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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业养老护理员初期职业体验的质性研究

周幺玲1,2,颜巧元1,刘雪1,2,武晓茹1,2,潘路晨1,2

摘要:目的
 

探讨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的初期职业体验,为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

法,选取16名再就业养老护理员进行半结构化深入访谈,运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并提炼主题。结果
 

提炼出5
个主题:感恩就业帮扶培训政策,帮助再就业谋生;职业安全感欠缺,工作信心不足;社会支持不足,职业归属感不强;工作家庭冲

突大,缺少自我实现规划;家中有赡养老人,对老人共情力更强。结论
 

充分运用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的感恩心理,以及对老人共情

力更强的照护优势,提升其从业意愿和工作信心;政府、社会、养老机构和养老护理员四方协作,提升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安

全感和归属感,促进我国养老护理事业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企业; 职工; 再就业; 养老护理员; 初期; 老年人; 照护; 体验; 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R47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2.17.090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laid-off
 

workers
 

who
 

were
 

reemployed
 

in
 

aged
 

care
 

in
 

the
 

early
 

stage:a
 

qualitative
 

research Zhou
 

Yaoling,
 

Yan
 

Qiaoyuan,
 

Liu
 

Xue,
 

Wu
 

Xiaoru,
 

Pan
 

Luchen.
 

Department
 

of
 

Nursing,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
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aged
 

care
 

workers
 

who
 

have
 

been
 

reemployed
 

in
 

aged
 

care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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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of
 

these
 

workers.Methods
 

Us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
search,

 

16
 

aged
 

care
 

workers
 

who
 

were
 

laid-off
 

but
 

were
 

reemployed
 

in
 

aged
 

care
 

receive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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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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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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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s
 

u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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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method.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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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ork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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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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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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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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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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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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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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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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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

上人口2.6亿,占人口比重18.7%,十四五期间我国

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

社会,养老照护服务需求巨大,但当前我国养老护理

员严重匮乏,供需矛盾突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民政部制定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年版)》中将养老护理员定义为从事老年人生

活照料、护理服务工作的人员[1],在原标准基础上降

低了养老护理员的受教育入职门槛,这一标准有助于

吸纳更多人从事养老护理工作,改善养老护理员短缺

的现状。德国约5%的受雇养老护理员是受过短期

进修和长期再培训的失业工人[2]。失业的再就业职

工是养老护理员队伍的有效补充,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初期的职业体验对以后的留职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再就业养老护理员是指离开原来工作岗位后从事养

老护理工作的人员。本研究探讨再就业养老护理员

真实的初期职业体验,为再就业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

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3],获取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2021年11月参加

初级养老护理员培训的企业再就业职工。纳入标准:
①在养老机构就业2个月以上,且照护过失能失智老

人;②无视力、听力障碍;③清晰表达自我感受;④知

情同意参与本访谈并愿意分享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与想法。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史;②有严重器质

性疾病;③入职以来遭受过重大突发应激事件,如离

异、丧亲等。研究对象数量以访谈信息达到饱和为标

准,最终共纳入16名研究对象,男1人,女15人,年
龄45~51岁。文化程度:初中7人,高中/中专5人,
大专4人。婚姻状况:在婚12人,离异3人,丧偶1
人。异地就业7人,家庭需照顾的老人和小孩数量

2~6人。既往均未接受过老年照护培训。为保护研

究对象隐私,用N1~N16代表研究对象姓名。
1.2 方法

1.2.1 确定访谈提纲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

究方法,进行一对一面对面半结构化深入访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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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和查阅相关文献初步拟订访谈提纲,选择3
名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的研究对象进行预访谈,修订

形成正式访谈提纲。研究者以“您能讲讲再就业到现

在的经历吗?”开始访谈,建立访谈关系。访谈提纲如

下:①您为何选择养老护理员作为新职业? ②您从事

养老护理员有何体验、感受和想法? ③您从事养老护

理员以来遇到过哪些困难? 需要什么帮助? ④您的

亲朋好友如何看待您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 ⑤您对

养老护理员有何职业认同感? ⑥您今后有何打算?
1.2.2 资料收集方法 正式访谈前邀请资深的质性

研究专家对研究者进行访谈技巧和资料收集分析方

法培训,准备访谈所需用物,如录音笔、纸、笔等,访谈

时间地点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商讨确定,访谈时间

15~30
 

min,将拟定好的访谈提纲作为访谈指引,与
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的半结构化深入访谈。访谈前

