我会第1个报名参加,我
觉得大家都会参加(积极、兴奋),不仅是在帮助别人,
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啊,如果社区内的老年人都互帮

互助,我们的养老压力一定会减轻。”
2.2.2 价值表达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继续发挥个人

余热、实现自身价值是大部分低龄老年人愿意参与社

区互助养老的重要动机之一。E:“我是退休药师,教
会大家管理药品是我的强项,也算为这个互助养老作

贡献了(非常欣喜)。”D:“我身体一直不错,啥毛病都

没有,真要是社区需要我去帮助别人,说明我还能为

社区作贡献,还是有用的(羞涩地笑)。”M:“听你说完

这个互助养老活动,我觉得真好。参加互助养老活

动,我可以帮忙照顾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帮他们做饭,
陪他们去卫生所。我是一名老党员呢,我有义务帮助

他们。”
2.2.3 经验学习 部分低龄老年人表示通过社区养

老志愿服务活动,能够积累一些养老照护经验与技

能。O:“我觉得这个(社区互助养老)非常好,别看现

在身体不错,谁都有老的一天,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还

能学一学养老照护经验,学会照顾自己,减轻儿女和

老伴的负担。”B:“刚刚你(访谈者)说是集体志愿服务

嘛,这样可以在这个集体学习一些养老照护经验。”
2.2.4 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社区低龄老年人参与

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动机。大部分低龄老

年人表示,社区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是高尚的公益活

动,成为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志愿者,能够帮助到有需

要的老年人。C:“我非常愿意参加这类组织,陪他们

说话,让他们不孤单;帮忙照看他们,这都是行善积德

的大好事,是值得骄傲的事。”L:“都在一个社区里住

着,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他们解决烦恼和困惑,
看到他们好,我也非常高兴,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事。”
3 讨论

3.1 加强社区宣传教育,提高互助养老认知度 相

关研究表明,社区低龄老年人对互助养老的认知程度

严重影响互助养老志愿活动在该群体中的开展[9]。
访谈结果显示,低龄老年人很少听说过社区互助养老

相关内容,但对于社区互助养老的实施总体呈支持、
肯定的态度,与陶巍巍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究其

原因,由于年龄等因素,低龄老年人接触外界信息较

为闭塞,加之社区互助养老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11],
并未普及,故低龄老年人对其认知程度较低。相关研

究认为,不同个体所表现出的相似行为和态度可能是

为了满足不同的动机需求[12]。当吸引低龄老年人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信息与其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活动

获得满足的功能性需求相匹配时,这种信息驱动低龄

老年人产生的行为动机更加具有说服力。社区互助

养老作为志愿服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低龄

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从而产生参与互助养老的动

机。因此,社区作为低龄老年人互助养老的重要载

体,不仅需要承担低龄老年人的日常事务管理,还应

积极探索与开展新兴的互助养老模式,通过讲座、海
报及宣传册等形式对社区互助养老模式进行宣传,以
提高社区低龄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度、接受

度,进而提高其参与度,使其受益于社区互助养老。
3.2 个性化的措施激励,提高老年人参与积极性 
相关研究指出,动机与收益的匹配程度越大,志愿行

为的工作满意度越高,则参与服务的意愿越强烈,持
续性越高[13]。访谈结果表明,互利互惠是低龄老年

人参与社区互助养老的动机之一。一方面,低龄老年

人在社区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中会积累养老经验;
另一方面,国内外社区养老互助模式的开展大多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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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和激励性相结合的原则,低龄老年人可通过互

助时间的积累成为受助对象,享受养老服务,可促进

其参与社区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因此,需开展全

面、个性化的激励措施,以提高社区低龄老年人参与

互助养老的积极性。社区应利用多种途径和形式在

主流的社区养老志愿服务中增添“激励”元素,突出内

在性报酬的作用,即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互助养老过

程中以某种因素作为参考,在自身有养老服务需求时

能够获得相应的回馈,如“时间银行”(补偿反馈机制)
互助养老模式[14],即强调养老服务时间对等的基于

“劳务互换”的志愿服务模式,以提高低龄老年人参与

社区互助养老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3.3 分享互助养老案例,鼓励低龄老年人价值表达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低龄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不断增加,一方面由于低龄老年人在某领域有满足其

专业价值的需要,另一方面低龄老年人丰富的人生经

历,使其拥有多元化价值表达的人生追求。因此,互
助养老团体应积极分享互助养老成功案例,运用滚雪

球方法激励更多的低龄老年人加入社区互助养老志

愿服务队伍;此外,对有特长的低龄老年人委派专业

任务,充分鼓励其在互助养老的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

的认同。
3.4 注重专业技能培训,提升互助养老专业性 访

谈结果显示,低龄老年人普遍认为社区互助养老可为

其提供丰富的学习经验、实践知识和锻炼能力的机

会。由于低龄老年人目前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但其

经验或技能仍不够完备,社区互助养老能够帮助其提

高养老技能和丰富养老经验[15],因而会产生参加社

区养老志愿服务活动的动机,进而触发参与行为。组

织者应注重加强养老队伍专业技能培训建设,提升互

助指导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加强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组

织力量,考虑互助养老团队与专业人才结合的必要

性,使低龄老年人能够真正从中获取养老知识和经

验,并加以实践,以提高低龄老年人实际参与社区互

助养老的能力。
3.5 宣传养老奉献精神,展示参与者受益成效 利他

主义作为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互助养老的主要动机之

一,贯穿访谈始终。低龄老年人在表达利己主义的动

机时常掺杂着较大比例的利他主义,与郭静[16]的研究

结果类似。助人为乐和无私奉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在低龄老年人丰富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践行着助人

为乐、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故低龄老年人对社区互助

养老志愿服务的认同感较强,进而产生积极的参与动

机。在开展社区互助养老志愿服务的同时,社区各部

门可协助宣传互助养老模式,展示参与者受益成效,进
而激发社区低龄老年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精神,使
低龄老年人愿意参入社区互助养老。
4 小结

低龄老年人对社区互助养老的认知程度较低,但
接受程度较高;并且参与互助养老的动机明确,不仅

仅追求奉献精神,还有其人群特异性。因此,需加大

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宣传力度,强调“内在性报酬”的作

用,以促进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本研究从社区

低龄老年人真实的主观感受出发,了解其对互助养老

的认知和参与动机,在客观评价中存在一定局限;在
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采取混合性研究方法,以主、客
观相结合的视角对结果进一步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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