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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重视老年人的需求包括发展性方面的

需求，营造积极的老龄化氛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经济条

件、社会支持等。通过小组工作的介入，在满足其需求方面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有效性。 
 
关键词 

社会工作，老年人，发展性需求，社区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Group Work 
Intervention on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Elderly 

Peng Lu, Juan Cui 
College of Arts and Culture,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Received: Mar. 2nd, 2023; accepted: Apr. 12th, 2023; published: Apr. 23rd, 2023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advance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China’s aging probl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Focusing o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cluding developmental 
needs, and creating a positive aging atmospher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Intervention through group work is not only feasible in meeting their needs but also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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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我国社会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 

2022 年，国家发布了国民经济运行方面的相关数据，我国的年龄构成为：16~59 岁为一个区间，此

区间的劳动人口数量为 87,556 万人，占到了全国人口比重的 62.0%；第二个区间为 60 岁以及 60 岁以上，

人口总数为 28,004 万人，占比 19.8%；第三个区间为 65 岁及以上 65 岁以上，人口总数为 20,978 万人，

占比 14.9%。对上述数据分析后发现，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较高。老龄化的时代已然来临，其给社会既带

来了问题，也带来了挑战[1]。 

1.2. 老年人发展性需求的缺失 

目前，受限于我国的养老模式，老年人发展性方面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更毋庸谈其自我实现以及

积极的老龄化生活了。当下，我国的养老 9073 格局中所采用的养老模式主要包括两类，分别为社区养老、

居家养老，重心在于解决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困难，满足其生活需求和生理需要这两个层面。目

前，国内对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社区开展的养老服务项目看似丰富而全面，实

际上只提供比较基础的服务。如果老年人更深层次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如今开展的社区养老项目不仅

影响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甚至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利于我国积极老龄化社会的发展。 

1.3. 研究老年人发展性需求的意义 

1.3.1. 理论意义 
目前社区养老发展时间不长，且社区养老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对于老年人的介入主要集中在康养方面，

而老年人实际上更加关注的是精神和心理需求上的满足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特别是文化素质较高且掌

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老年人，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问题。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老年人口发展性需求

的研究极少，很少有学者关注这一领域。因此，针对老年人口发展性需求探究，能够进一步完善老龄化

问题的研究体系，同时为社会工作介入老年人需求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1.3.2. 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的老龄化日益严峻，单单靠目前国家的经济实力未能解决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应对老

龄化的问题，不应局限于社会补给的方式供养老年人，而是需要发现和发挥老年人群体中的巨大力量。

本文关注社区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的满足问题，帮助他们实现在情感、自我实现、尊重等方面的高层次

的发展性需求，激发出老年人想为社会做贡献的意愿，目的是为了实现“老有所为”。满足老年人这方

面的需求既响应了我国的养老方针，又推动了积极的老龄化，有利于实现针对老年人的人口红利，对于

解决老龄化问题有重大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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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西方社会对于老年学理论研究较为丰富，提出了诸多理论，如活动理论、脱离理论等。对于我国学

者来说，这些理论为其研究老龄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外学者对于实证的研究则是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入手，探寻更为积极的老龄化。学者们从四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这四个角度分别为：介入、角色、活动

和资源。有的则从角色入手来对积极的老龄化进行分析，A. Bukov、T. Xamper、I. Maas 则将资源分析作

为研究老龄化的突破口[3]。 
国内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的重心在理论方面，主要研究方向为：老龄化特征、具体成因、老

龄化趋势、养老模式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都意识到了积极老龄化应重在满足老年人需求，尤

其是发展性需求，并会在研究中强调。如有的学者提出，老年人积极的参与丰富的社会活动，不仅有利

于自身的身心健康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做出贡献。身心方面，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既可以让身体保

持健康状态，又可以延缓精神、身体衰弱；家庭方面，有利于减轻家庭赡养负担，提供更多与家人沟通

的机会；社会方面，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为自身家庭做贡献的同时，也有利于减轻社会赡养负担。 