先自我介绍,说明访谈目的、内容和意义,征求研究对

象对访谈和录音的知情同意,双方签订知情同意书。
运用访谈技巧,访谈全程录音并用心观察、记录研究

对象的非语言信息,如语气、表情、情感变化、动作等。
访谈至无新主题信息出现后再适度追加3人访谈,直
至确认信息饱和,结束访谈[4]。
1.2.3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24

 

h内由2名

研究者分别将访谈录音转录为 Word文本资料,并交

叉核对两个转录文本的一致性。资料分析采用Co-
laizzi现象学分析7个步骤[5],在分析过程中借助

Nvivo软件为研究者提供支持[6]。
2 结果

2.1 主题一:感恩就业帮扶培训政策,帮助再就业谋

生 13名研究对象表示感恩养老护理员再就业培训

政策,不仅学到谋生技能,还可以将所学养老知识、技
能运用于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将来的自己,也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再就业压力,非常实用并适合中年人。N1:
“感谢工会给我们免费培训,这大笔开销很不容易,我
们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激动)”。N5:“养老行

业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可以养家,还可以照顾家里

老人,自己老了也用得上。”
2.2 主题二:职业安全感欠缺,工作信心不足 养老

护理员薪酬待遇偏低、社会保险福利等法律和政策保

障制度不健全、随时可能面临传染病侵袭等欠缺职业

安全感的因素;年龄大,学习能力和记忆力下降,胜任

养老护理工作的信心不足。N4:“养老护理员的收入

较低,尤其对于我一个要养家糊口的男人来说,好多

养老院还没有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些,缺乏保

障。”N2:“有些老人有传染病,离岗后我照顾过肺结

核的老人,有时做事戴口罩不方便,又怕被传染,去打

了那个疫苗。”
2.3 主题三:社会支持不足,职业归属感不强 受传

统观念和社会偏见影响,很多人无法正确理解并认可

养老护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养老护理员时常没有获

得照护老人及家属的理解、尊重和认可,社会支持不

足,促使养老护理员自身对养老护理工作也难以产生

价值感和认同感,职业归属感不强,流失率高。N2:
“家人不想我做护理员,脏累不说,还不被人尊重,承
认我们的人很少,不少家属觉得我雇了你,你就得什

么都听我的(无奈)。”
2.4 主题四:工作家庭冲突大,缺少自我实现规划 
受中国传统“女主内”思想影响,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

家庭现状,女性为家庭付出更多,而很多养老护理员

岗位实行24
 

h工作制或频繁夜班,工作繁忙,工作家

庭冲突大,很多人缺少职业生涯自我实现规划,且养

老护理行业整体的职称晋升机制不健全,中年养老护

理员晋升困难,对未来多持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N12:“上有老下有小,中年人基本没有自己的人生定

位,为自己考虑的不能太多,老人万一病了要伺候,孩
子也不能耽误学习,以后走一步看一步。”N13:“养老

护理员24小时上班制,夜班太多,可家里老人多,希
望工作生活能均衡一点,工作期间如果家里有事能照

顾下。”
2.5 主题五:家中有赡养老人,对老人共情力更强 
50岁左右的女性,家中几乎都有夫妻双方年迈父母

要赡养,自身年龄也较大,相较于年轻护理员更明白

衰老的无奈和老人的不易,对老人的理解包容性、共
情力更强。N6:“两边父母都七十多岁,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如果自己的爱心能让一些晚年凄凉的老人感

受到爱,他幸福,我也会从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
N7:“我婆婆快八十岁了,老年痴呆,一直都是我照

顾,人老了很可怜,尽量把老人照顾好,在养老院照顾

其他老人也一样要尽心尽力。”
3 讨论

此次研究发现,再就业养老护理员具有感恩就业

培训政策、对老人更有包容体恤的共情力的独特优

势,但也存在诸如职业安全感不强、工作信心不足、社
会支持力度不大、职业归属感缺如、工作家庭冲突大、
自我实现规划缺乏,岗位胜任力不高等问题。为稳固

再就业养老护理员参与养老事业的职业意向,应多措

并举,政府、社会、养老机构和养老护理员四方协作,
提升其职业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制定自我实现规

