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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本科《老年护理学》实践教学中基于长者访谈的教学效果。方法
 

根据课程提供的访谈提纲,要求44名选修《老年

护理学》的护理本科学生,每人利用课余时间对1名老年人进行访谈,访谈后完成书面报告,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报告中的反思

内容进行分析。结果
 

析出4个主题11个类别,即理论-实践-研究贯通的学习(包括走出课堂的深入学习,激发主动思考与学

习,在学习中服务老年人和老年护理的价值4个类别),走近老年人和他们的生活(包括改变对老年人的固有印象和面对疾病2个

类别),关于老年人医养的反思(包括多层次的养老策略,多维度的医疗服务提升策略和政策,社会层面的助力3个类别),陪伴中

的个人感悟(包括社会责任和为人处世2个类别)。结论
 

在本科《老年护理学》教学中应用长者访谈进行教学实践,可加深学生对

老年人的认识,促进学生个人成长,巩固课堂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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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actice
 

teaching
 

based
 

on
 

the
 

elderly
 

interview
 

in
 

baccalaureate
 

Gerontological
 

Nurs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guide
 

in
 

the
 

course,
 

44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selecting
 

Gerontological
 

Nursing
 

as
 

elective
 

course
 

were
 

asked
 

to
 

interview
 

an
 

elderly
 

person
 

in
 

their
 

spare
 

time
 

and
 

submit
 

an
 

interview
 

report,
 

which
 

was
 

used
 

to
 

analyze
 

their
 

reflection
 

using
 

the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Four
 

themes
 

and
 

11
 

subthemes
 

were
 

extrac-
ted:integrated

 

stud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actice,
 

and
 

research
 

(deep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motivating
 

active
 

thinking
 

and
 

learning,
 

providing
 

service
 

during
 

learning,
 

and
 

the
 

value
 

of
 

gerontology
 

nursing),
 

understanding
 

the
 

elderly
 

and
 

their
 

lives
 

(changing
 

the
 

stereotype
 

images
 

of
 

the
 

elderly,
 

and
 

facing
 

the
 

illness),
 

reflection
 

on
 

elderly
 

care
 

(strategies
 

of
 

elderly
 

care
 

at
 

multiple
 

levels,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improving
 

healthcare
 

service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supports
 

at
 

societal
 

level),
 

and
 

personal
 

insights
 

in
 

companionship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wisdom
 

of
 

life).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the
 

elderly
 

interview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baccalaureate
 

Gerontological
 

Nursing,
 

could
 

deepen
 

the
 

nurs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elderly,
 

promote
 

their
 

personal
 

growth,
 

and
 

consolidate
 

the
 

effects
 

of
 

classroom-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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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问题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随之带

来以老年人为核心的医疗养护需求激增。然而,我国

老年护理方向的护士缺口至少有130万[1]。老年护理

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
2020)》中提出要大力推进老年护理,加大老年护理人

才培养的力度。目前我国老年护理教育仍处于探索阶

段[2-3],部分院校开设有老年护理课程,但开设老年护

理专业的院校较少,导致高等老年护理人才数量稀

少[4],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老年护理的发展。与此同

时,护理本科生从事老年护理的意愿并不高[5]。如何

通过教育唤起学生对老年护理的兴趣,提高从事老年

护理的意愿,是老年护理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有的老年护理课程多以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薄

弱,学生缺少直接的接触和体验,不利于对老年人的共

情理解和对老年护理的深刻感悟[6-8]。针对上述情况,
部分院校尝试对老年护理课程进行改革,如增加体验

式教学、服务性学习元素、项目教学法等[6-9],弥补原有

教学的不足。我校面向护理本科二至四年级学生开设

《老年护理学》选修课程,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衰

老体验和机构参观环节,但缺少与老年人直接互动的

实践教学。2021年起我校在老年护理课程教学中增加

长者访谈环节,通过访谈老年人,加深学生对老年人的

认识,巩固课堂学习成果。本研究对护理本科老年护

理课程教学实践中的长者访谈进行内容分析,探讨其

教学实践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学生 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设计。选择

2021年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选修《老年护理学》课程

的护理专业本科学生44人。其中女生38人,男生6
人。年龄18~22岁,平均20.11岁。二年级19人,
三年级21人,四年级4人。
1.1.2 受访老年人 受访老年人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年龄≥60岁;②意识清楚,表达清晰;③愿意接受

访谈。共访谈老年人44人,其中男22人,女22人;
 