3. 研究方法 

3.1. 理论基础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发展性需求)按照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顺序进行了划分，如第一层

为生理需要，第二层指的是安全需要，第三层指的是社交需要，第四层和最后一层分别为尊重需要以及

自我实现方面的需要[4]。本文提出的发展性需求主要指的是生理需求之上的一些需求，如情感、自我实

现、尊重等。对于一些年龄较大或者是身体体质较差的老年人更为关注的是生理需求。在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和养老保障持续完善的大背景下，老年人最为关注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正在由以往的生理需求转

向为更高等级的需求，即发展性需求。他们既追求老有所学、所为，也追求老有所乐。为此，运用这一

科学理论进行分析，了解 S 市的老年人更高层次和多元化的需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老年发展理论。穆光宗提出“老年发展”理论假说，认为老年人的健康发展、角色发展、认知发展

和价值发展[5]。“老年发展”重在创造新机遇和新价值，并通过多种途径、方式增加存量，有利于减少老

龄化带来的冲击，让老年资本能够被社会再次利用。同时，该学者还提出老年人发展的行为模式，将“学

–乐–为”三者巧妙结合在一起，重视老年教育，使其老有所学，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其能够有所乐和有

所为。 

3.2. 介入方法 

小组工作的方法是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之一，民政部在 2018 年发布《社会工作方法小组工作》行业标

准，明确了小组工作的伦理与原则、理论与模式、技巧和过程的要求，将小组工作定义为，以具有共同

需求或相近问题的群体为服务对象，通过小组活动过程及组员之间的互动和经验分享，帮助小组组员改

善其社会功能的一种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本文采用小组工作介入的目的是激发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意识，

增强老年人自主参与社会的行动力，解决发展性需求未能满足的问题。 

4. 影响老年人发展性需求的因素 

4.1. 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 F 社区是开展社区养老服务较为成熟的社区，F 社区下设十二个居民小组，总人口约 4.6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3294 人(本地户籍人口 1615 人，约 538 户)，外来人口 3.9 万人。户籍老年人总人口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52


卢鹏，崔娟 
 

 

DOI: 10.12677/ass.2023.124252 1852 社会科学前沿 
 

223 人，60~69 岁 100 人，70~79 岁 63 人，80~89 岁的 50 人，90~99 岁的 9 人，100 岁以上的 1 人。 
笔者向 F 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养老机构)访谈得知，该社区老年人生理需求基本上得到满足，

家庭经济基础较好，社区老年人对发展性需求有强烈的需求。F 社区重视老年人对养老诈骗的风险防范

意识的培养，在本文调研前已经开展了《守好养老“钱袋子”》防诈宣传活动。据了解该社区老年人报

名意愿强，最终报名达 26 人，但是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熟练度有限，最终活动成效不明显。根据防

诈活动反馈情况，本文采用目的随机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进行访谈调研，共选取此前活动中的学

习效果不理想的 9 名社区常驻老年人，其中 5 名男性 4 名女性，并将其作为样本进行了质性研究。这 9
名老年人有着对发展性需求缺失的共性，以及造成发展性需求缺失的共性，符合小组工作的开展要求(问
题同质性)。 

4.2. 研究结果 

笔者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和比较后发现，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也是发展性

需求的根基，自身意愿、经济条件、文化素养以及社会支持则是影响老年人发展性需求的重要影响因子。 

4.2.1. 身心健康状况 
接受访问调研的 9 位老年人都提到了身体健康。这里所说的身体健康并不仅仅指的是老年人自己，

还包括家庭成员。因为其年事已老，大多业已退休，且闲暇时间较多，当家中成员需要他人照顾时，一

般老年人也会承担起照顾责任。这样必然会占用老年人的精力，使其无暇满足自己的发展性需求。 
此外，接受访问调研的社区工作者提出，在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中，参与人数最多的是中低龄老人

