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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重要社会现象，使得养老机构的角色日益凸显。在跨文化背景下，养老机构中的跨

文化教育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探讨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机构中跨文化教育的推进与实践。首先，回

顾老龄化和跨文化教育的概念及其重要性。其次，分析养老机构中跨文化教育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然

后，提出推进跨文化教育的策略和方法，包括培训与教育、跨部门合作等。最后，通过案例研究，展示

成功的跨文化教育实践，并总结经验和启示。本文旨在为养老机构中跨文化教育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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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ing is an important social phenomenon faced globally, which has brought increased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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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cross-cultural edu-
cation with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interest. This paper aims to ex-
plore the promotion and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under the 
aging population context. Firstly, it reviews the concepts of aging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cross-cultural educa-
tion 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Next, it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advancing 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including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s well as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Lastly, through case studies, successful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practices are showcased, and ex-
periences and insights are summarized.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further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with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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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老龄化已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 2030
年，全球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 16%的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为老年

人提供合适的养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养老机构作为专业的照护和服务机构，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养老机构面临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人的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和国际交流使得养老机

构中老年人的文化背景日益多样化。这要求养老机构必须具备跨文化教育的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和满足

老年人的文化需求，提供贴心、尊重和专业的养老服务。因此，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机构中的跨文化教育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老龄化和跨文化教育的概念和重要性 

老龄化现象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全球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 16.3%。这一数字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增

加，这是由于长寿率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所导致的。在发达国家，老龄化现象尤为突出，例如日本、

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 30%，这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

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养老机构在这一背景下变得愈发重要。它们不仅仅是老年人的居住和护理场所，更是提供社交、心

理支持以及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度过他们的晚年，期望得到综合性的关爱和

支持。然而，由于老年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其价值观、生活习惯和沟通方式存在差异，这给养老机

构提供高质量服务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正因如此，跨文化教育在养老机构中显得尤为迫切。这种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培训，更是一种理念的

转变。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养老机构的员工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护理和服务技能，还需要具备跨文化意

识和交际能力。跨文化教育有助于员工理解和尊重老年人不同的文化习惯和信仰，从而更好地满足他们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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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跨文化教育培训，养老机构可以帮助员工学习如何有效地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人沟

通。这包括学习如何尊重他们的文化习惯，如何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如何在提供服务时考虑到文

化差异。这不仅可以提高服务的质量，还能创造一个包容和谐的养老环境，使老年人感到被尊重和关心。 

3. 养老机构中跨文化教育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3.1. 跨文化教育的现状 

员工入职培训：养老机构已经开始在员工入职培训中纳入跨文化内容。这是一项关键举措，它使新

员工在刚刚加入养老机构时就能够初步了解跨文化交流的基本概念和技巧。这包括学习如何尊重和理解

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人的需求[1]。 
文化活动推广：一些养老机构积极开展针对老年人的文化活动，以促进老年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

解。这种活动可以包括庆祝不同文化的节日、传统美食品尝、文化艺术表演等。这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

丰富的文化体验，还促进了社交互动和情感联系。 

3.2. 跨文化教育面临的挑战 

不同程度的重视：一些养老机构对跨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可能将其视为一种形式主义，仅仅

满足法规要求而不深入实质推进。这可能导致培训内容的表面性和不充分。 
培训效果持久性：养老机构员工的流动性较大，培训效果可能不够持久。这意味着需要持续加强和巩

固跨文化教育，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培训。定期的更新和提醒可能有助于员工保持对跨文化意识的关注。 
员工偏见和歧视： 一些员工可能对跨文化交流存在偏见和歧视。这可能源于个人观念、社会背景等

多种因素。解决这一挑战需要养老机构强化员工的意识形态教育，以促进文化包容和尊重。培训课程应

该涵盖不同文化的平等和价值观，以帮助员工克服偏见并建立更开放的态度。 

4. 推进跨文化教育的策略和方法 

4.1. 制定全面的跨文化教育计划 

需求评估：首先，养老机构应进行一次全面的需求评估，以了解员工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需求和现

有的知识水平。这可以通过员工调查、焦点小组讨论和管理层反馈来完成。 
课程开发：基于需求评估的结果，制定定制化的跨文化教育课程。这些课程应包括文化敏感性培训、

跨文化沟通技巧、文化多样性意识和包容性培训等内容。 
整合到员工培训：将跨文化教育课程融入员工入职培训和定期培训计划中。确保员工在不同阶段都

有机会接受这些课程，以便他们可以逐步发展跨文化交流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互动教学方法：使用互动教学方法，如角色扮演、案例研究和小组讨论，以帮助员工实际应用所学

的跨文化技能。 
多媒体资源：利用多媒体资源，如视频、在线模拟和虚拟交流平台，以增强员工对不同文化背景的

了解。 

4.2. 建立长效机制 

教育效果评估：设立定期的教育效果评估机制，通过员工反馈、绩效评估和跨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

来测量跨文化教育的影响。 
数据收集与分析：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以评估员工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进步，并识别需要改进的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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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改进跨文化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这可能包括更新课程材料、

