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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3年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9亿，占总人口

的21.1%[1]。此外，老年慢性病发病率不断增加，失能失

智老年人达4000多万，从而导致社会养老服务尤其是医

养结合等方面的需求明显增加。2023年年末，民政部等

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提出要“以发展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为重点，打造

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德技兼备的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2]。如何培养高素质的智慧康养专业人才成为社会关

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构建该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指标

体系成为人才培养的关键点。1

一、研究对象

1.养老服务领域专家

本研究共邀请了从事老年健康照护、养老管理、养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医养

结合视域下高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核心能力指标体系的

构建”（XSP21YBZ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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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职业教育等工作，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职业技能证书并且有10年及以上工

作经验、学术态度严谨、对本项工作有一定积极性和意

愿的20名专家全程参与德尔菲专家论证。

2.养老服务机构

对养老服务机构就岗位（群）核心能力、就业岗位

（群）及其工作职责与任务、任职要求等进行调研，分

析产业（链）、岗位（链）对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知识、

能力、素质的要求。

3.高等职业院校

了解院校的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职业面向、就业

岗位（群）、岗位（群）核心能力和素质要求等，为核心

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

4.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生

毕业生对本专业课程设置、职业技能训练、专业必

修课程对毕业后工作影响程度等进行调研。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笔者以“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养老专业”等为主

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确定本研究

量表维度及核心能力指标体系的条目[3]。

2.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本研究主要以发送电子邮件进行了两轮专家咨询，

专家根据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分，初步形成养老

专业人才核心能力指标体系。

3.问卷调查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高等职

高职专科养老专业人才核心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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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银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关注养老专业人才数量的同时，如何培养养老行业“留得住、用得上、成长快”的高质量的养老专业人才成

为行业企业关注的焦点，而构建养老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就成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点。笔者运用德尔菲法专

家咨询法对20名行业企业及职业教育的专家及学者进行函询，初步构建了养老专业人才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同时进

行了行业企业、高职院校级毕业生的调研，将指标体系和调研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为高职院校养老专业的人才培养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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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专家一般资料（n=20）

项目 分类 人数（人） 占比（%） 项目 分类 人数（人） 占比（%）

专家年龄分布

35-40岁 4 20

学历学位分布

大专 3 15

41-50岁 12 60 本科 14 70

51-60岁 4 20 研究生 3 15

专家岗位分布

院长 5 25

专家工作性质

分布

养老管理 4 20

照护部主任 8 40 老年照护 12 60

照护部副主任 6 30 老年评估 3 15

心理咨询师 1 5 养老职业教育 1 5

专家支撑或职业

资格分布

副教授及以上 1 5
专家的工作年

限分布

10-20年 12 60

养老护理员技师 1 5 21-30年 5 25

高级养老护理员 8 40 超过30年 3 15

主管护师 4 20

副主任护师 4 20

副主任医师 2 10

图1　核心能力指标体系一、二级指标

图2　核心能力指标体系二、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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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院校、养老专业毕业生进行调查，进一步检验高职养

老专业核心能力指标体系。

4.比较分析法

将经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的核心能力指标体系

与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形成最后结论

并提出建议。数据均采用SPSS23.0进行分析处理。

三、研究结果

1.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初步构建

（1）专家一般资料

对20名专家一般资料进行分析，参与德尔菲专家咨

询法的专家以41-50岁、大学本科、照护部主管、高级

养老护理员、从事老年照护工作、工作年限10-20年的

为主。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2）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两轮专家咨询，综合考虑专家的权威性和积极

