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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扬州市 X 社区 15 名文盲老人进行的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发现该群体在自尊、情感、文
化娱乐、人际交往等精神需求上存在不足，而困境成因包括家庭陪伴缺失、社区支持匮乏、政府投入不足与社

会不良标签损害四个方面。因此，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对应困境，结合个案、小组、社工行政专业方法提出解

决路径，以期为中国养老事业的不断完善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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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iritual Endowment for the Illiterate
Elderly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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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erviewed and observed 15 illiterate elderly people in X community of Yangzhou City
and it’s found that that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for this group in such spiritual needs as self-esteem，emo-
tion，cultural entertainment，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etc． Then it analyses the causes of distress such as
lack of family companionship，community support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damage of bad social labels．
Therefo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the paper presents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se prob-
lems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 cases，groups，and social work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 methods，thus con-
tributing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old-ag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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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老年人对于自

身精神生活的追求逐渐得到关注并引起广泛讨

论，人们对于物质养老的注意力也逐渐转移到精

神养老上来。文盲老人作为老年群体中的弱势群

体，由于缺乏对汉字及其衍生符号的认知能力，在

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往往会面临困难，尤其在

精神养老方面遇到一定的阻碍。本文以江苏省扬

州市 X 社区内文盲老人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

面临的精神养老困境，并对存在的问题，从社会工

作视角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为国内该群体老人精

神养老事业建设提供参考。本文重点聚焦传统意

义上不识字的老人。故将文盲老人定义为受正规

教育①年限为零，无法在生活中正确阅读、书写、

① 由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 学校) 所提供的训练和培
养活动，有一定的入学条件和毕业标准，通常在教室( 课堂) 环境
中进行，使用规定的教学大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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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汉字的 60 周岁以上公民; 本文讨论的精神养

老为在心理层面上，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满足老年

人包括尊重、情感、文化娱乐、人际交往、社区参

与、教育以及自我实现等方面精神需求［1］，提高

老年人生活质量，使其拥有美满且丰富的晚年生

活的养老活动。

1 扬州市 X 社区文盲老人精神养老现状

1. 1 X 社区基本情况与研究对象选取

X 社区地处扬州市的西部，社区常住人口为

3680 户，共计 10612 人，是典型的老城区。社区

内 60 岁以上老人共有 2354 人，其中 80 岁以上高

龄老人共有 256 人。60 岁以上老人中，经居委会

统计，不能识字、未受教育者约有 259 人。
本文选择来自 X 社区的 15 名研究对象进行

深入访谈与参与式观察。选取的 15 名访谈对象

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编码 性别 年龄 子女情况 配偶情况

1W 女 68 一女，不同住 尚在，同住

2Z 女 72 一儿一女，不同住 去世

3L 女 77 一女，与女同住 尚在，同住

4L 女 74 三儿，与二儿住 尚在，同住

5Z 男 73 四女两儿，与大儿住 尚在，同住

6H 女 76 一儿两女，与儿同住 去世

7Q 男 79 有儿女，不同住 尚在，同住

8S 男 71 两儿两女，与大女住 去世

9W 女 69 两儿，与大儿同住 尚在，同住

10X 女 82 一儿，同住 尚在，同住

11X 女 88 三儿两女，与二女住 去世

12L 男 71 无子女 去世

13Y 女 78 三儿，与小儿住 去世

14L 女 75 一儿三女，与儿住 尚在，同住

15Y 男 77 三女，不同住 去世

注: 本文访谈对象编码编制规则为编号 + 姓氏首字母大写。

1. 2 调查结果分析

1. 2. 1 被尊重需求强烈且表现形式特殊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老年人被尊重需求体现在

