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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but at the same time, many problems of old-age care have arisen. 
Due to the decline of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e change of lifestyle,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social role, some 
elderly people will have a lot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Poor mental status can lead to various diseases in the elderly, which not only 
causes	huge	finan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for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puts	more	pressure	on	China’s	medical	and	community	
pension systems. This project aims to build a new platform at the moment when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With the community as a third-party intermediary, it provides support and serves as a connecting plat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volunteer + paid” approach, it advocates the dynamic elderly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to help manage, watch and 
care, and accompany unattended children in dual-income families to carry out indoor and outdo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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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老龄社会化迅速发展，但同时产生诸多的养老问题。由于老年人生理功能的衰退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角色
的变化，有些老年人会产生很多心理问题。不良的心理状态会导致老年人出现各类疾病，不仅给家人造成巨大的财务和心
理困境，更会让中国的医疗和社区养老系统承担更多压力。本项目旨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下搭建的新型平台，以社区为
第三方中介，提供支持并作为连接平台，建设“志愿+有偿”方式引导下，提倡小区活力老人帮管看抚，陪伴双职工家庭
无人看护的儿童进行户内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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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2021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 2021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736 万人，占总人口

的 18.9%；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056 万人，占总

人口的 14.2%。其中，活力老人接近总人口的 5%，拥有继

续参与社会工作、与人交互的能力、意愿和需求 [1]。

根据 2021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介绍，我国老

年人大多数都在居家和社区养老，形成“9073”的格局，就

是 90% 左右的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7% 左右的老年人依托

社区支持养老，3% 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小区中的退休

活力老人群体可以再次成为社会劳动力的提供者。

1.2 研究意义
2022 年以来，我国各省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人口负

增长态势严重，究其原因，除个人意愿外，孩子生育养育成

本过高，也成为其主要因素之一，加之需要花费隐性的时间

成本，对于需要承担家庭经济收入的青年家庭，尤其是双职

工家庭，也成为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经调查，一线城市中工作的大部分年轻双职工家庭双

亲在孩子的学习，阅读等教育方面能够给予一定的时间进行

指导，但在职场内卷的大环境下，工作时间大量挤占蚕食生

活时间，他们很难有充足的空闲时间带领孩子去进行必要的

户外活动。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实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对于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起着积极重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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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将育儿事业和老年事业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为老年服务

的多样化发展方向。将幼儿养护事业结合老年生活，为老人

提供健康、快乐的晚年，也鼓励老人退休后能有其他方面的

收入。

需要强调的是，许多社区突出“共养”的概念，只是

将老人和孩子集中化照顾，老年人处于“被照顾”的境遇，

个人价值感难以实现，老年心理问题会日益严重。

“双龄共享”平台旨在服务老人、照抚老人同时减轻

老人的“被照顾”感，给予其参与社会的尊重与契机。通过

与孩子互相陪伴活动，锻炼身体机能，充实老人空闲时间，

使得老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更加饱满，增强老人的价值感，缓

解老人的心理上脱离社会的焦虑感，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同时减轻部分青年双职工家庭“育生养教”的忧虑和

