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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护生从事老年护理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周丽平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现今，我国从事老年护理服务的人员日益紧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作为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专业人才

的重要教学基地和训练场所，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护生是未来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从事老年护理服务意愿，从

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反映出他们日后的毕业去向，也对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对象与方法进行阐述，之

后就研究结果进行说明，之后对高职护生从事老年护理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广大朋友提供相关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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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我校 2020-2021 级护理专业 1124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尝试分析影响护生从事老年护理服务意愿的因素。根据相关的

要求和标准，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1075 份，回收 980 份，回收

率高达 90% 以上，因此，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

和标准。

（二）研究方法

根据相关的老年护理服务医院文献，自主编制护生从事老年

护理服务意愿调查问卷，问卷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一般资料，

另一部分包含了一共 15 个项目问题，分别是年级、年龄、性别、

护理学是否为第一专业、对老人态度、是否有单独照顾老人的经

历、是否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期待的护理月薪是多少、对老年

护理服务的意愿以及是否看好老年护理前景发展，经过调查和验

证，该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 KMO 为 0.908，信度 Cronbach's a 系数

为 0.845，Bartlett 的球形检验 <0.001，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中护

理学生对老年人态度是参考 1961 年，由学者 Kogan 研制的老年人

态度量表（KAOP）。

二、结果

首先，结合单独因素来看，不少毕业生对于从事老年护

理方面工作的意愿主要受到是否具备相关经验、对于老年人

口的看法以及态度、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认知程度以及后续工

作方面的待遇等具体因素影响。同时，一些学生对于老年护

理事业发展前景的认知也是影响他们自身意愿的一种重要因

素（如下表 1）。

其次，从多因素方面来看，结果显示男护生在从事老年护理

工作方面的意愿要明显大于女护生。同时，护理学为第一志愿的

学生往往比其他类型的学生更愿意从事相关护理岗位，更愿意从

事照顾老年人的相关工作。在这，对于我国老龄化现状了解程度

较高的学生比那些了解程度较少的学生也有着更强的从业意愿。

同时，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学生也会受到薪资待遇等因素的影响

进而出现一定的意愿方面倾向。（如下表 2）

三、讨论与分析影响从事老年护理服务工作意愿的原因

（一）从事老年护理服务意愿差强人意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意

愿处于中下水平，与本科护理学生相比，高职护理学生更愿意从

事此项工作，具体的比例能够达到 43.6% 左右，经过这些数据的

比较和分析，不难发现高职学生比本科学生更愿意从事老年人护

理工作。导致很多本科学生不愿意参与老年人护理工作的主要原

因是很多的老年护理工作场所是在养老院、居家或者相关的社区，

主要的工作对象绝大部分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中的大部

分人都患有各种慢性病，并且病情、治疗、康复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康复护理、基础护理、生活照料以及心理

护理，甚至提供给一些老人临终关怀。护士可能认为从事老年服

表 1　从事老年护理服务工作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n（%）]

表 2 　学生从业意愿方面倾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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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能全面地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和作用，另外，很多护生认为从

