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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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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针对 性 干 预 提 供 参 考。方 法 采 用 老 化 态 度 量 表、怀 旧 感 量 表 及 自 我 效

能量表对湖南省石门县农村３１３名 老 年 人 进 行 调 查。结 果 农 村 老 年 人 老 化 态 度、怀 旧 感 与 自 我 效 能 总 得 分 分 别 为６６．９５±
１１．８５、４４．６３±５．５９、１９．３７±６．６５，老化态度与怀旧感及自我效能呈正相关（均Ｐ＜０．０１）；年龄、自认健康状况、务农程度、怀旧感

及自我效能是老化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整Ｒ２＝０．６５３；Ｐ＜０．０５，Ｐ＜０．０１）。结论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怀旧感及自我效能处

于偏低水平；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关注，提高其积极怀旧感及自我效能，促进老化态度积极正向化，尤其应重点关注高龄、身体

状况欠佳、务农较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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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化态度是指老年人对自己变老的体验和评价，
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老化的积极方面是指有关

老年期的正向感受和 体 验，如 健 康 良 好、坚 持 运 动 锻

炼和由年龄增长带来的智慧或成长等；老化的消极方

面是指对由年龄增长而带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

面丧失的负面感受和体验［１］。国内外研究表明，老化

态度与老年人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关系［２－３］。受教育程

度不同的老年人其老化态度也不同，社会支持越好的

老年人老化态度也越积极［４－５］。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我国

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达到２．２２亿，占我国总人口

的１６．１％，其 中 农 村 老 年 人 口 占４８％［６］。农 村 老 年

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支持欠

缺。有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比城市老年

人的老化态度更消极［５］。因此，加强对农村老年人老

化态度的关注显得尤 为 重 要。本 研 究 采 用 问 卷 法 调

查农村老年人老化态 度 的 现 状，并 分 析 其 影 响 因 素，
为促进农村老年人老 化 态 度 积 极 化、正 向 化，进 一 步

促进其身心健康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２０１７年７～８月采取便利取样法在湖

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选 取３１３名 农 村 老 年 人 作 为 调 查

对象。纳入标准：年龄６０岁及以上；知情同意，自愿

参与本次调查；无 认 知 行 为 障 碍。排 除 标 准：有 严 重

躯体疾病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问卷　自 行 设 计 一 般 资 料 问 卷，
内容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数、最近半年健康状

况（未因病服用药物为很好；未 因 病 去 过 县 级 及 以 上

医院住院为良好；因病 去 过 县 级 及 以 上 医 院１次，住

院时长不 超 过２周 为 一 般；因 病 去 过 县 级 及 以 上 医

院＞１次或单次住院总时长＞２周为不好。排除因经

济条件而无法医治的情况）、是 否 经 常 参 加 集 体 活 动

（包括跳广场舞、打麻将、串门聊天等；偶尔参加：每周

１～２次；经常参加：每周３～５次）、在家务农情况（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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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０～１次为很少；每周３～４次为较多；每周５次及

以上为经常）、经济收入等。

１．２．１．２　老化态度量表　该量表由Ｌａｉｄｌａｗ等［１］编

制，黄一帆等［７］翻译。该量表包括３个维度，即 心 理

社会丧失、身体变化和心理获得，共２４个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评分法，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分

别计１～５分，其 中 部 分 条 目 采 用 逆 向 计 分；总 分 为

１２０分，得分 越 高，说 明 其 老 化 态 度 越 积 极。本 研 究

中该量表的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７９。
１．２．１．３　怀旧 感 量 表　该 量 表 由 余 利 珍［８］设 计，包

括２个维度１６个条目，积极怀旧感９条，消极怀旧感

７条；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 评 分 法，从“完 全 感 觉 不 到”到

“感觉非常强烈”依次计１～５分，其中 消 极 怀 旧 感 的

项目采用逆向计 分；量 表 总 分 为９０分，得 分 越 高，说

明积极怀 旧 感 越 强 烈。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 总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７０２。
１．２．１．４　自我效能量表　由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等［９］编制，胡

象岭等［１０］研究证实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此量

表为单维度量表，共１０个条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４级评分

法，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依次计１～４分；量

表总分为４０分，得 分 越 高，说 明 自 我 效 能 水 平 越 好。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４９。
１．２．２　调查方法　研究者采 用 统 一 指 导 语，讲 解 问

