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新入住养老院老人的适应个案

一、个案背景

李阿姨，75 岁，丧偶，是社工本着让新入驻老人尽快适应集体生活的目的而主动挖掘

的服务对象。社工在和收费员交流老人信息时，得知老人在填写个人信息时有擦眼泪的动作，

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细节，如果老人存在对入住养老机构不满等负面情绪，会对其

以后在养老机构内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李阿姨有三个女儿，都已成家，家庭经济条件也都不错，经常轮流去看望老人，也会接

母亲到自己家小住，但李阿姨更喜欢在自己家生活。她以前有很多可以交流的朋友，还会和

朋友们一块购物、唱歌。在入住养老院前做了一个肝部位的微创手术，之前身体状况良好。

二、个案分析

（一）需求分析

1、微创手术后的康复需求

服务对象的身体在入住养老院之前一直良好，突然检查出肝部位出现问题，会从心理和

生理方面出现接受和适应的一个过程，手术后来到养老院除了加强一些日常的术后护理之

外，还要督促服务对象提高对饮食、卫生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加强对心理活动反映的观察。

2、情感需求

服务对象来入住养老院据了解是个人意愿，表示随年龄增加，为给儿女减少压力和负担，

提出入住养老院，儿女们商量后都同意。而服务对象在填写个人信息时擦眼泪的举动则让社

工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细节，需尽快接近服务对象，正确引导和消除负面情绪，让

她没有心结的从原来的生活状态顺利进入新的生活状态，真正接受养老机构的服务。

3、尽快熟悉环境需求﹙服务对象在机构内的支持系统﹚

服务对象对机构熟悉程度的快慢直接影响到晚年生活的生活质量，由于老年人的自身生

理条件所限，很难在新的机构生活中尽快适应，所以要帮助服务对象尽快熟悉环境，完善其

周围的社会支持系统，使其顺利融入新的环境。

（二）优势分析

1.生理优势：服务对象在入住的老年人中属于比较年轻的，除了近期的微创手术，身体

一直比较健康。

2.心理优势：服务对象是个人意愿入住养老院，是为给儿女减少压力和负担，为自己生

活的更好，说明服务对象对周围环境有清晰的认知。

3.能力优势：服务对象以前是在自己家独住，经常会和老朋友们一起购物、唱歌，有一

定的组织能力。

4.资源优势：服务对象有三位女儿，女儿们都非常孝顺，家庭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三）服务目标

让服务对象对在机构内生活产生信任感；为服务对象的术后恢复提供支持；使服务对象

尽快适应机构生活，建立周围支持网络系统。



三、服务过程

第一阶段，让服务对象对在机构内生活产生信任感。

在李阿姨正式入住养老院前，社工先和其女儿进行电话交流，了解老人身体情况，微创

手术情况，术后注意事项等，了解术后的身体恢复和入住时间，嘱咐女儿要和老人多交流，

要顺带进行一些“现在社会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是一种趋势”之类的谈话，对方表示赞同和理

解。

在李阿姨正式入住养老院后，社工在和其女儿交流得知，老人微创手术一切正常，但也

有术口缝线、拆线的问题，院方综合考虑为老人提供送餐服务，但老人觉得身体没有问题，

执意要去餐厅用餐，社工遵循接纳、尊重原则，同意服务对象中午在其女儿的陪同下到餐厅

用餐。

社工通过观察看到老人面色还是有术后的憔悴，身体需要调养，并在午睡时看到服务对

象耳朵带有耳机，初步判断服务对象性格比较要强，担心别人说自己不行，还是有刚进入集

体生活的局促感。

通过和护理长商议，决定还是对服务对象提供送餐服务。下午，服务对象主动找到社工，

提出自己可以去餐厅吃饭，不用送饭到房间，社工首先赞同了服务对象的想法是积极的，有

问题主动联系社工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也表示她刚做完手术后不久，从她身体和饮食方面考