年龄61~96岁,平均71.84岁。访谈形式:面对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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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30人,访谈地方包括受访者家中11人,公园15
人,小区内2人,工作地点1人,养老机构1人;视频

访谈14人。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2人,中学(含初

中、高中)及中专18人,大学(含本科及大专)12人,
研究生2人。婚姻状态:已婚36人,丧偶8人。
1.2 方法

1.2.1 课程教学方式 《老年护理学》选修课程教学

共32学时,教学内容以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为

辅,其中衰老体验(1学时)、居家环境展示(1学时)、
移动和搬运(1学时)为实践教学内容,课余时间安排

1次长者访谈。
1.2.2 长者访谈 参考Garbarion等[10]长者访谈提

纲实施访谈,访谈提纲包括4个部分:①初识老年人。
您住在哪里? 以往做什么工作? 请您分享一下您一

天的生活等。②变老的过程。您能和我分享一下变

老了的感觉吗? 这些改变带给您的感受是什么? 您

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等。③医疗护理的体验。平时您是如何维护自己的

健康? 患病时您会如何处理? 请您分享一下去医院

门诊看病的体验等。④收尾。回顾过去,有什么事情

是您想重做一次的? 作为人生经历丰富的长者,您有

什么建议或经验能分享给我吗? 要求学生在完成课

程中“与老年人沟通”这一章节内容(老年人沟通的基

本技巧及与特殊情况老年人沟通的技巧,鼓励学生将

学到的沟通技巧应用在访谈中)的学习后展开访谈,
要求每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对1名老年人进行访谈。
访谈可采用面对面或视频方式进行。访谈结束后每

位学生完成1份书面报告,内容包括:①介绍受访老

年人一般情况,如年龄、性别、既往职业等。②访谈问

题回答内容的总结。③学生反思,内容包括对老年人

回答内容的反思、对访谈过程的反思,以及访谈前后

个人对老年人的看法发生了哪些改变。
1.2.3 内容分析 将44份学生书面报告中的第三

部分,即学生对访谈反思部分的内容导入Nvivo10软

件进行管理,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法[11]进行分析。每

名学生的访谈内容以No.1~No.44编码。
2 结果

根据访谈报告中的反思内容,析出理论-实践-
研究贯通的学习、走进老年人和他们的生活、关于老

年人医养的反思、陪伴中的个人感悟4个主题。
2.1 理论-实践-研究的贯通学习

2.1.1 走出课堂的深入学习 学生认为长者访谈是

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实践,对课堂所学知识有了更深的

理解和思考。No.6:“奶奶很爱漂亮,衰老褪去了她

曾经美丽的容貌,很打击她的自信心。如何处理这个

问题我们的学习中并没有提到。”老年人的叙述也让

学生对抽象的衰老有了真实的体验。No.32:“访问

之前,我对老年人的印象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知道

会有生理和心理功能的退化。访谈中我真切感受到

他们听力、理解力和反应力的下降。”No.18:“在探究

老年人变老的喜怒哀乐和担忧中,对他们有了更深的

理解,也有了更多的体谅。”
2.1.2 激发主动思考与学习 受访老年人提及的问

题和困难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如就医困难是受访老年

人提到的共性问题。一些学生主动查阅资料,思考解

决策略,对感兴趣的问题有了更多了解。No.29:“通
过查找资料,我了解到有些医疗机构对于老年人采取

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或推荐‘健康

码’与社保卡等互相关联,逐步实现‘刷卡’或‘刷脸’
通行。”一些受访老年人提及的内容也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No.15:
 

“让我惊喜的是外婆主动提到了

安宁疗护。虽然现在我对这个领域比较陌生,但我很

想去了解。”
2.1.3 在学习中服务老年人 虽然访谈的初衷是完

成课程作业,但学生发现访谈给老年人提供了一次倾

诉的机会。学生的倾听和陪伴让老年人感到非常高

兴。No.2:“我认为老年人有倾诉的欲望和能力,但
缺乏机会。我很难说清楚这个访谈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帮助到他,但我相信这样的交谈让他舒畅、开心。”
也有学生在交谈中运用专业知识为受访老年人提供