卷的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由研究对象独立填写。对

阅读有困难或不能自行填写者，由研究者逐条仔细询

问研究对象并重复确 认 其 答 案 后 代 其 填 写。所 有 问

卷当场回收，核查并纠正漏读或填写不清楚项目并及

时向研究对象确认。本次共发放问卷３４０份，回收有

效问卷３１３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２．０６％。
１．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及分析。行ｔ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性分析 及 多 元 线 性 逐 步 回 归 分 析，检 验 水 准α＝
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自 我 效 能 和 怀 旧 感 得 分

　见表１。
表１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自我效能与

怀旧感得分（ｎ＝３１３）

项目 条目数
得分

（珚ｘ±ｓ）
条目均分

（珚ｘ±ｓ）
得分率

（％）
老化态度 ２４　 ６６．９５±１１．８５　２．７９±０．４９　 ５５．７９

　心理社会丧失 ８　 ２０．９６±４．８１　２．６２±０．６０　 ５２．４０

　身体变化 ８　 ２２．９７±５．４１　２．８７±０．６８　 ５７．４３

　心理获得 ８　 ２３．０１±３．３４　２．８８±０．４２　 ５７．５３
自我效能 １０　 １９．３７±６．６５　１．９４±０．６７　 ４８．４２
怀旧感 １６　 ４４．６３±５．５９　２．７９±０．３５　 ５５．７９

　积极怀旧感 ９　 ２５．６０±４．４２　２．８４±０．４９　 ５６．８８

　消极怀旧感 ７　 １９．０４±３．３４　２．７２±０．４８　 ５４．４０

２．２　农村老年人怀旧感与自我效能及老化态度的相

关性　见表２。

表２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与自我效能及

怀旧感的相关性（ｎ＝３１３） ｒ
项　目 自我效能 怀旧感 积极怀旧感 消极怀旧感

老化态度 ０．７５６　 ０．５９７　 ０．３３４　 ０．５５６
心理社会丧失 ０．６３１　 ０．５２０　 ０．２９２　 ０．４８４
身体变化 ０．７３５　 ０．５４３　 ０．２６４　 ０．５５８
心理获得 ０．５８５　 ０．４９１　 ０．３３８　 ０．３７４

　　注：均Ｐ＜０．０１。

２．３　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得分比较　见表３。
表３　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老化态度得分

（珚ｘ±ｓ）
Ｆ　 Ｐ

年龄（岁） ５．９９３　 ０．００３
　６０～ １７４　 ６８．５８±１１．６２
　７０～ １１０　 ６５．９６±１２．１５
　８０～８９　 ２９　 ６０．９０±１１．８５
受教育程度 ９．３８０　 ０．０００
　文盲 １４０　 ６３．８３±１０．４２
　小学 １３７　 ６９．２４±１２．２１
　初中及以上 ３６　 ７０．３６±１３．０７
子女数（个） ７．２８２　 ０．００１
　０　 ３　 ８５．００±１０．８２
　１　 ４１　 ６２．２７±１０．８４
　２　 １２１　 ７０．１３±１１．６３
　３　 ８７　 ６６．１４±１１．４８
　≥４　 ６１　 ６３．６６±１１．２４
目前健康状况 ３８．３８１　 ０．０００
　不好 ４５　 ６１．０７±１０．７８
　一般 ７１　 ６０．９７±９．８６
　良好 １２１　 ６６．３０±１０．６１
　很好 ７６　 ７７．０５±９．３３
集体活动 ６．２９６　 ０．００６
　从不参加 ４５　 ６２．８７±１０．５６
　偶尔参加 １９５　 ６６．５５±１１．１５
　经常参加 ７３　 ７０．５２±１３．５０
目前务农 ３．８１９　 ０．０３９
　没有 ５３　 ６６．８１±１３．７４
　很少 ９２　 ６６．４７±１１．７３
　较多 ６９　 ７０．３６±１２．７２
　经常 ９９　 ６５．０９±９．７６
个人月收入（元） ９．７８４　 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７９　 ６６．２０±１１．２７
　５００～ ２４　 ７６．８８±１２．９９
　≥８００　 １０　 ６４．１１±１５．１９

２．４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将老化态度总分作为应变量，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

学意义的变量、怀旧感总分和自我效能总分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年龄（６０～岁＝
１，７０～岁＝２，８０～８９岁＝３）、目前健康状况（不好＝
１，一般＝２，良好＝３，很好＝４）、务农情况（没有＝１，
很少＝２，比较多＝３，经 常＝４）、怀 旧 感、自 我 效 能５
项进入回归方程，Ｆ＝１１８．４０１，Ｐ＝０．０００；调整Ｒ２＝
０．６５３，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多元

