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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老年人心理护理 

李雪萍 

（遂宁市中心医院） 

【摘  要】心理护理即高效利用心理学知识，通过友善态度、科学方法以及适当语言开展心理疏导，以此降低护理对象的心理负担

和精神痛苦，消除其内心疑虑，进而配合治疗与护理工作。心理护理的途径是安慰、启发、劝解和诱导等，可使患者走

出情感困境。老年人的心理特点比较特殊，其可能存在孤独感或抑郁心理，容易继发成心理问题，进而导致心理疾病。

为此，需要强化对老年人的心理护理。在此理念下，本文全面阐述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心理护理必要性、心理护理措施

以及护理体会，进而提升老年人的心理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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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o a good job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the elderly 

Li Xueping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 

[Abstract] Psychological nursing refers to the efficient use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rough friendly attitude, 

scientific methods and appropriate language, so as to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and mental pain of the nursing object, 

eliminate their inner doubts, and then cooperate with the treatment and nursing work. The way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are 

comfort, inspiration, persuasion and induction, which can help patients out of emotional difficulties.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are relatively special. They may have a sense of loneliness or depression, 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n lead to psychological disea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sychological care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is concept,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expounds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he 

necessity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measures and nursing experience,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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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可在护理期间评估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动态化

观察其心理变化，评测其心理需求，而后利用科学方法满足

其护理需求，消除其心理问题，进而维持其心理健康度[1]。

老年人在年龄因素或疾病因素影响下，可能伴有暴躁或焦虑

等心理，通过心理护理干预后，其能够正视心理问题，进而

主动保持乐观心态，利于其生活质量的提升。可见，心理护

理对于老年人而言至关重要，需要不断探索其护理措施，总

结其护理体会。 

1.老年人的心理特点 

1.1 失落感 

老年人在退休后，其社会角色有所变化，会出现心理失

落感，对于周围事物的兴趣不高，出现沉默寡言、暴躁易怒

和情绪低落等表现，可能因为生活琐事或小误会而动怒，情

绪喜怒无常[2]。老年人的大脑额叶最先退化，其会影响性格

特点。加之大脑皮质退化后，老年人的自制力会有所下降，

进而导致其易怒心理。 

1.2 孤独感 

老年人可能因为儿女结婚或是丧偶等因素处在独居状

态，且受到社会地位变化、家庭因素影响，其人际交往活动

比较少。此外，老年人常因身体原因不便出行，但其闲暇时

间较多，所以会出现空虚感与寂寞感。若老年人长时间未出

行，还会出现隔绝感，这会导致其孤独情绪。 

1.3 依赖感 

老年人对于儿女和配偶的依赖性更强，若患有疾病，则

更迫切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安慰，进而使其找到心理寄

托，感受到生活乐趣。此外，老年人的生活能力有所下降，

希望家人能够给予其帮助，避免跌倒或是坠床等情况，因此

其依赖感较强。 

1.4 恐惧感 

老年人的心理承受力明显下降，面对亲朋好友或是同事

的患病、去世消息，其会出现明显的担忧心理，进而加重其

心理负担，生出恐惧感。老年人可表现出冷漠或是急躁等表

现，或因经济条件有限，在患病后拒绝治疗，使得恐惧感继

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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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抑郁心理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有所退化，会降低其自理能力，使其

否定自我价值，进而出现抑郁心理。部分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或遭受家庭变故，面对单调的老年生活容易出现悲观以及失

望等心理，进而导致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1.6 自私多疑心理 

老年人的大脑皮质功能开始下降，使其感知觉、智力与

思维能力均有所退化，同时会导致其情感和性格变化，进而

造成行为异常，以自私和多疑较为常见。老年人可能做出幼

稚行为，以自我感受为中心，通过哭闹或发脾气等方式博取

家人关心。 

1.7 固执心理 

老年人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曾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或在以往工作中获得认可与尊敬，所以在退休后会表现出较

强的自尊心，希望得到他人尊重。但老年人的自我表现机会

有限，无法继续突显自我价值，因此可能封闭自己，表现出

固执心理[3]。 

2.老年人开展心理护理的必要性 

2.1 符合现代护理理念 

老年人护理是整体概念，具有全方位与精细化特点，不

仅涵盖生理护理，还需开展心理护理。心理护理被认为是老

年人护理的重点内容，符合现代护理学的最新理念。老年人

的身体机能有所退化，使其基本生活和人际交往均受到负面

冲击，甚至导致老年人无法自理。这会使其出现易怒、失落

等心理，过度在意家人与亲友的态度，使其性格与心理特点

发生改变，亟需通过心理护理提升其心理健康程度。此外，

我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阶段，社会养老问题备受关注。在此

基础下，养老模式逐渐转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养老，呈现

出更为多元化的养老理念。且在养老过程中逐渐显现出部分

问题，如独居老年人数量增多、老年人的家庭关系紧张、老

年人缺乏情绪宣泄途径等[4]。除独居老年人的数量增多外，

其他问题的产生原因多与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相关，可见心理

护理的开展极为必要。 

2.2 关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老年人的社交活动较少，养老与家庭成为其生活焦点。