虑，还是先送餐比较好，但服务对象还是坚持晚饭要去餐厅吃，社工便尊重了她的意见。

社工而后和院方进行沟通，院方考虑到术后身体恢复、饮食禁忌等一些方面的问题，认

为老人现在的身体情况还是进行送餐服务合适。于是社工便又和服务对象的女儿进行电话沟

通，为老人身体和饮食考虑，建议让老人先尝试几天的免费送餐服务再做决定，家属表示赞

同。后由家属和服务对象沟通后，服务对象相信院方确实是为了她的健康考虑，这才同意了

进行送餐服务。

社工后来有对服务对象进行几次跟进调查和服务，服务对象都积极配合并表示很满意，

让服务对象对机构产生信任感目标基本达成。

第二阶段，为服务对象的术后恢复提供支持。

通过前期和服务对象的子女及入院时体检大夫的交流， 了解了身体恢复情况和注意事

项。社工在服务对象入住当天，到房间进行了探望和交流。

交流中，社工首先称赞她气色恢复的不错，而后社工委婉提醒她还是多注意一些的好，

例如这一周内先不要下去食堂打饭，不要洗澡、要遵照医嘱进行活动等，她均表示支持并同

意。

同时和楼层护理员进行交流，说明服务对象情况，护理员表示对老人情况已基本了解，

对新入住老人会细心服务，发现情况会及时反馈。

过了两天，社工再次到房间探望服务对象，了解了一些入住适应情况。

第三阶段，让服务对象适应机构生活，建立周围支持网络系统。

社工在通过交流得知，服务对象以前是在自己家独住，经常会有很多朋友一起购物、唱

歌。在服务对象打听院内一些活动开展情况，社工趁机把院内开展的合唱小组、舞蹈小组等

活动内容和时间进行一些简单介绍，并表示希望服务对象身体恢复好些后能积极参与活动，

服务对象很开心，表示期待身体快点好起来，以参加活动。

服务对象曾向社工提出，同屋的室友有些年龄偏大，不好交流，想换个房间，社工在答

复问题时，赞赏服务对象的适应能力会很强，同时又提醒她的室友 92 岁了，不是正好会显

得自己年轻有活力等特点的思路，服务对象心情愉快的同意，表示可以再努力适应。



服务对象入住一周后，社工通过电话联系了服务对象的女儿，并告知了服务对象近期在

院内的生活情况，并希望和其他子女进行沟通能够抽空带上外孙、外孙女一起来看望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的女儿表示赞同，承诺一定协调好姐妹经常来看望服务对象。

同时，社工邀请服务对象了解并参观院内开展的一些活动，提醒服务对象参加活动要时

刻注意身体情况，别太累，有问题及时联系工作人员。服务对象表示同意，说平时遇到问题

都会和护理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联系，并表示社工会很忙，不用老来看她。可以看出服务对象

的心情很舒畅，对院内的生活感到满意。

此外，在与服务对象聊天时，社工也提醒服务对象可电话联系以前老友，告知现在在养

老院的情况，彼此交流心得。

四、个案成效

（一）目标达成分析

在这个案例中，社工在服务计划中的目标都有了较为满意的完成。服务对象从一开始的

轻微抵触情绪到入住后没有表现出失落的情绪，再到后来的积极面对机构生活，都有了顺利

过渡。

服务对象的身体也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术后恢复。

服务对象身边支持网络得到完善，三个女儿会经常携家人来进行探望，她本人也积极参

加院内的各小组活动。

入住机构以前的几位老友来院内探望了服务对象，表示了对机构的赞赏和对服务对象的

精神状态的羡慕，让服务对象有满足感。

（二）服务对象成长分析

在社工的介入下，服务对象进入院内的适应状态相比其他老人优势明显，各个环节的到

良好的衔接，社工的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得到发挥。

服务对象在身体恢复以后参加了院内的舞蹈小组和歌唱小组，并且已融入其中。每天在

饭后都会和几个新认识的好友在院内散步，聊天。

服务对象参与多种小组活动，并在纳凉晚会中和老伙伴们为大家表演了节目，之后更增

强了参与院内活动的积极性。

大女儿的工作单位在附近不远，每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班前都会路过来看望一下

服务对象；二女儿和小女儿每周都会商量好错开时间最少来看望一次；在合适的时间都尽量

带上自己的孩子，让服务对象享受天伦之乐。

可以说服务对象感受到比以前在家时还要多的快乐。

五、反思

这个案例虽然在多数人看来效果不是很明显，可能没有社工的介入服务对象也会很好适

应，但社工认为，在服务对象在入住养老院前后，社工的介入使许多环节在过程中、环节中

得到有效链接和缓冲，减少和降低了一些事件的发生几率，使服务对象可以更好更快的适应

院内集体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

社工在这个案例中与服务对象交往时，充分做到尊重、理解服务对象，认真研究服务对

象及家属将要面临的各种问题，感受服务对象目前的情况、感受和情绪，把问题解决到萌芽

状态，尽最大能力帮助服务对象，以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目标。

同时，社工定位自己只是一个“参与者、观察者、资源链接者”的角色，与服务对象面



谈时做到表里一致，在服务过程中自然地表露真实的自我，没有让服务对象感觉到是在敷衍

她，悄无声息地在介入过程中将服务对象在机构、家庭、机构等各层面的资源统一到一起，

服务对象周围环境顺利改变对其自身转变起到了积极影响，所以让服务对象自身的潜能得到

挖掘和发挥，也验证了“人在情境中”这一理论的作用。

（来源：青岛市养老服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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