群体。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与老龄老人相比更为健康。实际上，这是一种

双向选择，身体健康较差的老年人往往不愿意参与活动，而社工同样的会选择选择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

良好的老年人。 

4.2.2. 活动参与意愿 
影响老年人发展性需求的满足很大原因在于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的意愿。不同的老年人性格特征也

不尽相同，性格外向的老年人兴趣也较为广泛，他们更愿意去满足自己的发展性需求；性格内向的老年

人不愿意也不擅长与人交流，对于发展性需求的内容较少，没有强烈的追求意愿，需求满足程度较低。 

4.2.3. 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 
受文化程度的影响，部分老年人的学习能力较强，有较强的求知探索欲，兴趣爱好越广泛，对于新

鲜事物认识和接纳程度就越深。笔者对 F 社区调研后发现，大部分老年人的学历在初中及初中以下。 
无论是自发还是非自发的老年活动对于资金要求并不高，有些活动甚至是免费的，如一些老年人自

己发起并组织的活动，如歌咏队、舞蹈队等等。优良的经济条件不仅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还

能提升其幸福感，提高他们发展性需求的满足程度。 

4.2.4. 社会支持网络 
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离不开社会支持。其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指的是家庭层面，

参与访问的 9 位老人都表示自己的晚年活动如此丰富多彩并能发挥余热，主要原因是有了自家人的帮助。

中观指的是社区层面，社区针对老年人而投入场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营造老年人广泛参与活动的文化氛

围，为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提供了机会。而宏观上指的则是在政策层面，若政府部门能够予以政策扶持

和经费保障，并建设了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打造更多社区养老服务项目，这无疑为老年人发展性这方

面的需求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52


卢鹏，崔娟 
 

 

DOI: 10.12677/ass.2023.124252 1853 社会科学前沿 
 

5. 小组工作介入社区老年人发展性需求的过程分析 

小组工作介入老年人群体具有积极意义，不仅有利于老年人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该网

络支持主要来自同辈群体，还有利于其在参与小组过程中，通过小组的动力影响转变思想和行为。老年

人小组结队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健康的需求和共同的兴趣爱好。基于此，老年小组方面的工作可

以这两大需求作为落脚点。为了更好地对小组工作介入老年人发展性需求进行分析，针对影响老年人发

展性需求的影响，笔者首先通过访谈了解其具体需求和参与活动限制因素，接下来对各方资源进行了协

调以便在 F 社区开展小组工作，并将小组时间定在了每周六上午 9 点半开始，10 点 50 结束，共 80 分钟，

每周一次，总共 6 节。 
小组目标是培养老年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设计小组框架、分目标和主要内容。如对于

小组分目标分别从个体层面、环境层面和人与环境互动层面入手。个体层面主要指的是老年人对于现在

的智能生活适应方面的需求；环境层面则指的是他们的智能生活情境；第三层面则指的是其智能生活和

环境之间进行的互动。每次组织的小组活动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明确的主题、目标，且环环相扣，流

程也并非按照预先设计的步骤需要完全符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在此过程中，社工会对老年

人的回应、改变效果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对小组目标和内容进行修正，引领小组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无论是开展小组活动还是活动后要求其完成家庭作业都是极其重要的，通过对内外活动的合理安排，提

高服务的深度，使其深入到小组成员的生活场域，并对服务进行整合，打造新的环境系统。 

5.1. 个体层面——老年人对智能生活适应的需求分析 

此阶段主要指的是小组活动的前两节，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在小组的内部帮助大家建立信任关系，

制定出小组规则，鼓励组员发展三段关系。其中，第一段主要指的是组员之间的关系。小组成员原来都

不认识或仅仅是点头之交，通过小组活动发展为同学，共同解决在适应性方面的困难，并给予他人力所

能及的帮助，通过学习不断加深了解和认知，并初步建立互帮互助的情感关系。第二段关系则指的是社

工和组员之间的关系。社工在工作中应秉持正确的价值观，给予老年人群体尊重、接纳和真诚，使他们

乐于表达自己的困惑、需求，接纳其对于现在的智能生活懵懂的状态，让小组具备开放、安全感氛围，

并给予他们耐心，对其转变应予以肯定和鼓励。最后一段关系指的是组员和练习团之间的关系。练习团

里的辅导员本身就来自和组员一样的生活场域，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情感基础，只是因为现实生活妨碍了

