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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老人的心理护理探讨
陈锦华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112）

摘要：当今社会老年人群的心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随着小康社会的建设，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得到保障，关于精神需求、

心理问题的需求则日渐突出，失能老人护理中的心理问题更加彰显。本文旨在依据中国失能老人的主要心理问题，探讨相应护理对策，

以提高失能老人的心理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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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构想

（一）研究背景

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在提高。物质的极

大丰富解放了人类，机械化逐渐取代了体力劳动，人们的平均寿

命延长了。然而，这也导致了中国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老年

人是社会的财富。随着老年人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

年人的护理。在庞大的中老年人队伍中，有一定比例的老年人丧

失了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自理，需要他人帮助才能生存。他们被

称为残疾老人。作为残疾老人群体，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很低，

容易出现各种生理和心理问题，需要亲属和社会的关注。

（二）研究现状

1. 国内特殊人群的心理研究

我国对特殊群体的心理学研究较多，但对老年人的心理学研

究较少。CNKI 搜索到的关于“老年人”和“心理学”的文章只有

275 篇。关于“残疾老人”的研究较多，约 1095 项，但对残疾老

人的心理护理研究较少。通过检索“失能老人”和“心理护理”

两个关键词，在 CNKI 上没有找到相关文献。李秀芹等人围绕居

家失能老人护理的而现实困境，提出了增加护理人员和有效供给、

提高对失能老人的经济支持水平和构建智能护理新模式三种应对

措施，但没有对失能老人的心理护理提出意见和建议；回黎娟将

关注点聚焦在社会养老上，提出了失能老人养老的服务供给不充

分、不实惠等问题，提出要强化意识，建立“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各项保障措施已经到位，但对残疾老人的心理护理却没有详细提

及。

2. 国外特殊人群的心理研究

国外对残疾老年人的研究远远少于国内。国外对特殊群体的

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残疾人身上，对残疾老年人的心理学研究

较少。

美国的 Mehnert 等学者，研究了不同年龄段的残障人士对生

活的满意程度，调查显示年龄在 45 岁到 54 岁之间的残障人士的

生活幸福指数是最低的，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很低。研究结果还

发现，以 20 岁为界限，如果一个人在 20 岁以前就成为残障人士，

那么这个人的幸福指数相比较于在 20 岁之后成为残障人士的人要

高很多，也就是说，年轻受伤的残疾人的幸福指数较高，这表明

残疾老人可能对生活满意度较低，生活幸福指数较低。

（三）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通过查找有关失能老人心理护理的参考文献发现，国内外对

残疾老年人心理护理的研究较少，通过本文的研究，为残疾老年

人的心理护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也可为老年心理学或残疾人

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 实际意义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国内人口老龄化现

象非常严重，残疾的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

征之一。据有关调查，我国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和残疾人人数

最多的国家。2012 年，我国约有 3600 万残疾老人，2021 年超过

5000 万。尽管残疾是老年人的一种自然现象，但如果他们长期得

不到照顾和照顾，对老年人及其家人来说是不幸的。当这种不幸

成为一种群体现象时，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场灾难。由于残疾老

年人健康状况较差，身体机能和思维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容易引发一系列负面情绪。本文将分析这些人群的心理状况，积

极寻求护理对策，提高残疾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提高老年人的

幸福指数，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影响失能老人心理问题的因素

失能老人的心理问题成因可能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一般来

说，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将直接影响他的心理健康。对残疾老年人

来说，身体健康状况差、自理能力丧失是导致他们产生一系列心

理问题的重要因素。有关调查显示，虽然老年人残疾的原因不同，

但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绝大多数残疾老人也患有慢性病，需

要长期卧床，饱受病痛的折磨，这种生理健康状况使得失能老人

的心灵也饱受折磨。

此外，失能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轻度残

疾老人也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基本失去了自

理能力，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更大一些。

三、心理护理对策研究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文献研究法等探讨失能老人心理

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寻求相应的护理措施，如何在日常护理中开

展心理护理，提高残疾老人的幸福感。 

（二）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

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可以全面了解失能老人的个人情况、造

成老人失能的原因、失能时间以及心理情况。由于调查问卷可以

更好地获取被调查者的有关想法，所以笔者通过调查问卷可以了

解残疾老人的主观感受，对于研究残疾老人的心理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

2. 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的有关失能老人的文献，帮助笔者快速了解

研究现状，以便更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待研究问题的概况，

确定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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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与结果