由于社会角色、经济地位向下流动，希望在家庭地

位和支配权方面得到尊重和提高，据笔者对访谈

资料的整理发现，文盲老人的被尊重需求表现形

式较之上述内容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自身使用

文字能力的缺乏与文化基础不足的过分关注。4

位受访老人认为自己因为不识字没文化没有得到

足够的尊重，3 位表示反感家庭成员因其缺乏该

方面能力而对其过分保护。
另一方面，文盲老人通过两种形式表达被尊

重的需求，分别是过分承担家务和努力参与后辈

间的讨论与交流，前一种形式为多为女性，后一种

形式多为男性，老人们希望通过这两种形式强调

自身对于家庭和社会的价值，从而得到家庭成员

的尊重。
1. 2. 2 情感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与现实交往

老人情感需求的满足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包括

子女、孙辈和配偶，其他亲属与朋友、兴趣团体成

员等的情感支持［2］，受访的 15 位老人也呈现这一

特点，且更加依赖与强调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
其中 12 位希望子女能更多地陪伴自己或来探望

自己，7 位觉得伴侣或子女的陪伴是生活的重要

支撑，1 位表达出对爱情的强烈需求。
除去强调家人的重要性，文盲老人同样希望

得到亲人朋友的关心与陪伴，这与对整体老人的

分析相符合。但由于文盲老人缺乏文字基础，受

众多客观条件限制，如不依赖家人帮助，可能难以

主动前往居住得较远的亲朋处活动。有 1 位老人

表示在县城公交路线与站点名称调整后，与原本

活动频繁的亲戚朋友已较少交往，即使拥有智能

手机、电脑等现代通讯工具，通过语音、视频的方

式能够一定程度上得到陪伴与情感支持，但多数

老人仍表示难以独自使用现代通讯设备，更希望

实现现实生活中的接触。
1. 2. 3 文化娱乐活动与需求单一

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作为丰富老年生活和

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具有多种形式。老人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大部分现有文化娱乐活动中

来［3］。在 X 社区内，老年人主要文化娱乐活动包

括棋牌类活动、戏曲活动、合唱与朗诵活动、广场

舞、乐器兴趣小组、太极球小组和绘画书法小组

等。而经过调查，受访老人的文化娱乐需求却呈

现单一的趋势，其中 7 位喜欢棋牌活动，6 位喜欢

听本地戏( 淮剧) ，1 位喜欢乐器。可以看出受访

文盲老人文化娱乐活动主要形式为棋牌与戏曲。
在社区内对广场舞队、绘画书法小组等其他

活动小组内老人群体进行的随机调查中，25 位老

人中仅有 1 位文盲老人，而在社区棋牌活动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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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调查的 10 位老人中有 4 人不识字，与访谈所

得结论一致: 文盲老人在文化娱乐需求以及活动

形式方面较为单一。在和文盲老人谈及为何不选

择参加其他文化娱乐活动时，多数老人表示自己

缺乏文化基础，而那些活动是“文化人”的活动;

而对于广场舞、太极球等无需文化基础的体育活

动，3 位老人认为那些活动中老人都是在其他小

组内相互认识而结伴参加的，自己无法融入到他

们的团体中，2 位表示自己身体状况不支持其参

与体育活动，2 位认为该类活动开展时间与自己

作息相冲突。
1. 2. 4 人际交往范围狭窄与对建立新人际关系

的排斥

人际交往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人获取信息、保持积极心态的重要途径。文盲老

人由于无法从文字资料中获得信息并通过一些需

要知识文化基础的爱好活动排遣无聊感与孤独

感，人际交往就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影响着老人

的精神生活。访谈结果显示，老人对于人际交往

的需求十分强烈但是人际交往范围较为狭窄，5
位老人表示由于特殊情况导致不能串门访友、没
有亲戚来访而心情烦躁，9 位老人表示平时除做

家务以外最多的活动就是和街坊邻居、好友的交

流。
同时，文盲老人呈现出对现有人际交往的强

调与建立新人际关系的排斥的特点。3 位老人表

示不愿意搬离老城区与子女同住，就是因为到新

环境没有熟悉的好友街坊每天聊天沟通，2 位老

人认为建立新社交关系是“麻烦”“不值当的”，文

盲老人普遍认为现有人际关系与社会环境会让他

们生活得更安心; 由于“自己没本事”“会被别人

看不起”等观念影响，其对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与
陌生人交往会感到不自在，感觉无法融入新的关

