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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寻求解决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污名感的对策，以期为解决护理员职业污名感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

采用Shantz和Booth开发的职业污名量表对铜仁市八家养老机构护理员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结果：1) 
护理员在性别、学历、是否考取养老护理资格证方面、从事原因、是否会继续从事具有差异性，在年龄、

工作年限、存在态度消极的原因无明显的差异。2) 年龄、学习、工作年限变量对职业污名感具有相关关

系。结论：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较高，应从养老机构、个人以及社会层面来解决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污

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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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eek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occupational stigma of elderly care worker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occupational stigma of elderly ca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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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Methods: Using the Occupational Stigma Scale developed by Shantz and Boot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mong nursing staff in eight nursing homes in Tongren City. 
Results: 1)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gend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ether to obtain a senior 
car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reasons for engaging in nursing, and whether they would continue to 
work.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working years, and reasons for negative atti-
tudes. 2) The variables of age, study, and working years have a correlation with occupational stig-
ma. Conclusion: The occupational stigma of elderly care workers i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 occupa-
tional stigma of elderly care workers should be solved from the aspects of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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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2022 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为 77.4 岁，优于世界平均水平[1]。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18,766
人，占 18.7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 5.44 个百分点，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2]。从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占比两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对社会养老

服务机构及其护理人员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时代应当让劳动者更有尊严”，职业污名感的客观存在

却对此造成了威胁。护理员对机构养老的老年人生活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在工作中因面临着严峻的

职业污名，养老护理员的供需缺口大，成为近年来国内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较为突出问题。 
早在 1963 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首先提出“污名”概念，认为污名是一种社会现状，该社会现状

将使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3]。在之后的研究中，社会学家 Crocker 对这一概

念进行了积极修订，他认为被污名化的个体拥有或被相信拥有某些属性、特质，而这些属性所传达的社

会身份是被贬抑的[4]。在职业污名的研究视角方面，蒋昀洁、李璐等人基于自我验证理论认为自我观念

具有对称性，如污名化职业从业者如果对自己及所从事的职业持负面评价，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人也会以

消极眼光评价自己[5]。黎耀奇、翁钰宁等人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探讨我国旅游业从业者职业污名感

知与离职意愿的作用机制[6]。段波和赵双双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构建了歧视知觉与职业污名感的关系模

型，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7]。在职业污名的研究对象方面，陈玉玲、李响、陈维政等人通过

实证研究对女性领导污名感知的负面影响展开深入分析[8]。张光磊、黄婷、殷向洲界定非体面工作和职

业污名内涵，对职业污名的前因、管理策略以及影响后果等多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推动有关非体面工作

从业者职业污名的研究[9]。厉杰、吴粮牡关注社会上所发生的高声望职业负面事件，基于事件系统理论，

并通过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以此来说明高声望职业污名的形成过程[10]。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学者们在研究职业污名感的视角较为丰富，但其中大多是理论探讨，

从实证层面进行的研究较少。在职业污名感的研究对象方面，对于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污名则尚无专门的

研究。鉴于护理员在老龄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本文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究养老护理员面临的职业污名现状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解决养老护

理员职业污名感问题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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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的构建机制 

2.1. 职业污名感的概念界定 

组织行为学者将职业由于具有一些“污点”特征而被公众所轻视和排斥的总体程度界定为职业污名

(Occupational Stigma) [11]。对于从业者而言，职业污名感可以视作一种他们在工作场所内外所面对的有

形或无形的压力源之一[12]。受职业身份的影响，需求大的养老护理员们在付出艰苦劳动、为社会做出贡

献的同时，却不得不承受来自外界的轻视和排斥。由此，帮助他们提升应对轻视和排斥的能力不仅关系

到机构养老的发展，对于社会和谐稳定亦十分重要。 
基于此，本文的职业污名感是指因职业的某些特性而受到外界的排斥、贬低与轻视的一种心理感受。 

2.2.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构建的理论基础 

社会支持是指一定的社会支持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行为总和。

社会支持包括：物质帮助，如提供金钱、实物等有形帮助；行为支持，如分担劳动等；亲密的互动，如

倾听，表示尊重、关怀、理解等形式[13]。社会支持理论认为社会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