健康教育。No.6:“奶奶腿脚不便出行困难,担心给

孩子带来负担。我安慰奶奶,也建议奶奶多锻炼。”
2.1.4 老年护理的价值 与老年人的访谈促使学生

思考老年护理的价值。No.35:“每一场生命都独特

而美丽,我们需要真心去尊重去照护这份美丽,用我

们的专业知识完成生命的极致终章,是一件幸运又如

此值得尊重的职业! 用心去对待每一个生命,老年护

理也因此极具意义与重量。”
2.2 走近老年人和他们的生活

2.2.1 改变对老年人的固有印象 访谈让学生改变

了对老年人的固有印象和偏见,看到了老年人随岁月

沉淀的智慧。No.39:“长者的长不仅是年龄上的长,
也是生活智慧和经验的长,更是人生哲理和社会心境

的长。”很多老年人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过好每一天,
生活丰富多彩,但学生也看到老年人之间的差异。
No.43:“这位丧偶的独居老年人,生活规律且单调,
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访谈也让学生认识到老

年人的生活有低谷,有病痛、有担忧、有伤感。而孤独

感是很多不同境况下老年人共有的。No.11:“虽然

爷爷的女儿孝顺,但爷爷最大的问题是面对朋友的接

连离世以及远离家乡带来的社会脱节与孤独感。”而
在这高低起伏的日常生活中,不变的是对儿孙的牵

挂。No.34:“爷爷最开心的事情是和儿孙团聚。”
2.2.2 面对疾病 应对疾病是所有受访老年人生活

中的共性内容。访谈让学生看到老年人对于衰老顺其

自然的态度,同时也积极维护健康。而在生病甚至走

向死亡的过程中,老年人始终关注对儿女的影响。No.
44:“爷爷因为家中曾有人发生卒中瘫痪,他也非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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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自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担心给家里带来负担。”在
访谈中,学生对于老年人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了

很深入的了解。No.38:“与老人聊了很多在医院的体

验。电子化医疗带来便利,但却让老人变得无措。”
2.3 关于老年人医养的反思

2.3.1 多层次的养老策略 学生了解老年人和他们

生活的基础上,就如何让老年人生活得更好进行了思

考。学生认识到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维护心理健康对

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更意识到应理解和帮助

老年人,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No.22:“奶奶在结尾

时提到她很渴望实现自我价值。我们作为家人也应

该让老年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们感受到自

己的价值。”而这其中儿女的陪伴是必不可少的。同

时,受访老年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也让学生认识到,照
顾老年人不仅需要家人,更需要发展社会支持系统和

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
2.3.2 多维度的医疗服务提升策略 学生在课堂中

对老年人就医过程中的困难了解不多。作为护理专业

的学生也自然围绕如何改善老年人就医体验做了一些

思考,提出的改善措施也并未仅限于护理专业,而是从

更广的视角去思考这一问题,包括医疗机构内、医疗体

系层面、社区层面、科技层面以及政策层面的改善措

施。No.29:“针对老年人并存多种疾病的特点,可以考

虑优化就医流程、发展多学科联合的医疗模式,免除

‘一病看一科’和分散就诊给老年人带来的负担。”
2.3.3 政策及社会层面的助力 访谈中学生看到了

社会发展,特别是智能化发展给老年人生活带来的压

力和挑战。学生就这一观察也有自己的思考,认为应

该仍保留人工服务,同时也应想办法帮助老年人融入

“数字生活”。
 

No.24:“老龄化是我国社会今后长期存

在的现象,大数据时代带来便利和快捷,但我们不能

忽视老年人,如何帮助老年人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

我们应该想的,也是应该去做的。”
2.4 陪伴中的个人感悟

2.4.1 社会责任 与老年人的访谈让学生认识到自

己的社会责任。No.35:“老龄化不仅是发达地区,整
个社会都要有让每一位老年人获得良好照顾的意识,
这是老龄化的最终目标,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2.4.2 为人处世 访谈老年人的人生经历让学生受

益良多,访谈对学生自身的成长也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No.
 

35:“最让我感动的是爷爷的人生经验,那种

柴米油盐中总结出来的人生精华,带着一生时光的重

量,与之交谈,理解他们,陪伴他们,都是另外一种成

长感悟。”受访老年人的分享也影响着学生去改变他

们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No.19:“和爷爷的访谈

让我知道了从人际关系和经济状态去定义一个人是

极其狭隘的想法。访谈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因心疼儿

子在七十岁高龄仍自力更生的勇敢老人;是一个在每

一个冬日里裹着厚厚衣服为孙子送上他最喜欢早餐

的老人;是一个顶着巨大压力也依然投入所有时间和

金钱为重病妻子治病的老人。我觉得他是令人尊敬

的,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迪和智慧。”
3 讨论

3.1 长者访谈加深了学生对老年人的认识 长者访

谈4个部分的提纲引导学生由浅入深,从了解老年人

的日常生活开始,进一步认识老年人的衰老体验、面对

衰老的态度和应对态度。通过访谈改变了学生对老年

人的固有印象,加深了对老年人的认识和理解。Gar-
barino等[10]在老年护理课程中应用同一访谈提纲,结
果发现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出现明显的正向改变,且
研究还发现部分学生表现出愿意与老年人共事,以及