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及重新制定培训计划。 

4.3. 举办文化多样性宣讲与讨论会 

主题选择：选择与文化多样性相关的主题，如文化故事分享、跨文化交流策略、文化冲突解决等。 
讲师邀请：邀请专家或有经验的员工作为宣讲嘉宾，分享他们的跨文化经验和见解。 
小组讨论：组织小组讨论，让员工分享他们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人交往中的经验和挑战，以促

进相互学习和理解。 
文化活动：结合宣讲与讨论会，组织文化多样性庆祝活动，让员工亲身体验不同文化的食物、音乐

和艺术。 
通过以上措施，养老机构可以积极推动跨文化教育，帮助员工逐步提升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减少文

化偏见和歧视，打造更加包容融洽的养老环境。这将有助于提供更优质的老年人护理和服务，以满足不

同文化背景老年人的需求。 

5. 成功跨文化教育实践的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加拿大某养老机构的跨文化教育实践。 
加拿大某养老机构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以下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5.1. 全面跨文化培训 

5.1.1. 跨文化意识培训 
在跨文化教育实践中，加拿大某养老机构首先注重员工的跨文化意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了不同文

化背景老年人的习俗、价值观、宗教信仰等。通过讲解实际案例和故事，员工感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和共通之处，增进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例如，通过故事展示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和意义，让员工了解

到在中国文化中，春节是家人团聚的重要节日，传递着团结、和谐和吉祥的美好寓意。这样的培训使得

员工更加敏感和尊重老年人的文化背景，提高了与老年人之间的文化理解度。 

5.1.2. 跨文化交际技巧培训 
另一个关键点是加拿大某养老机构提供的跨文化交际技巧培训。培训旨在让员工掌握有效的跨文

化沟通方法，包括倾听技巧、问询方式以及避免语言和行为上可能引发冲突的问题。通过角色扮演和

模拟场景，员工实际运用所学技巧，学习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维持尊重和理解。例如，培训中模拟与

印度背景老年人交流，员工学会了询问对方是否有特殊的饮食需求，以及如何避免触碰敏感的宗教信

仰话题。这样的培训使员工在实际工作中更有信心和能力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人进行有效沟通，建

立更亲密的关系。 

5.2. 文化交流活动的定期组织 

5.2.1. 文化分享活动 
加拿大某养老机构定期组织老年人之间的文化分享活动。老年人可以展示自己的传统节日庆祝、手

工艺品制作等。这些活动让老年人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增进了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同时也让员

工更直观地感受到老年人的多样性。例如，一位来自韩国的老年人在活动中展示了自己的传统服饰和舞

蹈表演，让其他老年人对韩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这样的文化分享活动促进了老年人之间的友谊和

社交，打破了文化带来的隔阂，营造了融洽的养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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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跨文化节日庆祝 
为了尊重不同文化的老年人，机构定期组织跨文化节日庆祝活动。在这些庆祝活动中，养老机构为

老年人营造熟悉的节日氛围，增进了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例如，机构在春节期间组织了盛大的晚

会，为来自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老年人准备了传统的美食和文化表演。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内感受到家

的温暖，与家人团聚的喜悦，增加了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满意度和归属感[2]。 

5.2.3. 文化讲座和表演 
加拿大某养老机构还邀请不同文化背景的演讲者进行文化讲座和表演。老年人有机会了解更多世界

各地的文化，加深了对其他文化的认知和尊重，也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体验。例如，一位来自非洲的演

讲者分享了他的家乡文化和生活，展示了非洲传统音乐和舞蹈。老年人对这种多样性的文化体验充满好

奇和兴趣，增加了对世界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5.3. 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提升 

5.3.1. 与员工关系改善 
通过跨文化培训和文化交流活动，员工对老年人的跨文化需求有了更好的理解和尊重。员工表现出

更多的关心和尊重，改善了员工与老年人之间的相处方式。老年人感受到被理解和重视，与员工的关系

得到改善。例如，一位来自南亚的老年人因为文化差异感到有些孤独，但经过员工的关怀和理解，老年

人逐渐融入了养老机构的大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3]。 

5.3.2. 社交圈扩大 
定期的文化交流活动增加了老年人之间的社交和互动机会。老年人在活动中结交新朋友，社交圈得

到扩大，增加了老年人的生活乐趣和满足感。例如，一个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老年人组成的文化小组在活

动中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互相学习和了解彼此的文化，成为养老机构内的紧密社交团体。 

5.3.3. 幸福感增强 
跨文化教育实践创造了更加包容和融洽的养老环境，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幸福感明显增强。

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归属感，更愿意长期居住在该机构[4]。例如，养老机构内文化多

样性的氛围使得老年人感到轻松和开心，提高了他们对养老机构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6. 总结 

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机构中跨文化教育的推进与实践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任务。本文回顾了老龄化和跨

文化教育的概念及其重要性，分析了养老机构中跨文化教育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为推进跨文化教育，本文

提出了培训与教育、跨部门合作等策略和方法，并通过案例研究展示了成功的跨文化教育实践。养老机构应

积极推进跨文化教育，提高员工的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为老年人提供更贴心、尊重和专业的养老服务。

只有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跨文化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创造更加和谐和宜居的养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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