能够越好的应对来自各种环境的挑战。来自政府、社区、民间组织等正式的社会支持让老年群体有基本

的生存经济保障，而来自亲人、朋友、社工、志愿者等个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给老年群体生活照料和精

神慰藉，也同等重要[14]。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来探究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前因驱动因素有三方面，分别是个人、社会、文化。

探究养老护理员在这三个方面所获得的社会支持。 

2.3.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构建机制 

通过对养老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访谈(见表 1)与文献综述发现，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污名感前因驱动因

素有多方面，污名化的表现有肮脏污名、个人能力污名、社会地位污名，因此，本文基于以往的研究与

访问情况构建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的构建机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professional stigma of elderly care workers 
图 1.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的构建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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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前因一——个人因素。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学历崇拜与女性刻板印象。社会

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凭或学历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与水平的基准。养老机构护理员多为学历低的女性，

由于文化水平的因素，导致社会大众对该职业的美誉度不高。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观念，使得人们对女性就是“应该会照料、照料家人是女生该做的事情”的态度。因此，当需要有耐心、

细心照料他人时人们自然的想到了女性去从事这份职业。被访者信息见表 1。 
 

Table 1.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 1. 被访者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工龄 

01 男 48 小学 10 年 

02 女 36 小学 3 年 

03 女 20 大专 3 个月 

04 女 21 大专 3 个月 

05 女 42 小学 不满一年 

06 女 51 小学 一年多 

07 男 49 小学 三年 

 
“大多数都是住在周边年龄较大的阿姨来干我们这行，小年轻们都干不长久，他们受不了就走了，

我们主要是住着这养老院旁边离家近，三四十多岁了没什么事情干才来干这样。”(01) 
“我们这里的护理员很多都是女性，即使有男性，那他干的工作和女护理员又会有稍许不一样，一

般男护理员我们会叫他做重一点的活。”(02) 
2)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前因二——文化因素。中国古往今来都注重面子，寻求体面，如工作体面、

做事体面、为人体面等。因此，基于面子文化与体面的思想，人们对待工作的基本要求也就体面。这种

体面具体表现在工作环境、工作中接触的人、工作薪酬福利、工作氛围等。在养老机构工作，避免不了

与污秽物“打交道”，工作中也难免会接触到高龄自理能力较差的老人，而工资待遇却不高。 
“最糟心的是遇到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因为要给他们弄排泄物。”(03) 
“我是来这家养老院实习的，学校要求的实习，即使实习结束了我也不是特别想来这里工作，工资

不够吸引我，我会关注其他工作的，有更好的，谁想来干这个。”(04) 
3)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前因三——社会因素。社会主流思想是在劳动中创造价值，但由于护理职

业的特殊，本该由家人提供的服务转交给外界，使得人们认为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的社会价值不高，即

使没有该职业家庭内部成员也能承担完成。 
“在养老院工作我家里其他亲戚其实是有看不起的眼光，觉得我是去照顾老人端屎端尿，我是因为

离家近再加上我年纪大了，去干其他的人家也不要我。”(05) 
4)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表现一——个人能力污名。养老护理员主要是负责照料的工作内容，专业

培训较少，即使培训采取的形式是“传帮带”，专业技能培训存在不足。因此，这种传统上由家人提供

的照料服务转化为专业人员提供往往会被社会话语描述为毫无技术型、可替代性强的工作。 
“小年轻大多不愿意干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家一听我们是养老护工，第一反应大都是学历不高，没

什么技术含量，也没什么前途。”(06) 
5)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表现二——肮脏污名。在养老机构从事护理工作，肮脏主要是工作中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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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污秽物。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逐渐退化，容易出现“老人味”，即随着年龄增大而出

现的体臭。同时，对于高龄和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养老护理员往往需要去清理老年人的生活用品、