划,以稳定提升养老护理员的队伍建设,促进我国养

老护理事业更好地发展。
3.1 充分发挥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的感恩心理及共情

强的优势 通过访谈得知,大多再就业职工在离开原

岗位待业后,由于对原单位过分依赖,离岗后对突然

的角色转变不适应、失落感、社交焦虑感明显,家庭经

济状况变差,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再就业难,迫切需

要政府和社会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促进再就业。湖

北省总工会此次在程潮矿业开展的“联帮促”离岗转

型员工专项就业帮扶培训,吸纳失业的再就业职工充

实养老护理员队伍,让其掌握一技之长,顺利实现再

就业,有利于缓解养老护理员的人力资源缺口。鉴于

主题一和主题五的正向职业体验,应充分运用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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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再就业养老护理员感恩就业帮扶培训政策、对老

人更有包容体恤的共情力等特点,多方精诚协作为其

提供相应的需求支持,吸纳并稳定更多的再就业职工

加入养老行业,稳固其养老就业意向,壮大养老护理

员队伍。
3.2 增强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安全感和从业信心

3.2.1 加强社会保障机制建设 访谈得知大部分从

事养老护理员的主要动机是挣钱养家,薪酬待遇是保

障养老护理员生活的物质基础。目前,并没有一整套

完备的法律法规能够覆盖养老护理员工资待遇、职称

晋升、社会保险等方面,这成为制约养老护理员队伍

发展壮大的重要瓶颈[7]。因此,国家有必要建立健全

相关的法律规范,完善我国养老服务财政支持的政策

体系,规范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关系,建立和完善长

期护理保险法律制度[8]。针对无法签订劳动合同的

50岁以上女性和60岁以上男性退休后自愿再就业

为养老护理员的法律现状,应完善相关的劳务关系法

律,保障其合法权益,增强职业安全感和从业信心、积
极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应持续加大,并建立养老护

理人才引进、培养及激励的持续支持机制,制定科学

合理的绩效奖励、薪酬福利分配制度体系。养老机构

落实养老服务相关法规、财政政策,有效解决养老护

理员的薪酬待遇、职称晋升、社会保险等难题。
3.2.2 加强职业安全防护 养老护理员工作中经常

接触传染病老人及其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面临各

种职业暴露风险,但目前国内养老护理员职业防护问

题仍未予以足够重视。建议国家制定养老护理员职

业暴露的工作指南、防护标准,建立养老护理员职业

暴露安全管理体系。减少职业暴露的主要措施是对

养老护理员进行职业安全教育培训,养老机构应把职

业防护作为养老护理员终生培训的考核内容,配备充

足有效的防护用品,改善职业环境,为全体护理员建

立健康档案,定期体检和必要的疫苗预防接种,建立

相应的职业暴露应急机制,让暴露者能及时报告和进

行处理,并接受定期的监测和随访[9]。暴露后护理员

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应及时对其进行心理减压

和支持,为养老护理员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养老护

理员应掌握职业暴露的工作指南、防护标准,提高自

我职业防护意识。
3.2.3 建立科学培训体系 鉴于所培训的养老护理

员年龄偏大,学习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的特点,应加强

培训师资队伍建设[10]。培训师资队伍应有丰富的理

论、实践和教学经验,按照《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2019年版)》完善培训内容,根据学情、内容灵

活选择教学方法,可借鉴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National

 