系中从而导致排斥心理。
1. 2. 5 缺乏社区参与、受教育和自我实现的

需求

在对于老人精神养老众多的调查与分析中，

普遍认为老人具有较高的社区参与、受教育与自

我实现的需求，然而在笔者调研中，文盲老人在此

三个需求方面与普遍观点存在较大的分歧。调查

结果显示，仅有 1 位老人愿意参与社区居委会工

作，且并未对社区参与表示出积极态度; 除 1 位老

人愿意积极学习一些常用字与新事物以外，所有

老人都认为自己没有这三方面的需求，且不需要

在这三个方面获得提高或改变，可以看出，文盲老

人在这三种精神需求方面呈现消极的特点。

2 文盲老人精神养老困境成因分析

2. 1 家庭: 陪伴的缺失与自尊的忽视

据调查，文盲老人大部分的活动范围和消磨

时间的地点都是家庭，因此家庭成为满足老人精

神需求、老人精神养老的最主要单位。但是家庭

有时并不能起到正面的情感支持作用，家庭成员

给予的陪伴与交流也不完全呈现积极态度。在访

谈的 15 位老人中，有 8 位伴侣尚在并同住，其中

6 位与子女同住，2 位仅与伴侣同住，7 位伴侣去

世，其中 3 位独自居住，4 位与子女同住。整理访

谈资料发现，与伴侣、子女同住的老人在情感需求

方面基本是积极态度，但几位老人认为子女们下

班回来后，由于疲惫或者带着工作中的负面情绪，

经常会爆发争吵或者拒绝沟通; 生活中有些负面

情绪和日常生活琐事想要与子女进行分享交流

时，往往会被敷衍对待或忽视。
同时，由于老人不识字、缺乏文化基础，子女

或伴侣会忽视老人在此方面的自尊心，即被尊重

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也许并非出于恶意

的话语也会对老人造成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引起

老人的抑郁和不满。
丧偶老人在情感、交流方面的需求在家庭中

难以满足，仅能依靠街坊邻居、亲戚好友来维持该

需求的获得［4］。在访谈中，独居文盲老人也表达

出较强的与人交流的需要，而子女在外地工作或

不经常探望，会给老人带来不被重视、不被需要的

感觉［5］。对于此类老人，家庭的功能被无限削

弱，本应主要由家庭满足的情感与沟通的需求也

无从谈起。
2. 2 社区: 未被重视的个体需求和精神服务建设

社区作为老年人精神养老建设除家庭外最主

要的外部力量，尚未完全发挥其服务功能，对于文

盲老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注也同样不足。
X 社区内提供的精神养老支持主要是老年活

动室、老年聊天站、居民学校、居家养老服务站以

及拥有两支艺术团的文体活动室。除去老年活动

室可以为文盲老人提供棋牌类活动场所，居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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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站偶尔提供志愿者陪伴文盲老人聊天的服

务以外，其它支持功能对于文盲老人来说并无价

值，受访老人中无人前往老年聊天站，认为其“形

同摆设”“做样子应付领导的”，而无论是开党课、
举办诗朗诵活动的居民学校，还是举办书法、绘

画、唱歌比赛的文体活动室，文盲老人都不能充分

利用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
再者，社区工作者们统一化的工作模式有时

会难以满足文盲老人这一群体的特殊需求。社区

下发惠民、养老的支持性文件或传达最新老年的

相关政策时，往往采用发放传单和由社区网格员

宣传的形式。如果文盲老人有子女或配偶识字尚

且不成困难，对于独居或者配偶双方都不识字的

情况，传单就成为一张“无用的废纸”“用来燃煤

炉的垃圾”，导致这类老人可能会错过一些便民

措施或补贴; 而网格员对于政策等的宣传，会忽视

文盲老人是否理解其中的专业术语或新兴词汇。
在这样的环境下，极不利于老人日常生活水平的

提升，对于老人的情绪也不断产生负面影响，认为

“社区就是吃白饭的”“谁管我们这种没文化的

大老粗”，对于文盲老人被尊重的需要、文化娱乐

的需要、政治参与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产生损害。
2. 3 政府: 法律、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双重不足