负担，活力老人陪同孩子节约了年轻父母时间成本，且具有

比市场更实惠的价格，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增强青年夫

妇的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提高生育率，减轻生育难题。

社区打造“双龄共享”的资源平台，也使得社区与群众、

群众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和谐，紧密，氛围更加温馨，方便工

作开展，满足老人心理依恋需求，发挥社区和家庭养老功能。

2 研究方法

本项目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考察法进行研究。

在项目的线上宣传期，项目组成员为项目的顺利开展

做了充分的前期宣传工作，并做了详细的项目规划，为后续

项目的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行了初步线上问卷调研以了

解项目的可行性。问卷主要调研父母和老人两部分群体的意

愿，以及他们对本项目的顾虑同时，我们调研了多位老人，

了解到了很多他们的内心想法，得知大部分老人可能会因为

家人不在身边产生一种与晚辈的疏离感，也就是部分老人孤

独的原因，小部分老人对项目所提供的金额上的要求比我

们预期高，但绝大多数老人主要享受我们项目中和儿童（晚

辈）接触的机会。我们倾听了大多数的建议，对项目方案进

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以此为依据，对我们的项目方案做出修

改完善。之后进入各大养老机构和社区进行线下调研及实地

考察，并对前期项目规划中不合理的部分做出适当调整。

3 相关理论依据

3.1 老年人心理及行为分析
老年人在几部分方面在随着年龄衰退的过程中也会出

现衰退的迹象。老年人忧虑情绪以及哀伤情绪成因：以情绪

上来说，突然地、连续性地失去至亲，或者健康状况恶化，

都可能让人的情绪达到一种不断累积而且又没有办法解决

的疲劳和空虚。老年人和每一个其他年龄段的人一样，需要

处理压力和面对情绪变化的挑战。很多压力事件发生在老化

过程中，比如丧偶、退休、残疾和疾病、生命垂危或死亡等。

①孤独，无助的情绪成因：到了老年，心理上对于孤

独的体验是明显增加的。对幸存和情绪隔离的原始恐惧减退

了，因为人到了成年就已经学会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从

家庭、朋友和工作那里获得情绪上的满足。但是到了老年，

来自外界的强大力量和对自我把握的降低重新构成严重的

威胁。

②老年人抑郁症成因：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

体机能逐渐衰退，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方面的变化都可

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在心理上老年人面临着退休、丧失亲

人、孤独等问题。老年人社会角色的转变、社会支持的不足、

社会地位的下降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因此我们

需要外界的干预来阻止他们陷入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首先

聚焦的是心理方面：外部协助需要帮助老年人了解自己的情

绪，接受他们的情绪，协助他们进行心理的调适。老年人通

常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些爱好可以让他们保持积极的心

态和乐观的情绪。同时，鼓励通过参与各种活动，老年人可

以扩大社交圈子、结交新朋友，增强社交能力。在生理方面：

生活方式对老人机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不良的生活方式，

如缺乏运动、不良饮食习惯、吸烟、饮酒等都可能增加认知

障碍的风险。相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规律作息、均衡饮

食、适度运动等，有助于保持大脑健康，预防认知障碍。乒

乓球，太极等中低强度的体育活动可以缓解一些老年慢性疾

病并维持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3.2 儿童心理及行为分析
本项目也聚焦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对参与我们

项目的儿童的主要年龄阶段划分为学前期以及学龄期。学前

期（4~7 岁）：学前期的儿童主要面临的社会心理任务是获

得主动感，克服内疚感，从而体验目的的实现，当儿童的主

动感超过内疚感时，他们就有了“目的”的品质 [2]。在这个

阶段，儿童在生理上达到了第一个成熟期，他们开始检验了

各种各样的限制，去试探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被允

许的，如打人、挑战家长的底线。这时候，如果儿童的好奇

心和主动性探索活动能够得到成人的鼓励，就会有愉悦感，

主动性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想象力、创造力而得以持续发

展。相反，如果长辈对儿童的一些行为进行否定、压制、嘲

笑甚至责骂，就会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想法是不好的甚至幼稚

的，容易使儿童产生内疚感、挫败感甚至罪恶感。本阶段又

被称为游戏期，游戏在执行着自我的主要功能，在解决各种

矛盾中体现出自我治疗和自我教育的作用。因此我们项目丰

富的以及相对简单的活动内容可以帮助这一时期的儿童树

立一定的自信心，给予他们更多的积极的反馈。学龄期（7~12

岁），学龄期的儿童主要面临的社会心理任务是克服自卑感，

获得勤奋感，体验着能力的实现 [2]。儿童在这一时期智力、

能力有了快速的发展，社会活动范围随之扩大。这一阶段的

勤奋是受鼓励的，如果孩子的学习得到了同伴、老师和家长

的认可，他就认为勤奋对于他来说是有用的。由此养成勤奋

的习惯，从勤奋中寻找成功的机会。相反，如果学习得不到

同伴、家长，特别是老师的认可，有些孩子就会对勤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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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他会认为勤奋对于自己是没有用的，并放弃了对勤奋