线性逐步回归分析（ｎ＝３１３）

变量 β ＳＥ β′ ｔ　 Ｐ

常数 ２４．６９４　 ３．７３４ － ６．６１３　 ０．０００
年龄 －１．６４６　 ０．６５２ －０．０９２ －２．５２５　 ０．０１２
目前健康状况 １．７０４　 ０．４６８　 ０．１４２　 ３．６４１　 ０．０００
目前务农 －１．３３８　 ０．３９８ －０．１２３ －３．３６４　 ０．００１
怀旧感 ０．５５６　 ０．０８３　 ０．２６２　 ６．６７２　 ０．０００
自我效能 ０．９７６　 ０．０７４　 ０．５４８　１３．１８１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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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处于偏低水平　由表１可

见，３１３名 农 村 老 年 人 老 化 态 度 总 分 为（６６．９５±
１１．８５）分，得 分 指 标 为５５．７９％，处 于 偏 低 水 平。此

结果 低 于 周 丽 清 等［１１］的 研 究 结 果，可 能 与 其 调 查 的

对 象 是 浙 江 省 的 ２０８ 名 居 民 （其 中 农 村 居 民 占

６２．５％，其余为 城 市 居 民）有 关。而 本 研 究 调 查 的 是

湖南省内３１３名农村居民。近年来，计划生育导致的

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 动，使 农 村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质 量

