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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独居老人的困境及解决对策——以浙江省诸
暨市 x 镇为例

黄椰茹

赣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经济快速发展与观念剧烈转变的当下，传统家庭结构正遭受冲击，家庭愈加趋向

核心化，使得独居老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老年群体中所占比例加大。虽然独居老人常因为生理机能的退化而面临着

行动不便等一系列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每位独居老人都有抗逆力 ,同时由于其所在的农村社区的特质性，也具有
丰富的社区资源。从整合资源的角度出发，完善农村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抗逆力，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老

年期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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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多数农村的年轻劳

动力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纷纷到城市打工，农村人口现

在以独居老人居多，但是由于农村独居老人养老模式的

制度不完善，再加上老人养老供需不平衡以及养老互助

模式的构建不充分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独居老

人的生活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增加了负担。

1 农村独居老人养老模式的困境
1.1 农村独居老人供养的压力增大

就目前来讲，虽然相关单位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和措施缓解农村独居老人的养老矛盾，但是从成效上来

看，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老龄化人口逐年剧

增，相反互助单位供不应求。这些独居老人的生活支出、

文娱生活以及健康医疗等费用，几乎都要由政府承担，

增加了社会的压力。同时，农村养老模式构建的时间较

晚，一些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落后，连基本的医疗卫

生服务都无法为老人提供保障，因此养老模式建设的压

力巨大。

1.2 独居老人养老供需不平衡

就目前来讲，农村独居老人养老，大多以满足老人

基本物质生活为主，在健康医疗方面也只能解决简单的

感冒发烧等疾病，无法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老人需求，

更不用说精神需要了。x 镇总面积为 165 平方公里，全

村能够提供的养老床铺不到 200 个，养老供需内容严重

不对称。再加上当前很多农村独居老人已经不单单满足

于物质生活上的供养，更需要在精神方面也获得愉悦，

但是显然当前的养老模式还无法满足这一点。

1.3 独居老人养老政策不完善

完善的养老政策，是推动农村独居养老模式建设的

前提，但是当前针对农村独居老人，政府的养老政策存

在执行度不足的情况。虽然在法令或政策上已经提出养

老模式构建的重要性，但是依然以口号为主，并没有从

实际行动上建设数量充足的养老机构，或配备足够的志

愿者服务人员。同时，为了提升政绩，政府所在建立的

养老模式构建目标与实际情况不符，虽然提出要满足老

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却没体现在实践中。

2 社会工作服务介入过程
2.1 个案基本信息

案主，女，66 岁，丧偶，现独居，有一个儿子。

案主小时候因家庭变故，母亲去世，后跟随叔叔从江西

鹰潭迁往浙江绍兴，其他的兄弟姐妹均留在江西。案主

在绍兴工作，后经人介绍结识了自己的丈夫，前些年丈

夫去世。此后案主一直独居。自离开江西后，案主与自

己的弟弟妹妹联系也很少，几乎没有见过面。和亲属的

联系不多，偶尔会和同在绍兴的叔叔、侄子吃饭。案主

的儿子因工作原因也较少来看望案主，儿媳与案主关系

不融洽，案主的家庭支持缺失。案主的身体状况良好，

无重大疾病，心态比较积极，但也会感到孤单。案主的

兴趣爱好颇为广泛，平时在家喜欢养花、养鱼、看书，

此外每天都会去公园中吹葫芦丝、跳舞，坚持锻炼身

体，但案主回避与人交往，喜欢独来独往。案主每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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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一人的开销，经济状况较好。