事养老工作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一些学历偏低、年纪稍大的成员，

并不想与他们成为同事，并且认为自己的薪酬结构和工作待遇与

医院中的护士有所区别，这会导致自己的未来发展以及职业发展

受到影响。

与不确定组相比，很多男性护生愿意从事护理老年人的工作，

经过调查发现，很多男性护生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原因是他们对老

年人的态度比较好、工作更加的积极。此外，在护生的性别占比中，

男护生的数量很少，并且男护生与女护生相比，他们的体能更占

据优势，有些给病人翻身、搀扶等动作，女护生因为力气较小而

无法完成，因此，很多男护生更被广大的患者所青睐。

与其他学生相比较，护理学为第一志愿的护生更愿意从事护

理老年人的工作，他们的数量是非第一志愿护生的两倍还多，这

充分地说明了将第一志愿填写为护理学的学生对护理学更加热爱

和喜欢，并且对护理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工作前景有着比较清楚

的认知和定位，因此，将护理学填写成第一志愿的学生更喜欢从

事护理老年人的工作。

（二）护理学生有照顾老人的经历

经过调查，发现大部分有照顾老人经验的护生更愿意从事老

年人护理工作，他们的人数是没有护理老年人经验护生人数的 1.8

倍，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这些数据很好地表明具有护理老年

人经验的护生对于这项工作更具备工作热情，更容易了解老年人

心理、身体等特点，能够更加同情他们因为衰老给生活带来的诸

多不便，理解老年人的某些行为举止，并且他们认为作为晚辈，

不应嫌弃老人，更应该给他们更好地照顾和关心，给他们的生活

增加快乐，让他们安享晚年。那些没有照顾老年人经验的学生而言，

可以安排他们去相关的养老院以及医院去实习，体验照顾老年人

的工作，或者院校要积极开展一些帮助老年人的社会活动，通过

这些方式，帮助他们提升对于护理老年人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三）护生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认知

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得知，大部分护生在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

问题之后，更加愿意从事老年护理服务工作，据统计，了解上述

问题的护生人数是不了解护生人数的将近 3 倍，这可能是了解我

国人口老龄化护生更愿意从事此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们

已经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带来的巨大市场。目前我国正在建设多

种多样的养老体系，建设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居家为基

础的高端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打造休闲娱乐、居家养老以及医疗

保健等一系列养老体系，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养老服务的需

求不断增加，同时可以为护生专业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

业岗位。

（四）护生期待的月薪水平

与其他组别相比，期待老年护理工作月薪 <8000 的护生更为

愿意从事此工作，他们是期待月薪≥ 8000 元护生数量的将近两倍，

这说明期望薪酬较低的护生比期望薪酬高的护生更愿意从事护理

工作，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对于老年护理这份工作充满热爱，并

且能够相对准确地对自己职业进行定位。不愿意从事此工作的护

生以及期待老年护理服务工作月薪≥ 8000 元的护生总数量相对较

少，是期待月薪 <8 000 元护生的 0.63 倍。因为从事老年护理工作

的薪酬相对较低，很多护生对此并不满意，因此，期待高薪的护

生更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计划中，教师要在

强化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同时，还要帮助他们对职业进

行清晰准确地定位，让他们看清楚行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并且

对自身的优势和职业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五）护生对老年人的态度

经过筛选，很多护生对老年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否喜

欢从这护理老年人这项工作，他们态度越恶劣，越不愿意从事这

项工作。根据问卷数据显示，有将近 84% 的学生对于护理老年人

呈现负面态度，而高职院校的新生绝大部分对于护理老人的态度

比较积极，但是他们有很多人缺乏护理老年人的工作意向，仅有

不到 20% 的学生有从事护理老年人的工作意向。

（六）护生对老年事业发展前景的看法

很多护理专业学生更加看好护理老年人这项工作，他们更加

倾向于从事老年人护理这项工作，可能是因为这些学生认识到我

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认为发展前景比较不错，工作发展比较稳定，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从事这项工作。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

今天，老年人护理工作具备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它的工作范

围不仅仅局限于医院，在社区以及相关的养老机构依然存在这大

量的工作岗位空缺，需要大量的、具备专业素养的、年轻的护理

人员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照顾和陪护。现今，在老年人护理的人

才培养方面，依然需要国家以及高职院校共同努力，帮助学生们

提升对于此项工作的认同感，运用多种方式和政策吸引更多的学

生从事老年护理服务工作，使老年人获得高质量的护理体验。

四、结语

总之，男生、第一志愿是护理专业期望薪酬比较低的、有照

顾老年人经验的、对护理老年人工作前景看好的学生从事这项工

作的意愿更高。高职院校的相关教师以及院校必须要从他们就业

动机方面下手，强化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帮助他们认清专业

定位以及专业发展前景，通过优化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创设

老年人护理的相关课程以及活动实践，针对他们对待老年人的态

度进行积极的改善，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为我国和社会提供更

多的护理专业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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