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在此过程中，可邀请家庭成员中的年轻人以及社区青年参与其中，指导老年人

申请微信号或者是在现场进行辅导练习，其过程实际上就是沟通并产生了新的联系形式，一方面提高了

老年人对于新的联系形式的适应能力，另外一方面对于年轻人来说，开始关注起老年人在智能生活方面

的需求。 
观察各小组活动，发现在第一次的小组活动中，组员内部生成了 3 个次群体，次群体为主要单位，

由于彼此之间较为陌生，所以交流互动频率较低，只有 1~2 名老年人作为小组中的领袖角色表现较为积

极，组员具体表现详见表 1。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依然存在小组次群体，作业回顾、感受以及收获的分

享消除了部分组员间的陌生感，增强了凝聚力，使其互动和交流次数逐渐增多。 
此阶段开展的小组活动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问题一，小组建立初期，社工、组员之间还未建立信任

关系，组员不愿意表达，对此，社工应多加鼓励，并用尊重的方式与组员进行沟通和交流。问题二，在

小组建立初期由于彼此熟悉度不高，导致次群体产生。这或许不可避免，但是作为社工应积极组织一些

游戏来打破次群体，增加彼此之间的互动。问题三，男组员话少，为此，社工可鼓励他们积极表达自己

的想法、分享感受，并多给予一些正向方面的肯定。如果小组领袖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社工可运用专

业技巧如聚焦、澄清等来保障小组活动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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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ctivity performance of team members in the first two sections 
表 1. 前两节组员的活动表现 

组员 参与情况 行为表现 

1 (男) 积极参与 与小组成员 3 是夫妻，对于组员 3 较为依赖，无论是行为还是态度都和 3 一致，缺

乏表达自己想法的意愿。 

2 (女) 积极参与 性格外向，对人热情，自我意识较强，不仅会打断社工说话，还不按照社工思路分

享，自说自话。 
3 (女) 积极参与 具有较高的学习兴趣，表现较为积极，愿意请教社工或其他组员，也乐意教别人。 

4 (男) 一般参与 喜欢安静的环境，不愿意与组员沟通交流更愿意自己学习。 

5 (男) 一般参与 性格内敛，且因为老伴去世，较为孤立不愿意和他人交流，对于微信等社交软件需

求程度不高。 
6 (女) 积极参与 喜欢接触和学习新事物，第一个报名参加小组活动，并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学习意愿 

7 (女) 积极参与 有想要积极表现的欲望，但受限于文化水平和家庭条件导致其缺乏自信心，且容易

受他人思维影响。 

8 (女) 一般参与 小组活动前两次布置的家庭作业为——微信联系亲戚朋友并找到自己的联系搭档，

因为怕麻烦别人，不愿意行动。 
9 (男) 积极参与 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会使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对前两节活动不感兴趣。 

5.2. 环境层面——老年人智能生活情境分析 

此阶段主要体现为三四节课上，主要内容是带领组员融入到智能化的生活场景中，让他们在现实的

场域中体验和学习智能技术，在学习中组员的参与感逐渐增强，互动频率也大幅提高，大家互帮互助，

彼此间的情感关系迅速升温，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在这一阶段，老年人学习智能技术的热情空前高

涨，无论是相关知识还是技能水平、适应能力都获得了极大提升，学习的范围较之前更为浓厚，组员具

体表现详见表 2。在看到这些优点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该群体学习、掌握速度并不均衡，而是有很大的