2.2 个案评估

2.2.1 背景评估

案主的身体较健康，无重大疾病。丧偶，独居，有

一个儿子。案主兴趣爱好广泛，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社

会活动丰富，每天都去公园中学习吹葫芦丝、跳舞。心

态乐观积极，渴望与人交往但缺乏交往的勇气，害怕打

扰别人，一直独来独往，因此社会支持薄弱。

案主自老伴去世后一直独居，与儿子儿媳联系不多，

很少见面。屋内陈设较好，家具较为齐全，客厅内养了

金鱼，阳台上养了很多花，案主自己有退休金，经济上

并无很大困难。案主在本社区内朋友很少，与社区中其

他居民联系不多，一直独来独往。年轻时的朋友前两年

会约到家中见面聚会，但现在大多微信联系，很少见面。

案主表示，这么多年以来，自己已经习惯了独居的

生活，并且认为自己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不想打扰别

人。案主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不愿意因为自己

的到来而打扰他人的正常生活，于是回避与人交往。

2.2.2 需求评估

案主独居生活较为孤单，需要克服与人交往的心理

障碍，走出去多与人交往，减轻孤单的感受。同时，为

了保证案主的安全，在发生突发状况时能够获得及时的

帮助，需要增强案主的邻里支持，构建邻里支持网络。

2.2.3 资源评估

案主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参加社区活动，心态积

极乐观，可以在案主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帮助案主逐步

克服心理障碍。村子里居民十分热心，可以为案主寻找

到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社区支持网络。

2.2.4 障碍评估

案主独居多年，独来独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思想

观念难以轻易发生改变，突然要求案主做出改变可能会

引起案主的反对和不配合。案主心理障碍的克服需要较

大的勇气，难以轻易与人交往。

3 个案分析
3.1 个案问题诊断

案主自老伴去世后一直独居，案主与老伴感情和睦，

老伴的去世一直是案主心中难以抹平的伤痕，每每提到，

案主都会不住地掉下眼泪。案主的儿子是公交车司机，

平时工作很忙，休息时间很少，与案主大多是微信联系，

除了过年过节平时基本不会见面。案主很爱自己的儿子，

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生活琐事去打扰儿子工作，有困难时

都努力自己解决。案主与儿媳和孙女的关系一般，感情

不深，联系较少，平时基本上不会单独见面，家庭支持

薄弱。案主年轻时在工厂里认识的几个好朋友目前还有

联系，但因为居住地距离较远，年纪大了，见面不方便，

联系逐渐减少，朋辈支持较为薄弱。在村子里，案主较

少与人交往，邻居之间虽然见面都会打招呼，但平时基

本上不会有往来，社区支持薄弱。在公园的一起吹葫芦

丝的小团体中，案主没有朋友，虽然在学习吹葫芦丝的

过程中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案主因为害怕打扰别人，不

敢主动向他人请教，都是自己在家中自学，社会支持薄

弱，回避与人交往。

3.2 个案理论应用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认为，对人的理解要从“人在情

境中”着手。导致案主人际交往障碍的原因与其早年的

经历有关，同时也与案主不良的自我功能和超我功能相

关。在对案主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上，要结合案主问题产

生的背景和现状，既重视案主问题形成的原因，又要重

视案主当前人格的强度。前期先了解案主问题的成因，

运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技巧和专业方法帮助案主克服

心理障碍，减轻焦虑，使案主能够逐步接受主动与人交

往的观念。

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焦点集中在让案主及其周围的

人感到焦虑的特定行为，如果行为改变了，那么焦虑也

就消除了。在介入后期对案主运用满灌疗法，使得案主

快速脱敏，克服焦虑情绪，增强与人交往的信心，体会

到与人交往的快乐，帮助案主建立起社区支持网络。

3.3 个案介入

第一次：案主家中。起初案主回避社会工作者的问

题，总爱与社会工作者聊一些家常。接着社会工作者运

用对焦的会谈技巧，帮助案主正视自己拒绝与人交往的

问题。

第二次：案主家中。运用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中支

持与直接影响的治疗技巧，通过列举社会工作者一些亲

身的经历来鼓励案主，但案主听后沉默了一会，表示自

己还是难以克服心理障碍，害怕他人会反感自己。接着

社会工作者进一步鼓励案主，帮助案主认识到与人交往

的好处，尝试鼓励案主做出改变，主动与人交往。

第三次：案主家中。运用认知行为模式中的放松练

习的治疗技巧，引导案主从放松身体逐步到放松心情，

减轻焦虑，告诉案主主动与他人交往时，也会体验到这

种愉悦的感觉，帮助案主尝试接受主动与人交往的观念。

这一次案主没有之前那么抗拒与人交往，但对于主动与

人交往还缺乏信心。

第四次：个案活动室中。运用满灌疗法帮助案主克

服与人交往的心理障碍，为案主找到村子里也爱吹葫芦

丝的胡某与其结对，鼓励案主与胡某切磋交流吹葫芦丝

的技巧。活动结束后及时对案主进行心理疏导，与案主

交谈，了解案主的心理想法，鼓励其与人交往，帮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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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建立邻里支持网络。给案主留作业，要求案主私下主