饮食用具与排泄物等。 
“我们主要就是照顾老人家的生活起居，像遇到自己不能用手吃饭的老人，我们还要喂他们吃饭，

工作看起来不难，就是考验你耐心，有的时候自己因为个人事情心情不好时，看到有老人不能自己去厕

所排泄我的心情更不好了，更加烦躁。”(03) 
6)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表现三——社会地位污名。养老护理员会受到老年人或家属的无端指责。

养老机构与老年人是属于服务需求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作为享受服务的老年人出于主导地位，他们

对护理员的工作有着监督与投诉的权利，这意味着护理员容易遭受无端的职责。同时，由于养老护理员

工作内容主要是照料人，社会大众往往把这个照料人的工作描述成伺候人的工作，从而受到外界的歧视

与嘲笑。 
“不了解这个工作的人，往往都看不起干我们这行，有些人还拿这个开玩笑，笑话我。”(07) 

3.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3.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问卷调查与线下走访的方式，了解较为真实可靠。2022 年 8 月~9 月采取随机分层抽样

的方法，访谈了 7 位养老护理员，问卷调查了贵州省铜仁市 6 家养老机构，49 位养老护理员，去除无效

问卷 1 份，实际有效问卷为 4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95%。 
本文的问卷包括基本情况调查表和职业污名量表两个部分。其中，基本情况调查表主要是社会人口

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信息。职业污名量表采用的是由 Shantz 和 Booth 开发的，曾被

国内学者周晔和黄旭等引用，数据信度较好。该量表共有 10 个题项，5 个选项，5 个选项分别被赋值为

5、4、3、2、1，数值越大，则代表被访者越同意该题项，其中量表总分为 50 分，分值越大，代表职业

污名感越高，反之也成立。 
在统计学处理方面，本文采用 Excel 2022 进行数据录入，再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针对基本情况表与职业污名感量表进行描述分析、相关性分析。 

3.2. 养老护理员的描述性分析 

由表 2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一、在性别方面，女性养老护理员占比

更高，占比为 63.5%，同时女性的职业污名感也比男性更高。二、在年龄方面，18~35 岁的护理员占比更

高(51.9%)，这主要是因为调研的过程中在养老机构实习 3 个月以上的年轻护理员较多且易接受我们的问

卷调查与访谈，再者 18~35 岁人的职业污名感也比 36~55 岁护理员的高，这表明年龄越大职业污名感越

低。三、在学历方面，学历普遍为中专及以下，无护理员学历为中专以上的，这表明养老护理员受教育

程度较低。四、在工作年限方面，1 年以下的占比最高(28.8%)，其次是 1~3 年(23.1%)，总体上看护理员

从事时间较短。同时，工作 4 年及以上的护理员职业污名感总分是低于 3 年及以下的护理员，这表明工

作时间越长职业污名感越低。五、在是否考取养老护理资格证方面，仅仅只有 42.3%的护理员已经考取，

这表明对护理员的门槛限制较低。六、在从事养老护理职业的原因方面，占比最高的是与所学专业相关

(32.7%)，其次是离家近(21.2%)和门槛低(21.2%)的原因，这表明从事养老护理职业者大部分并不是因为

喜欢养老护理职业而从事的，是一种“被迫”选择。七、在存在消极态度的原因方面，34.6%的护理员是

因为工作不顺，其次 32.7%的护理员是因为私人原因。八、在是否会继续从业养老护理职业方面，有超

过一半的从业者(53.8%)是不愿意继续从事的，其占比较高的前三个原因分别是薪资待遇低(39.1%)、工作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641


张秀 
 

 

DOI: 10.12677/ass.2023.128641 4700 社会科学前沿 
 

环境差(21.7%)、社会地位低(17.4%)。九、在不想从事的原因方面，39.1%的护理员是由于薪资待遇低，

仅有 4.3%的护理员是因为工作时间长。 
 

Table 2. Differences between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occupational stigma of elderly care workers (n = 48) 
表 2. 养老护理员描述性分析与职业污名感差异(n = 48) 