差异，如有的老年人接受和掌握的速度较慢，此时应多进行生活中多方面的学习和培育，如利用智能手

机和家人做休闲出行的规划，不懂的地方让年轻的子女给予现场指导。最后，通过对老年人现实生活场

景的实际辅导以及体验式学习，他们无论是在居家还是在出行等智能场景中社会适应力大大增强。他们

不再局限原来的学习计划，而是开始了对智能生活环境的探索之旅。 
 
Table 2. Section III and IV activity performance of team members 
表 2. 第三、四节组员的活动表现 

组员 参与情况 行为表现 

1 (男) 积极参与 由于社工一直鼓励他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开始试着表现自己，对自己不懂的地方寻求

社工和其他组员的帮助。 

2 (女) 非常积极 她对互动体验非常感兴趣，尤其是有她最想学习的公园预约，她表现得极为活跃。 

3 (女) 积极参与 依旧是组员中的活跃分子，积极认真的参与到活动中来。 

4 (男) 较之前积极 在这两次活动中，表现得较自然，开始愿意与组员沟通交流。 

5 (男) 较之前积极 对互动体验中的乘车码和智能讲解较感兴趣，但发言仍较少。 

6 (女) 非常参与 她觉得互动体验比较新奇有趣，兴致非常高，但有时容易突破规则限制。 

7 (女) 积极参与 在小组中依旧表现得较积极，但学习使用智能设备的进度相对较慢，有时太过于心急。

已经较好地融入了小组活动中，由于患有一些老年疾病， 

8 (女) 积极参与 对互动体验中的超市外送和送药服务比较感兴趣，主动跟社工交流自己的想法。 

9 (男) 一般参与 在这两次活动中逐渐表现出对活动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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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开展的小组活动，组员之间的互动交流次数更多，组员在分享时社工能合理控制进程，营造

出良好的互动氛围，同时也能在组员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及时采用陪伴、同理等方式进行疏导，帮助

其转变不良情绪。美中不足的是社工在教授组员使用智能设备时应考虑到组员的学习能力，不要安排过

多内容。 

5.3. 人与环境互动层面——老年人智能生活适应与环境互动分析 

此阶段主要体现在最后两节上。如在第 5 节，小组成员的凝聚力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他们的学习兴

趣也被充分激发出来，能够在模拟的场景中学习并获得新知识，并能在实际的智能化环境中表达自己的

内心需求，提出反馈建议。如在这一节主要进行的是社区办事、医疗场景等，通过让他们在这样的智能

环境中学习并进行体验来提高其适应力。由于场地设备不足，小组无法在现实场景中学习和体验，只能

选择部分进行模拟。而组员经过前几节课的学习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探索热情，在此阶段能够持续学习

和探索并且能够表达自己被忽视的一些需求并提出建议，组员具体表现详见表 3。 
 
Table 3. Section 5 and Section 6 activity performance of team members 
表 3. 第五、六节组员的活动表现 

组员 参与情况 行为表现 

1 (男) 一般参与 也能认真参与，但兴致不太高，因为这节小组活动相对于前面的互动体验稍显枯燥。 

2 (女) 积极参与 依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并开始尝试自我摸索学习。 

3 (女) 积极参与 对智能生活缴费比较感兴趣，主动表达自己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和需求。 

4 (男) 一般参与 可能平时生活中接触社区办事、生活缴费、医院场景较少，对这次活动不太感兴趣，

偶尔会跟组员交流。 

5 (男) 积极参与 与组员开始积极交流互动，愿意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6 (女) 积极参与 兴趣一如既往的高涨，主动跟组员探讨以及尝试新的学习内容。 

7 (女) 积极参与 积极参与到学习中，自信心增强，主动提出自己的困惑和适老化建议。 

8 (女) 积极参与 自身患有常见的老年疾病，对智能就医有需求，因此表现得特别积极好问。 

9 (男) 积极参与 文化水平在小组中是最高的，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比其他组员更快，会主动教授其他

组员。 

 
小组目的和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来自社工和老人之间的访谈评估和过程观察。此次小组活动的总