动与胡某交往三次，并在下一次见面时检查案主的作业

完成情况。 

第五次：案主家中。检查案主作业的完成情况，询

问案主在主动联系胡某时内心的感受，对案主进行进一

步的心理疏导，缓解案主的焦虑情绪。同时，提醒案主

与已经报名参加活动的石某进行交往，以巩固案主与人

交往的信心。

第六次：案主家中。与案主交谈，询问活动中与石

某交往的感受，案主表示在活动中，一开始自己不好意

思主动与胡某说话，后看到大家都在很熟络的聊天，案

主鼓起勇气和石某交流，发现石某很欢迎案主的到来，

十分热情地与案主交往，并没有反感案主。案主觉得这

次主动与人交往的体验很不错，以后会多多尝试主动与

人交往。社会工作者肯定了案主的收获，进一步增强案

主的信心，鼓励案主。

第七次：案主家中。与案主交谈，总结收获，巩固

已取得的成果，告知案主准备结案，案主表示很感谢社

会工作者的到来，对于社会工作者的离开有些不舍。社

会工作者表示，以后如果案主有需要仍然可以来向社会

工作者寻求帮助，随后处理好案主的离别情绪，并进一

步鼓励案主。

3.4 个案服务效果评估

成效：案主初期回避与人交往，害怕自己会给别人

带来不便，一直独来独往。经过社会工作者的七次介入，

案主逐渐克服了与人交往的心理障碍，能够主动与村子

里的居民交往，心情更加明朗起来，支持网络逐步构建

起来。

不足：经过几次介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在

介入过程中对于专业技巧的应用能力还需要再进行锻炼

提升。案主与其儿媳关系淡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

的改进。

3.5 个案结案

本次服务时间跨度近一个月，共计服务七次。主要

是通过一对一面谈的形式。前期通过运用尊重、接纳、

对焦的会谈技巧，使案主对于自己与人交往方面的障碍

有所认识。接着用直接影响的技巧让案主认识到与人交

往的益处，同时对案主进行放松练习，缓解案主社交紧

张的情绪，鼓励案主迈出与人交往的第一步。在这个过

程中案主还没有完全的放下心中的顾虑。中期运用满灌

疗法，鼓励案主分别主动与村子里的胡某、石某交往，

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案主逐步克服了与人交往的心理障

碍，使案主体会到了与人交往的乐趣。最后运用观察法

对案主进行评估，发现案主有了明显的改观，此时与案

主进行会谈，总结收获，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准备结案。

4 反思及解决对策
4.1 生活质量的改善需要为独居老人制定全方位计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实现既定的目标必

须要有详细的计划。精准性评估所带来的对独居老人需

要与问题的认识判断，是成功帮助独居老人的基础，但

是要实现帮助独居老人的愿望则需要制定科学周密的工

作计划，只有这样才能明确满足独居老人的需要，帮助

他们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对于独居老人来说，随着身体

机能的下降和心理情绪的脆弱，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

时，如有处理不慎和考虑不周，就有可能导致老人不信

任工作者和不配合工作者后续工作开展。如果社会工作

者在前期能够针对独居老人的问题作出周密计划和准备

各种预案，可能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提高服务水平和

工作效率。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工作前制定全

方位的工作计划，可以有效聚焦独居老人所面临的问题，

围绕既有问题来选择所用方法和采取具体行动，可以使

独居老人能够在花费较少时间的情况下实现较大变化。

此外，由于独居老人生活质量改善的目标是一个多维度、

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过程，需要社会工作者谋划周全、考

虑细致，需要有全方位的计划作指导。

4.2 促进农村独居养老供给侧改革

首先，促进农村独居养老的服务精准化，提升养老

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一些极为贫困地区的

老人来讲要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先提升养老平均水平，

再构建有效的养老模式。其次，丰富农村养老服务的内

容，除了基本的物质满足之外，还应该在精神层面上为

老人提供文娱活动支持，为其建设棋牌室、老人活动中

心等。在医疗方面也应该增加投入比重，从物质、精神

和医疗三方面满足农村独居老人的基本需求。

4.3 积极重视独居老人的个性化内在诉求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独居老人作为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有其自身的人格特点与社会环境。即便

面临相似问题，不同的独居老人也会不同的个人感受和

想法。同时，每个老人的内在能力及其所能运用的资源

也不尽相同。所以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不能依循

过往的经验，公式化地对待独居老人，而应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充分重视并致力于了解每个独居老人的具体

情境和内在感受，灵活且变通地运用不同方法和技能去

帮助不同的独居老人。此外，社会工作者服务的独居老

人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的不同，人生所经历的故事

和事件的不同，以及个人身体、心理、认知、行为的不

同，使得独居老人在晚年生活中具有不同的个性化内在

诉求。社会工作者只有积极关注独居老人的个性化需求，

才能精准施策，精准服务，精准地解决问题。因此，社

会工作者在服务和介入独居老人时，要认真根据独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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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况特点做出准确的评估和不同的工作计划，以满

足不同独居老人的内在需求。社会工作者重视独居老人

的个性化需求也体现了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

个别化的服务原则。

5 结语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最早一批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

已经步入了老年期，独居老人逐渐增多，对于独居老人

的养老照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此时，社会工作者的

介入就显得十分必要。通过专业方法的运用，帮助老人

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由于每一位独居老人所面临的困

境各不相同，因此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性，选择适

合老年人的介入方法。对于独居老人除了关注老人的身

体状况，提供必要的照顾之外，更应该关注老人的心理

状况，及时了解老人最近的情绪变化，帮助老人排解心

中的孤独与苦闷，增添生活的乐趣。在为老人提供服务

时，不仅要使老人“获得”，更要使老人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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