从政府层面来看，国家对于物质养老的重视

远远高于精神养老，国家从 2012 年开始关注老年

人精神养老，同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

第十四条指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

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第十八

条指出“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在法律上承认和保证老

人情感交流层面的精神需求［6］，但是在该法律

中，缺乏详细的叙述和解释。同时，即使面临子女

违反该规定的情况时，老人缺乏足够的反馈与举

报形式，社会仍普遍认为精神层面的赡养归于道

德与情感问题，老人的权益难以在司法层面得到

保障。作为文盲老人这一群体，受访的 15 人中

13 人甚至都不了解有相关政策法律，说明国家对

此类政策的普及和推广存在不足。
对于文盲老人群体的精神养老，国家给予的

政策关注同样缺乏。例如，政府在精神养老资金

投入上的不足，使得社区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忽视

或难以开展满足老人精神需求的活动与项目。资

金的流动引导着社会的关注重点，当政府较多资

金仍停留在物质养老层面时，社会的关注点就仍

停留在保障老人物质基础上; 即使有精神养老的

相关项目，也较多针对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老年群

体，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盲老人，如政府拨款给

予 X 社区举办的诗朗诵、红歌联唱活动，对于难

以阅读诗稿、歌词的文盲老人来说较难参与。
2． 4 社会: 不良标签与落后思想的损害

中国宏观社会文化给老人，尤其是文盲老人

贴上的不良标签影响着老人的自我认知。社会损

害理论认为，接受消极标志的老人会产生消极和

依赖的心理，从而丧失原先的独立自主能力。受

访老人在政治参与、教育与自我实现需求上的缺

乏，主要原因就是对于自身能力的不信任，而这种

不信任是伴随着社会的负面认知强化而来。受访

老人普遍认同“自己不识字，就低人一等，对社会

也无大作用”这一消极观点。11 位老人认为自己

无能力学习简单的日常文字; 3 位老人拒绝接受

包括手机等智能设备在内的新兴事物。此类老人

对于这些改善日常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持

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他们“不

行”“不会”，多数老人认为“社会上都这么说的”，

从而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也不断降低，这对文盲老

人精神世界的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陈旧的观念也损害了老人精神需求的满足。

在 15 位老人中，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2 位

拒绝与更关心自己的女儿同住，认为应由儿子负

责养老，3 位更希望能与儿子交流，得到儿子的关

心和照顾; 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影响，1 位

认为自己不配学习文字，1 位认为女性不应抛头

露面，拒绝参与文化娱乐活动和承担社区内的一

定工作。
这些观念都束缚着文盲老人的行为，不知不

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事风格和价值观，一定程度

上造成其在精神追求上的枯竭，对老年人的晚年

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3 社会工作介入文盲老人精神养老探析

3. 1 个案工作方法介入文盲老人家庭与认知困境

针对文盲老人个人与家庭层面面临的困境，

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方法能够发挥其独特作

用。个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最重要方法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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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个人的服务。在社会工作者使用个案工作方

法介入文盲老人精神养老工作时，应以认知问题

为突破口，通过关注文盲老人特有的生活环境、成
长经历来提供个别化服务，并将家庭纳入其中，成

为目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文盲老人最主要的个人层面存在的问

题———认知问题时，社会工作者可以针对老人对

于自身的负面认知，依据库柏斯和本斯东的社会

重建理论，按照三个步骤重塑文盲老人正确、积极

的认知，建立自信。首先，针对每个老人特殊的家

庭情况、社会经历等，帮助文盲老人意识到社会中

对其存在的偏见及错误观念; 再者，通过其所在家

庭的特有情况、连同社区改善老人实际居住的客

观环境与氛围; 最后，依据老人的需要和不足，树

立老人的自信，鼓励其积极地面对生活，勇于表达

自身的感受与物质、精神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个案工作服务对象不仅包括

老人本人，也包括其家庭。针对文盲老人精神需

求的满足在家庭中面临的困境，社会工作者可以

通过组织家庭活动的形式，加强子女与老人间的

沟通与互动，满足老人陪伴与交流的需要; 通过认

知矫正、模拟体验等形式，强化子女或伴侣对文盲

老人自尊需要的认识，使老人在家庭中获得足够

的尊重感; 同时，可以以家庭成员为协助，纠正老

人消极、负面的情绪与认知，鼓励老人积极参与社

会生活，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3. 2 小组、社区工作方法满足文盲老人精神需求