目标是提升老年人发展性需求的能力，丰富老年人精神活动，提高老年人使用和融入智能生活的积极性。

从小组最后的经验分享环节来看，可见组员的积极性被激发，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能，小组活动

取得良好的活动介入成效，组员总结具体表现详见表 4。 
第六节课结束后，小组也并未结束，可以说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小组持续性的开展互助学习

以及发展互助型团队。在小组后期社工要做的便是跟组员一起回顾取得的经验，分享彼此的感受，见证

成长，规划未来。组员均表示收获良多，不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拉近了自身和时代的距离，收获了

幸福。 
对此阶段的小组活动进行为期 1 个月的跟进和测评，发现又有新的老年人加入到学习团队中形成了

滚雪球效益，学习完成后老年人的参与感和个人价值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小组活动这样的方式不仅有利

于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营造良好氛围，从而让老年人能够在社区中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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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Experience summary and sharing performance of event members 
表 4. 活动成员经验总结分享表现 

组员 参与情况 行为表现 

1 (男) 积极参与 经验总结时，对自己学到的知识大加炫耀，很满足。 

2 (女) 积极参与 
积极回顾总结自己在小组中的收获，并畅享未来生活，要把学到的教给自己的朋友，

加强与智能生活的联系，但知道这是社工最后一次带他们参加小组活动，仍表现出不

舍。 

3 (女) 积极参与 分享自己参加小组活动的感受，觉得生活变得更加有乐趣了，表示还想学更多， 
希望社工继续组织他们开展。 

4 (男) 一般参与 表现很淡定，话依然很少，希望以后有不懂的社工还能继续教他们。 

5 (男) 一般参与 对社工表示感谢，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还让他了解掌握了很多智能运用知识。 

6 (女) 积极参与 体会到了智能时代对生活带来的便捷，获得感增强，表示会向身边的朋友邻居宣传。 

7 (女) 积极参与 参与感和自信心得到极大增强，表示要带动身边的朋友也参与进来。 

8 (女) 积极参与 收获了友谊，接触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但觉得小组活动次数太少时间太短暂，有些

许不含，但对结束服务的原因也表示理解。 

9 (男) 积极参与 对自己的收获很满意，学会了网上购票等智能应用知识，表示以后可以随时坐动车去

看望孙子和老伴，还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教会给老伴。 

6. 讨论 

传统的社区养老服务将养老服务局限于康养服务，老年人获得的服务被动化，造成老年人活动能力

弱化。运用老年发展理论能分析不同社区和不同老年人的特殊性，了解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发展性需求

的变化，根据小组工作介入流程而设计的六次针对性的活动，解决了社区老年人在生活中面对智能手机、

智慧医疗、智慧出行等不同的使用困境。提升 F 社区老年人生活便利，增强老年人社会参与意识，倡导

社区工作人员、老年人家属对老年人发展性需求提供更多关注和帮助。小组工作方法对于老年人与现代

智能社会隔离问题的解决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有效帮助老年人预防心理问题，对于缓解老年人的孤单感

有明显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小组工作实施服务方案，并对研究结果予以实践验证。 

7. 研究创新和局限 

7.1. 研究创新 

从研究观点上来看，通过关注中国老年人的发展性问题，让他们老有所为，促进了积极人口老龄化，

进而给中国的老龄化服务和老年人群体的人口红利等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从实践角度出发，

注重小组工作介入，对资源进行整合，不仅有利于解决老年人面临的问题，还能使其发挥社会潜能。同

时，这次研究结果对于被调查地区来说，既是一种信息反馈，同时也是一种对策建议，对帮助社区创新

老年服务具有重要价值。 

7.2. 研究局限 

第一，需求分析以及小组干预选择的样本共 9 人，虽然有代表性，但是样本数量不足，代表性也差

强人意，本文研究结果仅限于对相似群体具有参考价值。 
第二，在成效评估方面，时间较短，可用半年时间进行验证。下一步打算扩大研究验证的范围，并

尝试在其他群体中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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