Vocation
 

Qualification,NVQ),按年龄、文
化程度、护龄等分层次培训,通过分层结果确定护理

员的护理职能并制订培训计划[11]。职业培训方式与

现代网络科技相联系,培训面授课程之外,拓展网络

授课、微信平台授课等多种途径[12],提供线上线下培

训,聘请老年医学、老年护理、心理学等领域专家授

课[13]。采用岗前培训、在岗培训、继续教育培训相结

合以保证培训的连续性,外部进修和内部培训联合培

养,提升培训效率效果,增强养老护理员胜任职业考

试和从业的信心。
3.3 提升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归属感

职业认同是人们对其职业活动的性质内容、社会

价值和个人意义等的熟悉和认可[14],是自我认同和

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积极的职业认同感有助于提高

工作满意度[15],提升职业归属感。国内目前尚未对

养老护理员职业形成客观正面的认知评价,护理员普

遍感到缺乏尊重和认可,而日本、美国、英国等较早步

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已对长期护理机构的护理人力

配置标准、机构类别及人员配备资质等方面有明确的

各项法律规定,以保证护理员合理的照护工作量和社

会地位[16]。为提高对养老护理员的关注和认可,提
升养老职业归属感,需政府、社会、养老机构、养老护

理员多方联动、共同努力。
3.3.1 健全法规政策 政府应积极建立健全相关法

规和政策,维护养老护理员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
制定基于职业技能提升、工作贡献度或宣传推广活动

等的从业人员激励机制,并做好资金、政策等方面的

配套,以此增加养老护理员自身与社会公众对该职业

的认同度[17];大力宣传养老照护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与紧迫性,形成尊老爱老、尊护爱护的好风尚,提高对

养老照护人员社会地位作用的认可度和尊崇度;可以

专设养老护理节日,定期举办全国及各省市区养老护

理职业技能大赛等大型公益活动,提高整个社会对养

老护理员的关注,让养老护理员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尊

重,提升职业价值感、归属感。
3.3.2 倡导正确价值理念 社会倡导劳动光荣、职
业平等无贵贱的价值理念,各级各类新闻、网络等社

会媒体舆论要大力正面宣传报道养老护理员的专业

价值和社会贡献,提高养老护理员的形象以及社会认

可度[18]。鼓励志愿者去养老机构体验养老护理工

作,促进公众对养老护理工作的积极认同,提高养老

护理员的社会地位。
3.3.3 改善养老机构实践环境 支持、激励并赋权

员工的组织文化环境来管理人力资源,确保员工的贡

献得到承认,是吸引和留住员工必不可少的战略[19],
改善护理实践环境,工作满意度可能会大大提高[20]。
因此,养老机构管理者应积极提供养老护理员参与工

作管理决策的机会,鼓励护理员为机构的良性发展建

言献策;营造尊重和谐的工作软环境,组织节日慰问、
集体团建、工作交流会等活动,增强组织机构的凝聚

力;建立护理员与患者家属间的沟通机制,在保障家

属知情权的同时,充分关注护理员的情绪,为护理员

建立有效的心理咨询、压力调适等舒缓情绪压力的通

道;关注养老护理员的工作、生活、学习,主动为其做

好后勤保障服务,使其能安心投入工作[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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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提升养老护理员素质 研究报道,职业自我

概念越高,职业倦怠越低[23],能正确认识、激励自己

或能在工作过程中找到自我价值的护理员往往很少

有离职意愿[24]。养老护理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心理抗压资本与职业自我概

念水平。积极参与各种培训学习,勇于克服突破工作

困难,善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对照护老人倾注耐心、
爱心、细心和责任心,赢得照护老人及家属和社会的

尊重认可;注重自身的身心健康,建立并扩展合理有

效的情绪排解途径,积极主动参加组织机构的集体活

动,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网,提高社会支持度。
3.4 解决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家庭冲突 养老

护理员大多是女性,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现状,
工作家庭冲突程度更高,削弱其工作动力,降低职业

认同感[25]。管理者要帮助护理员解决工作家庭冲突

和增强韧性来改善护理员的职业发展困境,一方面,
合理规定护理员人力配置、工作强度和休息时间,制
定灵活弹性的排班轮岗制度;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

通过培训提高护理员自身韧性水平,提高解决工作家

庭冲突的能力,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提高护理员的适应

能力和职业技能,促进其职业目标的实现。
4 小结

在当前养老护理员严重紧缺的严峻形势下,再就

业职工作为养老护理员队伍的有效补充,政府、社会、
养老机构应多方协作、多措并举提升养老护理员的职

业安全感和从业信心、职业归属感,使其更好地胜任

养老护理员职业。本研究样本代表性有限,未来将采

用调查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收集更广泛样本数据,为
稳定并提升再就业养老护理员的队伍建设提供更可

靠的依据,促进我国养老护理事业更好发展。
(本研究承蒙湖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教育培训委员会范

晓松会长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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