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舍照顾的
老年社会工作

制作人：李炳伟、李颖奕



院舍照顾的
老年社会工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李炳伟

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 李颖奕

2009年9月17日



培训目的

p 通过对优质老人院铁三角的介绍，了解社工专业在老人院
的职能

p 通过对相关问题的释疑，了解社工专业在老人院环境中的
工作方法，及在老人院工作架构当中的嵌入方式



内容大纲

p 优质老人院铁三角的涵义

p 铁三角体现的视角和重点

p 铁三角中蕴涵的问题

p 关于铁三角的思考与回应

p 社工的角色与功能

p 分享与回应



p 观影



老人院像什么？

p 酒店

p 医院

p 精神病房



何为铁三角

老人院舍照顾

管理

医护 社工



铁三角体现的视角和重点:
从管理角度看老人照顾

p 视角

p 提供生活的物理环境与设施

p 重点

p 物理环境与设施的內容

p 制度化(或称院舍化)的院舍照顾特点

p 制度化(或称院舍化)运作绩效



生活的物理环境与设施

所 谓 物 理 环 境 与 设 施 是 指 :
1. 家居化 (布置氛围) 

2. 足够而舒适及健康的设施

3. 安全的环境

4. 保障独立及尊严(私隐)的空间

5. 卫生的环境



铁三角体现的视角和重点:
从医护(理)角度看老人照顾

p 视角

p 满足身体及照顾上需要

p 重点

p 医护(理)为本的照顾內容

p 医护(理)为本的照顾的正反效果

p 医护(理)为本的照顾绩效



满足身体及照顾上需要

是指能否加强老人:

1.个人自理能力的提升

2.预防跌倒的处理

3.意外的预防和处理

4.监督药物的使用

5.抑郁的认识和处理



铁三角体现的视角和重点:
从社工角度看老人照顾

p 视角

p 满足身体、温饱、安全以外的心理性和社会性需要

p 重点

p 老人院社工服务的內容

p 老人院社工服务的专业手法

p 老人为本服务绩效



满足身体、温饱、安全以外的心理性和社
会性需要

如何创造社交环境使老人在 院舍
生活的质素得以提升?



老人院的生活素质

p 指院友对在老人院生活经验的满意程度。

p 客观定义：楼宇安全设施、设备、健康和医疗照顾、社交

生活的最低标准……

p 主观定义：自主、人际关系、安全感、私人空间、有意义

的活动、个人身份和自尊……



什么是心理性与社会性需要

p 与生活素质相关的主观性需要



心理性与社会性需要的影响因素

p 入院意愿

p 家人关系；个人条件（健康、文化、经济、身份）

p 院舍适应

p 生活安排

p 个人爱好；群体生活；院舍活动；人际关系

p 对外联系

p 正规；非正规



老人院气氛营造的六大关注

p 院友互动：能分享生命体会、个人需要及意愿

p 员工：信念及期望

p 院舍规条与生活方式的突破：个人/社交活动

p 物理环境：布置与摆设

p 院友与员工的关系：态度与行为

p 院友与员工和院舍以外社区的接触机会



院舍生活制度化的中枢神经

老人院舍照顾

管理：院舍生活制度化的中枢神经

医护：老人身体
及照顾上的中枢

神经

社工：老人在院
舍生活中的心理
性及社会性生活
质量/发展的中

枢神经



p小歇



铁三角中蕴涵的问题

p 老人所面对的制度化生活有怎样的特点？

p 制度化生活中老人的适应和感受如何？

p 制度化生活中老人有哪些个人及群体需要？



制度化生活有怎样的特点？

1.有别于家庭的日常生活, 在院舍渡过定时规律的群体生活方式

2.集体生活的限制及个人身份迷失

3.个人生活及私隐的限制

4.为保障私隐而更掩饰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5.院友的生活作息自主性越来越少, 角色越呆滞

6. 易养成消极接纳院舍照顾安排, 欠缺改变心态

7.行动不便的院友几乎与外界隔绝



制度化生活中老人有哪些个人及群体需要？

1. 个人情绪需要及支持的辅导需要

2. 多元化活动需要:

~教育及发展

~社交及康乐

~社交及心理治疗性小组

~义工服务 

3. 家属及院友关系促进的需要



铁三角思考与回应（1） :
对社工专业的认识

p “与老人沟通”是什么意思？

p “带活动”为什么要社工来做？

p “个案”与“聊天”有什么区别？

p 老人身体老化、越来越弱，这与社工有关系吗？

p 社工为什么需要助手？

p 社工是否一个专业？



A：社会工作基本价值观

• 个人应受到社会关怀

• 个人与社会是互相依赖

• 个人对他人负有社会责任

• 人类有共同需求，也有个人独特性

• 使每人潜能得以发挥，透过社会参与尽其社会责任

• 社会应有机会，让每个人克服困难，达成自我实现



B：社工的工作方法

个案 小组 院区



铁三角思考与回应（2）:
老人院管理与社工

p 社工是不是“润滑剂”？

p 社工是否应对“麻烦老人”的灵丹？

p 社工是不是“奢侈品”？

p 社工对老人院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p 从管理角度看，社工的贡献如何体现？



A：老人院社工工作

p 管理者与社工的角色怎样配合？

p 员工对工作消极，社工能对他们有影响吗？

p 老人的“家务事”带到院舍生活中，怎么办？



B：优质铁三角与老人需求满足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

医护

管理

社工



p 休息，休息一下



思考（1）:
何为优质老人院？



A:院舍评估的方向

p 谁有资格评估院舍照顾？（院长、员工、院友、家属、资
助组织、政府相关人员……）

p 凭什么决定一所院舍是否优质院舍？

p 人的主观感觉怎样聚焦？如何厘定对主观看法的客观指标？

p 如何评估老人院不同工作岗位人员的绩效？

p 如何评估老人院的物理环境与社交环境？



B:院舍质量的积极面向

p 管理要有弹性

p 尊重院友的隐私及自主空间/权利

p 扩展社交生活的机会

p 能有和外界沟通的机会

p 员工和院友的互动沟通

p 员工和院友在院舍改善方面的意见回馈机制

p 员工沟通的机制

p 院舍布置及气氛的营造



思考（2）:
老人院:专业分工的关系？

 集体化(团队工作)与个别化(单向领导)

 不同专业分工的绩效指标和评估

p 专业分工的权力关系



A:老人院的权力制衡

p 谁是老人院的领导？

p 谁是影响领导的人？

p 他们是如何施加影响的呢？



老人院舍照顾

管理

医护 社工



B: 老人院内铁三角分工的张力

专业知识

专业身份认同

权力分配

分工位置/职能



思考（3）:
目前照顾思维局限:

p 非按院友需要运作，院友并无选择或有限

p 只按制度化生活方式运作，服务滞后

p 专业分工顷斜于单向领导的权力关系

p 一站式服务欠缺操作性

p 服务素质的监控机制存疑

p 专业培训需求与服务滞后的困局未能解决



启示：
迈向优质老人院的专业服务

p 1. 院友的优质生活为前提 

p 2. 院友入住院舍后需要与照顾的评估

p 3. 管理, 医护(理)照顾, 社工服务的配合

p 4. 院友及家属的回应

p 5. 社会人士对服务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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