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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市高校老年服务专业建设情况分析与建议
程宝元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中国·北京

论文首先从中国北京市老年人口和老年服务需求变化出发，分析了高校开设老年服务专业的必要性；然后从老年服务专业
人才职业技能的需求和老年服务专业课程设置两个角度，分析了高校更加适合培养的专业人才类型和更加适合开设的专业
课程；最后从需求导向、办学理念、学以致用、品德教育四个方面提出了对老年服务专业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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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北京市对老年服务的需求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

投资方进入老年服务业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对高校老年服务

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将会越来越旺盛。因此，有必要对北京市

高校老年服务专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研究提出加

强专业建设的相关建议。

2中国北京市高校开设老年服务专业的必要性

根据《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截至

2020年年底，中国北京市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数量、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分别为 429.9万

人和 291.2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19.64%和

27%，比照 2016年分别增加了 51.1万人和 38.6万人，各自

增长了 2.39个百分点和 1.79个百分点。而北京市全市户籍

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 378.6万人，占户籍

总人口的比重为 27%，比照 2016年增加了 49.4万人，增长

了 2.9个百分点。可以明显观察到，北京市各个年龄段老年

人口数量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北京市户籍人口

抚养系数增速明显加快，其中，按 15~59岁人口抚养 60岁

及以上人口计算的老年抚养系数，从 2012年的 14.1%增至

2016年的 38.1%，直至 2020年的 46.1，每 2.2名劳动力抚

养 1名老人，家庭抚养老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1]。

3 北京市高校老年服务专业建设的情况分析

自 2010年以来，北京市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部分高校

开设老年服务专业，在 6所高职院校和 6所中职学校新增了

老年服务专业，在校学生约 500人；另外，经人社部门审批

资质的老年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 23家，还有承担免费

培训的定点培训学校 16家，年培训养老护理员超过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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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截至 2020

年底，北京市全市共有 544家养老机构，全市登记注册的养

老服务企业达到了 1000多家，老年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能

力与产业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空间。

从老年服务专业人才职业技能的需求来看，主要包括

护理康复人才、健康保健人才、营销管理人才、策划和社工

人才四大类。其中，前两类人才的职业技能主要体现在生活

护理、医疗护理、常见病诊疗、康复理疗、心理辅导、健康

管理、营养保健等方面，专业人才一般由中职卫生学校或职

业技校来培养；后两类人才的职业技能主要体现在养老服务

营销、产品营销、行政管理、质量监控、统计分析、组织策划、

社区工作等，其专业人才更适合由高校来培养 [2]。

从老年服务专业课程设置来看，主要包括老年人生理

健康、老年人心理健康、老年人休闲娱乐、老年人服务管理、

老年人社会工作等。同样的，前两类专业课程的内容主要体

现在生活照护、疾病护理、健康评估、疾病预防指导、康复

护理、紧急救护、运动指导、保健理疗、心理咨询等，比较

适合由中职卫生学校或职业技校开设；后三类专业课程的内

容主要体现活动组织与策划、养老机构经营管理、老年社区

经营管理、居家养老服务、老年社会工作、老年人权益保障、

老年产品开发及销售、老年理财等，更适合由高校来开设 [3]。

4 对高校开展老年服务专业建设的建议

4.1 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加强对口就业岗位的

专业技能培训

认真组织调研社会对老年服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特别是北京和周边地区的老年服务人才需求，调整优化人才

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使学生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结构更加贴近社会需要，提高毕业生就业竞

争力。

4.2 坚持以特色办学为理念，为学生提供与时俱进

的培养条件

在保持和发挥现有专业的人才培养优势的同时，参照

相关职业资格标准，合理设计和安排理论课程和应用实践课

程，特别是加强模拟实训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就业入职教

育和专业资格考试教育，使毕业生就业后更快更好地适应社

会、适应工作、适应岗位。

4.3 坚持以学以致用为根本，促进职业教育与岗位

需求的有效对接

充分整合校内外各种特色专业建设资源，建立长期合

作机制，搞好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融

“教、学、做”为一体，提升老年服务专业的特色办学能力、

服务学生和用人单位的能力以及社会声誉，强化学生职业技

能培养，为毕业生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4]。

4.4 建议以品德教育为始终，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和职业素质

重视培养学生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关爱

老人等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同时，注重引导学生树立学我

所用、用我所学、在岗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提高学生学

习主动性、自觉性以及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成为品德、素

质、能力等综合发展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发

展报告[R].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2017.

刘艳丽,高秀春.高职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研究[J].

人力资源管理,2018(5):2.

张烨,吴昌友,汪玉娇,等.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三核”课程体系构

建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6(1):4.

宗玲.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市场需求调研报告[J].江苏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