变量 变量分组及赋值 人数占比/% 职业污名感总分 x  + S 

性别 
男 = 1 28.8 28.40 + 2.414 

女 = 2 63.5 28.58 + 2.905 

年龄 
18~35 岁 = 1 51.9 29.70 + 2.998 

36~55 岁 = 2 40.4 27 + 1.265 

学历 

小学 = 1 38.5 27.20 + 1.056 

初中 = 2 11.5 29 + 2.757 

中专 = 3 42.3 29.50 + 3.502 

工作年限 

1 年以下 = 1 28.8 29.47 + 3.314 

1~3 年 = 2 23.1 29.50 + 3.261 

4~6 年 = 3 19.2 27.2 + 0.919 

7~9 年 = 4 21.2 27.36 + 1.286 

养老护理资格证 

已考取 = 1 42.3 27.68 + 1.985 

正在考取 = 2 21.2 29.64 + 3.042 

没有考取 = 3 28.8 28.93 + 3.218 

从事原因 

喜欢护理工作 = 1 1.9 27 + 0 

工资高 = 2 1.9 24 + 0 

工作内容简单轻松 = 3 11.5 27.67 + 1.033 

离家近 = 4 21.2 28.73 + 2.453 

与所学专业相关 = 5 32.7 29.59 + 3.411 

进入门槛低 = 6 21.2 27.27 + 1.272 

老师推荐 = 7 1.9 33 + 0 

存在态度消极的原因 

私人原因 = 1 32.7 27.53 + 2.375 

工作不顺 = 2 34.6 28.61 + 2.66 

对工作环境不满 = 3 25 28.52 + 2.737 

是否继续从事 
是 = 1 38.5 27.30 + 1.455 

否 = 2 53.8 29.39 + 3.107 

不想从事原因 

薪资待遇低 = 1 39.1 29.5 + 2.838 

社会地位低 = 2 17.4 32.25 + 1.258 

工作时间长 = 3 4.3 26 + 0 

工作环境差 = 4 21.7 30.8 + 2.95 

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 5 13.0 27.33 + 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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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对养老护理员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表 2，我们可以发现，年龄、学历、工作年限、是否

考取资格证、从事原因、态度消极原因、是否继续从事与职业污名感存在相关关系，而性别不存在相关

关系。由表 3 我们还可以知道，年龄与职业污名感(r = −0.495, P < 0.01)是负相关关系，学历与职业污名

感(r = 0.4, P = 0.005 < 0.01)是正相关关系，工作年限与职业污名感(r = −0.355, P = 0.005 < 0.01)是负相关关

系。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ous variables of nursing staff 
表 3. 养老护理员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性别 1.69 0.458 1       

2. 年龄 1.44 0.501 0.051 1      

3. 学历 2.5 1.43 −0.20 −0.787 1     

4. 工作年限 2.35 1.16 0.208 0.717＊＊ −0.765＊＊ 1    

5. 是否考取资格证 3.48 2.34 0.159 −0.419＊＊ 0.405＊＊ −0.324＊ 1   

6. 从事原因 5.6 1.333 0.104 0.01 −0.061 0.12 −0.2 1  

7. 职业污名感 28.52 2.737 0.030 −0.495＊＊ 0.4＊＊ −0.355＊ 0.267 0.169 1 

注：**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双尾检验。 

3.4.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的研究结论 

养老护理员会在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医院(病房)等发挥自身才能。但护理员这一群体仍然

会因职业污名的影响而发展受阻。本研究基于对问卷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养老护理员多为女性、学历普遍较低，考取养老护理从业资格证的占比较少，从事原因多为

现实客观因素少为喜欢其职业，有超过一半的养老护理员不愿意继续从事。 
第二，年龄与职业污名感具有负相关关系，学历与职业污名感具有正相关关系，工作年限与职业污

名感具有负相关关系。因此，年龄越大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越低，学历越高职业污名感越高，工作

年限越长职业污名感越低，反之也成立。 

4. 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感的解构策略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与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责任逐渐转移到市场与社会，养老护理员部分替代