但受传统观念影响，老年人多重视子女的生活质量，认为老

年生活的重点应是帮扶子女，且子女的养老态度会干扰到老

年人的心理状态，使其心理脆弱度提升，进而导致心理问题。

而心理护理能够纠正老年人的错误观念，使其关注自身的心

理健康，理性面对养老问题，进而优化其生活质量[5]。 

3.老年人的心理护理措施 

3.1 拉近护患关系 

在接触老年人时，需要态度热情且友好，详细介绍自己

的工作职责和资历，消除老年人的陌生感。在开展护理操作

和检查前，需要解释其操作目的，打消其内心疑虑，操作时

需动作轻柔且细致，彰显自身专业性，进而获得老年人的认

可。若需要外出检查，应叮嘱家属陪同，详细讲解检查期间

的配合要点与注意事项，给予其人文关怀。老年人的思维反

应较为缓慢，其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下降，难以牢记护理

注意事项，因此需要护理人员的耐心讲解。在护理服务中，

护理人员可通过友善态度、微笑服务等方式获得老年人的信

任，在护患沟通时尽量放缓语速，确保老年人可完全理解其

护理用语[6]。引导老年人主诉内心想法，可主动与其交流，

如谈论生活趣事和老年人的个人爱好等，进而激发老年人的

表达欲望，使其提出护理需求。同时需及时询问老年人的护

理感受，耐心解答其护理问题。 

3.2 开展健康教育 

老年人的负面心理多因认知度不足导致，护理人员需详

细讲解疾病知识，如症状表现、诱因、治疗方案、护理措施

和预后等，提升老年人的知识掌握度。每日查房时需要一对

一沟通，开展针对性教育，告知老年人现阶段的护理目标和

治疗效果，普及自护技能，使其具备基本的自护能力。由于

老年人的理解能力一般，因此可通过视频播放、PPT 播放等

直观方式进行健康教育，对于重点内容可重复播放，询问其

知识薄弱点，再开展书面宣教，通过多种宣教方式提升其知

识理解度[7]。 

3.3 针对性心理疏导 

结合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开展疏导。如病情较重时，老年

人普遍伴有失落感、恐惧感与抑郁心理，此时需要详细介绍

病房制度、饮食制度，引领其熟悉住院环境，并主动介绍病

友，协调其与病友间关系，尽量扩大其交际面。同时需要全

面讲解疾病情况，告知老年人疾病的可控性和可愈性，使其

无需过度担心病情。鼓励老年人听音乐、阅读或是下棋，可

以根据其个人爱好丰富住院生活，以此减轻其失落感。对于

多疑自私的老年人而言，需要强化语言疏导，树立病友的榜

样作用，邀请治疗成功的病友讲述治疗过程和配合事项，提

升其安全感。并系统化介绍医护人员的专业资质，提升老年

人对于医护人员的依赖性，进而消除其多疑心理。对于固执

或孤独感老年人而言，发挥护理人员的同理心能够缓解其负

面心理。如主动帮助老年人解决现有困难，给予其高度理解

和尊重。鼓励亲朋好友入院探视，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支持等
[8]。 

护理人员应礼貌对待每一位老人，并在日常工作中接近

老人。尽量使用幽默生动的语言来消除老人对护理人员的陌

生感。通过生活中的小问题，比如求温暖、牵手、盖被子、

倒水喂奶等，我们可以拉近距离，不厌其烦地解释老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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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问题，直到我们满意为止。我们应该言行一致，为老

年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在采集检测样本或检查时，老年人应

首先相互沟通，征得老年人的同意，不要做任何损害老年人

利益或他们的敌意或厌恶的事情。通过我们的真诚、细心、

耐心、用心和爱心，我们可以获得老人的信任，从而了解老

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以热情的态度和积极的行为拉近与老

年人的距离，同时学会控制情绪，以健康乐观的精神面貌感

染老年人，提供微笑服务，在老年人中树立亲切可信的形象。

让老人愿意主动交谈。例如，护士在工作时到老人的房间挨

个打招呼，下班前礼貌地向老人道别；在老人遇到困难时主

动帮助，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慢慢影响老人。 

3.4 积极心理学护理 

积极心理学属于新型护理方法，需要构建多维度的心理

评估体系，全面了解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给予其正向的价值

观以及人生观引导。鼓励老年人写日记，回忆以往的美好经

历，挖掘其自我价值，使其感受到生活乐趣，进而主动调节

自我心态。可利用先进的心理陪伴系统开展积极心理学干

预，或利用个人数码助理等最新手段疏导老年人的负面心

理。 

4.老年人的心理护理体会 

心理护理的成功实施得益于以下几点：①尊重老年人：

给予老年人高度尊重可以尽量满足其心理需求，可通过言谈

举止或特定称呼提高老年人的被尊重度。②关心老年人：关

心体现在各个护理细节中，可在护理工作中做到细心、周到

和友善，结合老年人的心理特点与生活习惯调整病房布局，

给予其个体化的饮食指导，进而使其感受到人文关怀。③强

化社会联系：老年人的负面心理产生原因主要是独居，为其

建立社会联系可以丰富其日常生活，使其找到情绪宣泄口，

进而保持稳定心态[9]。 

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老人的心理活动，优美舒适的生活

环境更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护理人员除了为老人创造一

个安静、舒适、清洁的居住环境外，也应尽量为老人实现八

个“老有”（即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修、

老有所交、老有所思、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创造良好的心

理环境。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中，指导老年人时刻保持乐观

的生活态度，多方面培养生活乐趣。工作人员应该集思广益，

为老人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适宜老年人的活动，如定

期组织老年人学习心理、保健等知识，提高老年人自我调节

能力；督促老人参加故事会、书画展、下棋比赛、合唱等集

体活动，创造机会让老人们充分展示他们辉煌的过去，以此

来教育和鼓励年轻的工作人员，让老人们感到他们身上的传

统美德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延续，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感。并

且增进交流，使老年人更好地和睦相处，更好的预防因孤独

寂寞而产生悲观厌世情绪。 

综上，老年人的心理特点比较复杂，需要分析其心理差

异，开展细致、全面且系统的心理护理，使其掌握心理调节

方法，进而维持健康的身心状态，有效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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