为了从主观上了解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情况，作者对福建省

厦门市的 60 位失能老人以及其家属进行了访谈或问卷调查。由于

失能老人无法自由行动，问卷调查和访谈主要采取的形式是入户

调查，其中有 46 位失能老人是去到家中进行访谈；其余 14 位，

笔者前往养老中心进行访谈。对于部分语言表达能力丧失的失能

老人，监护人或负责日常护理的工作人员应协助调查。问卷内容

主要包括基本情况、残疾时间、残疾原因、心理状态和心理健康

状况。

通过研究发现，失能老人容易出现以下三类心理问题：

一是消极心理。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 83.3% 的失能老

人表示失能后生活态度消极。失能老人最主要的生理问题就是失

去了自理能力，失去了自由活动的能力，导致他们没有办法独立

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面对这种状况，失能老人可能会逐渐丧失

对生活乐趣的感知能力，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

提不起兴趣，用消极的态度对待人和事。

二是自卑心理。调查结果显示，存在自卑心理的老人占比高

达 80%。失能老人由于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他人的每日照顾，加

之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与残疾前相比，心理上会有很大的差距，

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成为了子女的负担和社会的

累赘，失去了别人的尊重。与此同时，一些失能老人的家人又没

有及时地帮助老人排解，时间长了，这种强大的落差会让失能老

人越来越自卑，具体表现为发牢骚、埋怨、指责别人或是自暴自弃，

让老人身边人的也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埋怨老人，造成

恶性循环。

三是安全感缺失。安全是个体生存本能的需要，失能老人相

比于普通老人更缺乏安全感。失能老人一方面想接触外界，与外

界多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又怕接触外界，怕自己被社会、朋友所

抛弃，极度缺乏安全感，这种情况下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会让

老人失去生存的希望，产生轻生的想法，出现过激行为，给家人

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调查显示，有近 38.3% 的失能老人产生过

轻生的想法。

（四）解决办法

失能老人，需要他人的照顾，心理上极易出现一系列问题，

因此，失能老人的心理护理在日常护理中也变得极为重要，只有

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心理措施，才能让失能老人远离心理疾病，安

享晚年，才能安定失能老人子女的心，让他们安心工作。作者认为，

对于残疾老人进行心理护理的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是注意在护理中增强老人自信心。护理中，护理人员一

定要多支持、多鼓励失能老人，不要向老人传达消极情绪，以免

强化其负面情绪。平时多用，如“今天恢复的不错”“脸色看起

来很好”等正能量词语，让残疾老人以微妙的方式产生积极的心

理暗示，帮助老人学会欣赏自己的优势。当老人表现好的时候，

表扬他，肯定他，让他有成就感和快乐。

第二是对失能老人给予更多的耐心，学会倾听。失能老人对

外界其实一样充满好奇，只是身体情况不允许他们参与到其中，

这就需要在护理中，注意给予失能老人更多的耐心，把老人关心

的事情耐心地讲给他们听。同时，也要做好一个倾听者，在倾听

的时候给予老人适当的回应，让老年人意识到自己也受到他人的

关注和重视，从而逐渐建立起自信。

第三，尊重和理解残疾老人。一般来说，老年人残疾后，他

们的性格和习惯会发生变化。此时，照顾者需要让老年人充分理

解并尽快适应老年人的变化，而不是刻意让残疾老年人适应他人

并学会理解他们。和残疾老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应该面对老人，

注意眼神交流，放慢说话速度。如果老年人听不清楚，我们可以

用书面交流或手势交流。

第四是注意帮助老人稳定情绪。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失能老

人由于年纪较大，血管硬化，常常伴随着出现很多慢性病，生理

健康状况不够乐观。老年人在强烈的情绪下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而失能老人本身情绪化就比普通老人要严重，在受到外界的刺激

时，容易出现较大的情绪起伏，这种情绪起伏可能会导致失能老

人的身体状况更加槽糕。所以，在失能老人的心理护理中，护理

人要关注失能老人的情绪变化，掌握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如音

乐心理疗法、放松治疗、信念治疗等，避免失能老人出现大的情

绪波动。

第五是加强对失能老人心理干预。失能老人的护理不能仅仅

依靠子女和护理人员的帮助，还需要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相

关部门要统筹医院和社区资源，加强对失能老人护理人员的培训。

例如，我们可以积极为残疾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定期对残疾老人

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测试，必要时进行心理干预，帮助残疾老人

重拾生活信心。

残疾老人的心理护理不容忽视。心理上，他们比普通人更敏感、

脆弱，需要更多的关爱。护理人员应多与老年人沟通，尽快发现

问题，帮助老年人安享晚年。

四、结语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和参考文献等方法，对残疾

老年人的心理护理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分析研究了影响残疾老

年人心理问题的因素，然后探讨了残疾老年人最可能出现的一些

心理问题，最后提出了残疾老年人心理护理的相关对策。研究表明，

中国有大量的残疾老年人，但他们的幸福感普遍很低，缺乏安全感。

他们需要社会和家庭给予更多的爱和关注。因此，护理人员在护

理残疾老年人时，除了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问题外，还需要掌

握必要的心理护理方法，帮助残疾老年人恢复生活信心，提高幸

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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