了传统家庭中子女的角色与功能。但护理员因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工作性质会受到社会的偏见与歧视，

这种偏见和歧视会让护理员职业污名感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职业和生活中的压力愈发增加，直至选择

离职，因此需要解构养老机构护理员的职业污名感。 

4.1. 养老机构：积极管理职业污名感，营造良好的职业环境 

养老机构应该为护理员提供应对职业污名所需的精神与物质支持，积极管理职业污名感，为从业者

营造良好的职业环境，打破职业污名现象。一方面，养老机构可以打造企业文化，对养老护理员进行企

业文化的培训，展现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加从业者的社会认同感。同时，养老机构要加强对护理员的人

文关怀，积极组织团建活动或员工聚会，增强员工之间、员工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让从业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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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组织的关心与重视，以期减少工作中的消极情绪与内心的压抑或自卑感。另一方面，养老机构需要健

全奖励激励机制，合理设计薪酬体系，对于被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的从业者基于表彰与物质奖励，完善

职业晋升通道，提升养老护理员在养老机构中的地位。同时，养老机构应改善工作环境，引进新技术和

新设备提高工作效率，为护理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将养老护理员打造成一份真正的体面工作。 

4.2. 养老护理员：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灵活应对职业污名感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灵活应对职业污名感。一方面，养老护理员应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将服务老年

人放在第一位，增强对职业的认同感，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养老护理员应当正确看待自己职业，理解工

作的内容，不断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当养老护理员自身努力工作，那么会得到社会大众重视与尊重，

也会提升自己对所从事职业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养老护理员可以使用灵活的方式来应对职业污名感，

减少职业污名感对自身的负面影响。一是养老护理员可以采用幽默的方式向别人讲述有关工作的内容与

意义，缓解别人对护理员可能带有“肮脏”属性工作的强烈情感反应，同时也缓解自己的压力。二是养

老护理员要积极主动参与各种专业培训、讲座、专家授课、养老机构参观等活动，从侧面告知他人护理

员不仅拘泥于养老机构工作还可以与专家探讨专业知识与技能、去培训学习等，进而改善护理员的刻板

印象。 

4.3. 社会：加强养老护理员美誉度宣传，破除职业污名现象 

社会应加强对养老护理员的美誉度宣传与教育培训，完善养老护理员的社会保障水平。一方面，社

会媒体要加强对养老机构护理员在新媒体上的宣传。社会应给予养老护理员美誉称号与尊重为其建立正

面的工作形象，提高职业美誉度，让社会大众理解与认可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付出，打破对养老护理员的

偏见。通过制作宣传短片、举办知识或技能比赛、公开表彰优秀养老护理员等方式，全方面多角度向社

会展示养老护理员，以及养老护理员对我国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逐渐改变社会大众对养老护理员

的刻板印象，提高护理员的社会地位、美誉度与知名度。另一方面，完善养老护理员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养老护理员的技能教育与培训，鼓励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给予更多的津贴补助。当养老护理员的

技能教育与社会发展高度接轨后，养老护理员的重要性将会被广泛知晓，进而被社会广泛接受，养老护

理员的成长发展环境也会随之改变，职业污名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5. 结语 

养老护理工作长期存在工人短缺和护理服务不足的问题，其中养老护理员的污名是重要但常被忽视

的原因，养老护理员中的污名可能会使其蒙受污名和贬值，进而带来对潜在从业者的低吸引力、已有员

工的高流失率和员工低满意度的结果，最终加剧该领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

快的时代，研究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对减轻老年人护理领域在劳动力方面的挑战与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

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实生活中存在对养老护理员的污名现象，但学术文献中有关养老护理员职业污名的文献少之又少。

未来研究可以在扩大样本量的基础上对养老护理员进行跟踪调查。同时，还可以深入探究年轻养老护理

员与年龄较大的养老护理员受到职业污名感的影响因素及应对机制，探索养老护理工作的污名与工作相

关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如工作满意度低、离职率高和招聘难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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