性，初步构建了高职专科养老专业人才核心能力指标体

系，具体如图1、图2所示。

2.养老机构调研结果分析

针对前期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形成的“高职养老专业

人才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在养老机构进行了调研，具体

的调研结果分析如下。

（1）岗位设置情况分析

调研显示，养老机构排名靠前的岗位是老年照护岗、

综合行政管理岗、老年社会工作岗（文娱活动、心理辅

疗）、机构运营管理岗、照护质量管理岗、照护技术培训

岗等，其中100%的养老机构设置有老年照护岗、64.86%

的单位设置有照护技术培训岗、47.3%的单位设置有老

年营养管理岗等与医养有关的岗位。

（2）人才需求情况分析

通过对养老机构人才需求调研来看，养老机构能

提供给学生实习的岗位排前五位的分别是老年照护岗

（92.94%）、老年社会工作岗（文娱活动、心理辅疗，

80%）、综合行政管理岗（63.53%）、照护质量管理岗

（56.47%）、照护技术培训岗（56.47%）。同时，调研还

发现，养老机构尤其是医养结合型老年人照料设施希望

毕业生或员工具备的专业背景最好是老年服务与管理类、

护理类和康复类。因此，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是掌握老年

照护、老年活动策划及养老机构管理知识与技能的人才。

（3）主要就业面向与就业岗位情况分析

问卷与深度访谈调研显示，专业学生就业面向单位

主要为以接受健康老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医养结合养老

机构、老年康复护理院、以接受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

机构、养老运营管理公司和日间照料中心等，排在首位

的是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92.84%），其次是老年康复护

理院（85.71%）、第三位的是已接收失智失能老年人为主

的养老机构（71.34%）。职业院校认为学生的主要就业岗

位前三位的是老年照护岗（94.44%）、照护技术培训岗

（80.56%）、老年社工岗（80.56%），与企业调研的相关

数据基本一致。

（4）毕业生主要工作岗位分析

通过对在养老机构就业的毕业生岗位情况分析，发

现老年照护岗（24.86%）、综合行政管理岗（12.99%）、

社会工作岗（文娱活动、心理辅疗）（10.17%）、机构运

营管理岗（9.6%）、照护质量管理岗（7.34%）是毕业生

主要的就业岗位。这与养老机构调研的结论是基本一致。

3.相关职业岗位对知识、技能及职业素养要求分析

（1）养老机构最希望毕业生具备的核心知识与技术

分析

在对养老机构进行调研时发现，他们最希望毕业

生具备照护基础知识（91.76%）、失能失智照护知识

（81.18%）、医学基础知识（70.59%）等核心知识；最希

望毕业生具备失智失能老年人照护技术（88.24%）、基本

急救技术（76.47%）、养老机构风险评估技术（76.47%）、

老年人健康管理技术（71.76%）等核心技能。故建议在人

才培养中需重视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老年人生活能力康

复训练、老年智慧健康照护、认知症老年人照护实务等医

养核心能力。

（2）养老机构相关岗位核心能力分析

调研发现，超过80%的养老机构认为老年人健康

照护是企业岗位核心技能具体表现为一般生活照护为

72.94%、失智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84.71%、半自理/介

助老年人专业照护为77.65%、全护理/介护专业照护为

85.88%、老年人康复服务为71.76%。

（3）影响员工岗位胜任力的主要因素分析

调研显示，老年照护、康复保健等知识与技能的缺

乏是影响员工岗位胜任力的主要因素，具体表现为照护

知识与技能缺乏为77.65%、健康管理知识与老年活动策

划知识技能缺乏都为64.71%、康复保健知识技能缺乏为

63.53%、医学基础知识缺乏为62.35%。因此，在专业核

心能力指标体系构建中应加强老年照护等医养方面的知

识与技能。

（4）员工可持续发展必备综合素质分析

调研显示，员工职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具备以下综合

素质，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善于学习（95.29%）、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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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94.12%）、尊老爱老（91.76%）、抗压（89.41%）、

沟通协调（88.24%）。因此，建议在人才培养中设置职业

素养与安全、健康养老服务沟通技巧类的课程，以形成

专业核心技能指标体系。

通过对行业企业、高职院校、毕业生的三方调研，

调研数据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所形成的养老专业人才核

心指标能力体系吻合度较高。

四、对策与建议

结合本研究形成的高职院校养老专业学生核心能力

指标体系以及行业企业、高职院校、毕业生调研数据，

对我国高职专科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

养形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培养目标

结合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和调研结果，建议高职专科

养老专业的培养目标能落实医养结合相关理念，掌握具

备包括医学基础知识在内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

健康养老行业的养老服务与管理技术领域，能够从事老

年评估、老年健康照护、老年心理辅疗、老年康体活动

指导、老年健康教育与促进等医养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2.培养规格

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建议高职专科养老专业学生应

在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并完成实习实训基础上，全面提升

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领域的老年评估、老年健康照护等

方面的素质、知识、能力，掌握并实际运用岗位（群）

需要的专业核心技术技能，并对智能养老设施设备具有

完善与升级的能力，尤其是在医养结合的背景下，作为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的专业，须强化学生的医学知识[4]。

3.课程体系设计

结合核心能力指标体系与调研数据，笔者建议高职

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中设置诸如医学基础类、养老服务沟

通技巧类、老年评估类、老年照护类、老年心理类、养

老管理类、老年活动策划类、智慧养老类等专业基础课

与专业核心课；同时，为适应银发经济发展，结合学校

特色，还可以开设适老化设计与改造、适老化产品设计

与应用、银发经济理论与实务、市场营销等相关课程。

4.实习实训条件

校内实训室应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实训设施先进，

实训指导教师确定，能满足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老年

照护（含居家养老照护）、失智老年人照护等实训要求，

实训管理及规章制度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应符合教

育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相关文件规定，

能提供老年评估、老年健康照护等实习岗位，能配备指

导教师并能做好学生实习服务和管理工作。

5.师资队伍

结合核心能力指标体系与相关调研数据，以及落实

“岗课赛证”理念，建议高职专科养老专业的专业课教

师中应有一定数量的具备医学或护理学背景的教师。

6.教学资源

高职专科养老专业的课程教材选用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尤其是专业核心课程选用的教材应体现健康养老行

业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新业态、新设备，并能

体现“岗课赛证”融通；同时建设、配备有与该专业有

关的音视频、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

软件、数字教材等教学资源库[5]。

总之，随着我国养老产业布局向纵深发展，银发经

济已于今年走到了台前，养老服务行业逐渐成为了银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医养结合模式更是我国近年

来积极推行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笔者将继续依托所在

单位“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医护康养智”为特色的高

水平专业群，聚焦“失能失智、慢性病”老年人的市场

刚需，不断的完善和优化高职专科养老专业人才核心能

力指标体系，以适应当前健康养老的发展趋势[6]。下一

步，笔者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样本的选取做进一步分析，

以弥补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统计.2024（03）：4-21.

[2]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建设的意见》[J].中国民政.2024（04）：47-49.

[3]席杨娟，等.医养结合护理专业人才核心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信效度检验[J].护理研究.2020

（01）：79-85.

[4]罗清平.智慧康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融合优

化——以“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例[J].湖

南教育（C版）.2021（07）：39-42.

[5]毛平.康养文旅与家政服务专业群建设的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10）：320-322.

[6]李斌，黄岩松，李浩平.“四业”联动　打造智

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群的创新与实践[J].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2023（26）：2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