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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证书背景下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
工作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唐婷 1，何朝珠 2  （1.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江西南昌  330052；2. 南昌大学医学院，江西南昌  330000）

摘要：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从事老年照护工作有助于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情况；培养或引进具有专业素养的护理人员从事老
年照护工作，有助于促进老年照护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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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日益加重，老年照护人才严重紧缺。2019 年，国
务院印发《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启动“1+X”证
书制度试点工作，高度重视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工
作的意愿，但受政策、社会、个人等因素的影响，高
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工作的意愿普遍不高。本研究概
括性回顾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工作意愿的相关研究
成果，重点以高职护生视角出发，对其从事老年照护
工作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
考依据。现综述如下：

1 人才现状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6 亿，比重达到 18.7%，其中 65 岁及
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3.5%，与 2010 年相比分别上升
5.44% 和 4.63%，80 岁以上人口比重增加 0.98%，老
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1]。罗园等 [2]

研究发现，我国老年照护人才存在从业人员数量短缺、
职业能力不足、心理压力大等现状。教育部全国职业
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全国有 506 高职院校所开设
护理专业 [3]。“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指出，要
发展养老护理队伍，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建立健全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到 2022 年底，培养 200 万名
养老护理人才 [4]。2019 年公布的“职教 20 条”，启
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教育部、国家发改委
等七部门共同发布《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鼓励引导职业
院校积极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增设老年护理、中医护
理。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出台，深深地影响了我国老年
照护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

2 就业意愿
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工作，不仅可解决当前老

年照护人才缺乏的困境，还可提升老年照护技术水平，
改善养老服务质量。虞晓漪等 [5] 研究发现，高职护生
受环境影响，就业意向多集中在城市三甲医院。刘雪

萍 [6] 研究发现，护生就业观念较为陈旧，更愿意选择
收入较高的卫生医疗机构就业。赵方芳等 [7] 调查某
省 5 所高职院校发现，高职护生具有选择老年照护的
动机，但对老年照护认知不足，缺乏从业信心。张惠
等 [8] 对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330 名高职护生调查表明，
34.29% 的护生明确表示不愿从事老年照护工作，仅
29.45% 的护生愿意从事老年照护工作，36.54% 的护
生持犹豫态度，总体意愿不高。娄雅晴 [9] 研究表明，
家中与老年人的关系影响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的动
机，有与老年人同住、被老年人照顾或照顾过老年人
的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的动机较高。丁久洪等 [10] 对
职业院校护理系老年方向的学生进行研究发现，“1+X”
证书制度下学生对老年照护的择业动机略有提高，处
于中等水平，需进一步引导和提升。

3 影响因素
高职护生就业问题十分受社会关注，关系个人、

家庭、社会、国家的稳定发展。已有相关学者专家从
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多个
视角探讨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工作的影响因素。

3.1  政策因素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国家宏观调
控，从政策和制度方面重视就业问题，完善就业服务
体系，提供有力的引导和扶持。要从根本上改善高职
院校大学生就业现状，地方政府部门须加强就业政策
和制度体系的建设，加大监督和管控力度，确保相关
政策和制度得到贯彻落实 [11]。王若维等 [12] 调查显示，
制约老年照护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保障制
度、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荣国军 [13] 研究认为，立
足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扶持相关企业发展，增
加就业岗位，平衡就业市场供需，出台有利于学生就
业的优惠政策，有利于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和地方经
济蓬勃发展。陈玲等 [14] 调查研究提出，加强政府政策
保障，提高老年照护工作的福利待遇，可提高高职护
生从事老年照护工作的动机，增强其从事老年照护工
作的动力。王小丽等 [15] 研究表明，学校开设老年照护
相关课程、老年照护知识技能教学及为老服老社会实
践活动等，可有效改善高职护生对老年照护的认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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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的态度。

3.2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对学生就业影响很大，社会对行业的认
知及工作待遇、家人对工作的支持、工作地点等方面
都影响着就业现状。高职毕业生大多愿在一线城市或

“新一线”城市工作 [16]。朱佳楠等 [17] 的调查研究发现，
高职护生生活和学习环境，包括父母与老年人的关系
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工作的
意愿。张兰青 [18] 对 120 名高职在读的护理专业学生进
行研究，结果表明非独生子女、好找工作、有正式编
制、获得比医院高的薪资等是学生对老年照护工作的
期待。杨玉洁等 [19] 的研究表明，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
护工作的影响因素包括工资待遇、生活保障、工作环
境等。冯玉等 [20] 的调查证实，高职护生因不同区域、
不同机构间的薪资差异而对从事老年照护工作持观望
态度。

3.3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是影响学生就业意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包括个人对行业的认知程度、职业的认同感、具备的
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等。李京京等 [21] 研究表明，高职
护生从事老年照护工作的意愿包括个人因素、职业因
素和社会因素等，可改变的因素包括对老年人的态度、
老年照护技能水平、职业认同等。陈晓妹等 [22] 对 513
名高职护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高职护生受性别、学
习主动性、月薪期望、职业使命感等因素影响，职业
探索积极性有待提高。郭慧 [23] 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包
括老年护理的职业要求、学生对老年护理的认同感、
教师对老年人的态度、社会态度等。

4 小结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对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建设

健康中国有着积极的意义。“1+X”证书制度实施以来，
全面了解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意愿及影响因素较为
少见。未来可重点研究“1+X”证书制度实施后高职
护生从事老年照护的影响因素，通过制定针对性、综
合性干预措施，切实提高高职护生从事老年照护的意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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