的追求，并产生自卑感。因此，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娱

类活动的教学让他们意识到勤奋和规律的练习能够给他们

带来的成果。

4 社区双龄共享模式探索

4.1 项目方案
法国、德国、日本等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早已展开

对新型养老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至今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老

幼共融养老模式。一般老幼融合的行为分为社区、邻里和家

庭三个层次，虽然家庭层面的老幼融合是最有力的代表，但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区和邻里层面的老幼融合力量也不容

忽视 [3]。

本项目主要以社区范围为活动场地。以居委会活动中

心作为活动地点。采取结对子，即一个活力老人对应照看一

到两个具备一定自理能力的幼童或者儿童。采取时间阶梯

制，以三小时为一个时段，也为志愿服务的基本时段，可自

行选择是否延长服务时间，一天分为四个时段，从早上八点，

到晚上八点。按父母的时间来选定孩子需要被照看的时间，

分为多个时段，对于自愿照看的老人，社区对老人进行一定

表彰，家长提供基本的奖励金为一个时段 80 元，远低于市

场上的保姆和托班的价格，极大程度上减轻了家长经济上的

负担。

在弹性收入方面，在基本照看时间之外设置弹性照看

时间，在每小时 50~100 元的弹性范围内，家长可自行选择

金额支付给老人，社区和家长可以送给志愿老人水果或者蔬

菜或日用品等来犒劳在额外时间帮忙的老人。灵活性、多样

性、自愿性、自治性的特征满足了老年人对家庭、朋友和社

区邻里的依恋，高效利用和发挥了家庭和社区的养老功能。

在社区生活中，我们始终秉持着健康与快乐并重的原则，致

力于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

需求。特别是针对儿童和老年人这两个特殊群体，我们更是

策划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身心健康的活动。在体育娱乐方面，

我们深知身体锻炼对于个人成长和健康的重要性。此外，我

们尊重每个家庭和个人的意愿，允许他们在照看时间内自由

选择是否参与体育活动。但为了确保居民能够保持一定的运

动频率，我们规定每周至少有两次照看活动需要安排体育活

动。在文娱活动方面，我们同样不遗余力地为居民提供展示

才华的平台。我们定期举办才艺展示会，让老人和儿童都

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艺。同时，我们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相

互学习，共同促进社区文娱类活动的发展。通过这些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为老年人和儿童提供一个健康、快乐、和谐的

社区环境。让老年人在这里不仅能够得到身体上的锻炼和补

足，还能在精神上得到滋养和发展。

4.2 项目特点及优势
服务老人、照抚老人同时减轻老人的“被照顾”感，

给予其参与社会的尊重与契机。通过与孩子互相陪伴活动，

锻炼身体机能，充实老人空闲时间，使得老人的精神世界可

以更加饱满，缓解老人内心可能会存在的孤独感，也增强老

人的价值感，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同时减轻部分青年双职工家庭“育生养教”的忧虑和

负担，活力老人陪同孩子节约了年轻父母时间成本，且具有

比市场更实惠的价格，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增强青年夫

妇的生育意愿。

社区打造“双龄共享”的资源平台，也使得社区与群众、

群众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和谐，紧密，氛围更加温馨，方便工

作开展，满足老人心理依恋需求，发挥社区和家庭养老功能。

5 结语

老年人自我价值实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随着年

龄的增长，他们可能面临着身体机能的下降和社会角色的转

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价值也随之减少。老年人可以通

过本项目，参与社会活动和志愿服务来实现自我价值，可以

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为社区提供支持服务。

双龄共享平台的诞生不仅能让老年人感到有成就感，

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还能为社区做出贡献，减轻青年双职

工家庭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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