与服务

老人相互间积极的互动与精神交流，是抵抗

社会损害理论所提出的“消极暗示”的重要手段

与有效方式［7］。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文盲老人群

体时，可以参考互助养老模式与价值观，针对文盲

老人在陪伴交流、娱乐活动等需求方面的困境，通

过组建小组、开展小组活动的形式，满足文盲老人

精神需求，帮助其建设丰富、乐观的精神生活。
对于同一社区网格内的文盲老人，可以将相

互较为熟知的文盲老人组建为互助小组，由社会

工作者为领导，邀请一些较为积极、有一定文化基

础与威望的同社区老人，由其以老人间能够理解

的方式，协助文盲老人进行一些常用汉字、日常较

为新兴事物的学习。或者选择一个小组老人普遍

认可和感兴趣的爱好，如绣花、烹饪等，由擅长的

老人交流经验，传授技巧，定期开展鉴赏会、交流

会，积极丰富文盲老人精神生活。
文盲老人精神养老品质的提升，和普通老人

一样，离不开社区内良好的精神养老氛围［8］。根

据老年宜居社区建设的要求，应该从设施、服务、
环境等多个方面给予老人社区层面最大的关怀。
而专业社区工作方法能指导社会工作者发挥特有

的能力与方法，依托居委会与社会资源，为社区营

造积极的精神生活环境。社会工作者可以从两个

方面入手，一是组织社区内文盲老人能够并愿意

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 二是鼓励文盲老人参与社

区自治等社会活动，增强社会参与感。不仅能够

提升老人成就感与获得感，强化“老有所用”的价

值观; 对于老人被尊重、被需要需求、政治参与需

求与自我实现需求都能起到积极引导作用［9］。
3. 3 社会工作行政手段推动精神养老制度建设

与社会认知转变

社工行政是社会工作者在宏观社会层面的积

极参与，主要通过倡导正面政策，推动立法，将社

会政策转化为服务行动; 通过合理运用与分配资

源的形式对影响整个社会的活动做出正面回应和

专业性的参与。针对文盲老人群体精神养老困

境，社会工作亦可在宏观层面以行政方法介入。
首先，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改善社会对于文

盲老人的负面认知，通过开展社会活动、推动国家

相关法律保护的形式，营造整个社会对于文盲老

人群体的重视和尊重，改善文盲老人被“污名化”
的现象，以立法的形式有效保障文盲老人满足精

神需求的权利; 再者，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相关资

金与专业服务介入文盲老人群体，在物质基础上

保障文盲老人拥有丰富精神养老生活的可能性，

对于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最后，对于

社会工作者依托的社工机构，应该维持其与社区

的社会机构、居委会的积极的关系，为机构建立正

面形象，从而在介入文盲老人精神建设时，获得老

人自身以及相关所有力量的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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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源库不仅丰富了教学资源，而且实现了课程

内容与思政内容的同频共振。
5． 4 改进方向

小组协作完成学习任务是开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的基础，教学过程中发现极少数同学参与

度不高，过分依赖其他组员，今后将进一步细化学

习任务，利用课程平台的教学预警功能，提醒学生

按时完成学习任务，线下课堂请他们积极参与课

堂活动，通过多鼓励、多表扬，充分调动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6 结语

教学能力大赛的教学设计要将职业教育的国

家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 规范) 相对接，关注有关

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对接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选取参赛

教学内容，开展学情分析，确定教学目标，优化教

学过程，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方法和资源组织课堂

教学，进行教学考核与评价，做出教学反思与诊

改。教学实施应注重实效性，突出解决教学重难

点的方法，实现师生、生生的全面良性互动，关注

教与学全过程采集的信息，并根据出现的问题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实训教学内容应基于真实的工

作任务、项目、工作流程和过程等，通过示范操作、
巡回指导、及时解决生成性问题，培育学生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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