护理技能的提高。两项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访谈地

点、频次、受访老年人情况不同有关。本次访谈学生多

在社区或公园邀请身体较为健康的老年人,且只访谈1
次。而Garbarino等[10]的课程中学生分4次在养老机

构中完成访谈,且部分受访老人患有严重的慢性疾病。
多次访谈使学生对老年人的生活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

识,故而学生的学习收获也更为丰富。
3.2 长者访谈对个人成长有积极促进作用 访谈的

第三部分围绕老年人真实的医疗护理体验展开,帮助

学生认识到课本上鲜有提及的就诊过程中的真实困

难,从理论知识中走向现实生活,激发学生从专业和

更广的视角去思考未来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从其

中认识到作为护理人员的专业责任以及老龄化社会

中的社会责任。结尾部分受访老年人人生阅历的分

享让学生收获了课程以外的成长和感悟,认识到自身

的公民责任感,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10]。
分析发现,学生对“为人处世”的感悟是访谈报告中的

重要内容,频繁出现在报告中。受访老年人的分享对

学生社会责任感、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起到了积极

的影响,这说明长者访谈也是一种很好的课程思政教

育方式,在知识和技能学习的基础上,赋予个体自我

认知的能力,培养学生具备参与社会、理解社会和建

设社会的能力[12]。
3.3 长者访谈能巩固课堂学习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

示,长者访谈帮助学生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以及对

老年人群和他们生活的认识,促使学生主动搜索文献

资源,思考如何解决老年人面临的困难。访谈促进了

课堂学习、研究探索和实践服务的融合。而书面形式

的反思使学生重温访谈内容、凝练个人观点,巩固访

谈过程中的收获和成长,获得了比单纯课堂讲授更好

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长者访谈对受访老人而言是

一种陪伴和倾述以及自我价值的体现。本研究中,学
生在访谈过程中为老年人提供了护理服务,学生的陪

伴和倾听可满足老年人倾诉的需求,缓解老年人的孤

独感。而学生方面,尽管访谈的初衷并不是提供护理

服务,但学生的陪伴、倾听和健康教育,也可视为是为

受访老年人提供了护理服务。学习、服务、反思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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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获益的结果让长者访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服

务性学习的特征和效果。
3.4 如何提升学生的老年护理的职业认同感和从事

意愿仍有待探索 本研究中,尽管学生对老年人的认

识有所改变,也对老年护理的价值进行了反思,但并

未有学生表达出愿意从事老年护理的意愿。刘娜

等[8]的研究也发现,仅部分学生有从事老年护理的意

愿。有研究发现,体验式教学对改变学生对老年护理

择业动机和择业意愿有积极影响[13-14]。面对我国老

年护理专科人才的巨大缺口,如何吸引更多护理人员

从事老年护理仍是护理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有

研究提出,构建基于医养结合岗位胜任力的老年护理

本科课程体系,有利于培养医养结合型老年护理人

才[15],提升老年护理质量。
3.5 局限性 目前,本课程中仅要求学生对老年人

进行1次访谈,与老年人交流互动的时间有限。同

时,受访老年人多是居住在社区、身体状态相对较好

的老年人。人员选择的局限性也导致学生对老年人

的认识不够全面。未来,课程设计中可考虑设计增加

互动次数和邀请不同情况的老年人参与访谈,帮助学

生对老年人群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4 小结

在《老年护理学》课程中应用长者访谈进行实践

教学,通过访谈,学生改变了对老年人的固有印象,加
深了对老年人的认识,并对老年人遇到的问题积极思

考、钻研寻找答案,也从老年人的分享中收获个人成

长和感悟。从访谈到书写反思报告,学生不仅巩固了

课堂所学,促进了学生通过查阅文献主动学习思考解

决问题,也为老年人提供了陪伴和倾听,在一定程度

上达到了服务性学习的效果。今后可在不同环境中

进行长者访谈,邀请不同背景的老年人接受访谈,以
帮助护理专业学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老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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