受到严重影响。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会影

响其身心 健 康，生 活 质 量 直 接 影 响 老 年 人 的 老 化 态

度［１２］。因此，应重视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的现状，努

力提高其生活质量，引导其老化态度积极化、正向化。
老化态度的３个维度得分都处于偏低水平，尤其是心

理社会丧失维度，得分率为５２．４１％，这与唐丹等［３］的

调查结果相符。表 明 老 年 人 由 于 受 年 龄、社 会 支 持、
经济水平等影响，对自 身 心 理、生 理 和 社 会 存 在 产 生

丧失感，表现为老化态 度 消 极 化，心 理 身 体 健 康 受 到

影响。因此，应增 加 对 农 村 老 年 人 的 关 注 度，给 予 其

良好的社会支持，尤其 是 家 庭 支 持，在 经 济 上 给 予 帮

扶。身 体 变 化 和 心 理 获 得 得 分 率 分 别 为５７．４３％、
５７．５３％，虽然比心理社会丧失要高，但整体处于偏低

水平。积极参与文体活 动 能 促 使 老 年 人 的 老 化 态 度

积 极 化，在 获 得 身 体 健 康 的 同 时 收 获 生 活 的 快

乐［１３－１４］。因此，应 鼓 励 老 年 人 适 当 参 与 到 文 体 活 动

中，用积极的心态面对自己老化的过程。
３．２　农 村 老 年 人 怀 旧 感 处 于 偏 低 水 平　由 表１可

见，３１３名农村老年人怀旧感得分为４４．６３±５．５９，得

分率为５５．７９％，处于偏低水平。此结果低于龚艳琳

等［１５］的 研 究 结 果，可 能 与 其 调 查 的 是 长 沙 市 社 区 老

年居民有关。农村老年 人 对 基 础 物 质 或 经 济 保 障 的

需求强于个体长久的健康发展［１６］。农村老年人由于

生活所迫，仍然在辛勤 劳 作，少 有 时 间 和 精 力 去 怀 念

过往的人和物。因此，给予农村老年人足够的社会保

障，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应在精神及

经济上给予足够的支 持，引 导 其 积 极 怀 旧，释 放 怀 旧

的积极情绪。
３．３　农村老年人自我效能偏低　表１结果显示，３１３
名农村老年人自我效能得分为１９．３７±６．６５，得分率

４８．４２％，处于偏低水平。此结果低于于晓琳等［１７］研

究结果，可能与研究对 象 不 同 有 关，其 调 查 的 对 象 为

甘肃、广西、河南、湖南、山东和四川５省的２４０名老

年居民，未 明 确 居 住 地 是 农 村 还 是 城 镇。有 研 究 显

示，居家不出和自我健康管理低下是影响老年人自我

效能的 重 要 因 素［１８］。农 村 老 年 人 受 文 化 水 平 的 限

制，其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缺乏。应鼓励农村老年人适

当参加集体活动，丰富 其 晚 年 生 活，适 当 对 其 进 行 健

康教育，进一步完善农 村 基 层 卫 生 保 健 制 度，对 提 高

农村老年人自我效能显得尤为重要。

３．４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因素

年龄、自认健康状况、在家务农情况、怀 旧 感、自

我效能是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因素，共同解释

变异量的６５．３％，分析如下。
３．４．１　年龄　本研究结果显 示，年 龄 越 大 的 农 村 老

年人的老化态度越消极，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５］。老

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各项机能逐渐走向老化和

衰弱［１９］。尤其是 高 龄 老 年 人 身 体 状 态 较 差，对 日 常

生活及自身的活动力易产生无力感和焦虑感，表现为

老化态度消极 化。因 此，应 重 视 农 村 老 年 人，尤 其 是

农村高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国家有关部门应贯

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

和社会环境”的要求，加快实施 并 完 善 社 区 医 疗 卫 生

服务体系，保障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３．４．２　自认健康状况　自认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村老

年人老年化态度越积 极。老 年 人 的 生 活 质 量 在 一 定

程度上决定其对自己变老的态度［２０］。因为贫困劳作

过度，使身体患病增多，或 者 因 为 患 病 花 费 大 使 得 家

庭经济负担过重，这都 增 加 了 农 村 老 年 人 的 心 理、身

体负担。应完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为农村老年人提

供足够的医疗卫生保 障，使 其 拥 有 积 极 的 老 化 态 度，
积极乐观地度过每一天。
３．４．３　在家务农情况　在家务农越多的农村老年人

的老化态度越消极。农 村 老 年 人 的 务 农 情 况 在 一 定

程度上反映其家庭经济情况［１６］。大多数老年人身体

各项机能都处于下滑 趋 势，超 负 荷 的 劳 作，加 重 其 身

体负担，身体易疲劳，使其内心产生无力感，面对繁多

的劳务感到力不从心。有研究表明，经济因素是农村

老年人产生自杀意念的重要危险因素［２１］。护理人员

应重点关注这类人群，做 好 心 理 疏 导 工 作，为 经 济 困

难者申请援助，以降低其自杀意念的产生。国家有关

部门应提高农村老年 人，特 别 是 高 龄 老 年 人、空 巢 老

年人的社会保障，促使其老化态度积极化、正向化，进

一步促进其身心健康。
３．４．４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越强的农村老年人的老

化态度越积极。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越强的老年人

其生活质 量 越 高，主 观 幸 福 感 也 越 强 烈［２２］。生 活 质

量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的老年人在生活中往往能更

好地应对生活问题，处 理 突 如 其 来 的 事 件，对 生 活 也

更积极乐观，老化态度也可能越积极。加强对农村老

年人的心理护理，加强 其 自 我 认 知 能 力，引 导 其 拥 有

较强的自我效能显得尤为重要。
３．４．５　怀旧感　怀旧感越强的农村老年人的老化态

度越积极。怀旧的关键功能在于提供存在的意义，怀

旧情绪通过增加社交联系来促进自我连续性，也就是

一种归属 感 和 接 受 感［２３］。有 研 究 表 明，经 济 状 况 是

怀旧的 重 要 影 响 因 素，经 济 状 况 越 差，怀 旧 功 能 越

弱［２４］。老年人的 积 极 怀 旧 感 越 强 烈，孤 独 感 体 验 越

弱，对生活的态度也越积极［１５］。相对于城市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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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无暇怀旧，他们很难通过怀旧找到自我存

在的价值和意 义。因 此，应 完 善 农 村 养 老 保 障 制 度，
在减轻农村老年人经济负担的同时，还应更加关注农

村老年人怀旧的特点，了 解 他 们 的 特 殊 心 理 需 求，设

置合理的干预内容。乡 镇 基 层 医 务 工 作 者 应 科 学 开

展走基层，关爱农村老 年 人 身 心 健 康 的 活 动，如 组 织

农村老年人观看过往生活图集以增加其怀旧的情绪，
通过发掘适合农村老人的干预模式，引导农村老年人

拥有积极的怀旧感，以促使其老化态度积极化。

４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怀旧感、
自我效能处于偏低水 平。影 响 农 村 老 年 人 老 化 态 度

的主要因素有年龄、自认健康状况、在家务农情况、自

我效能和怀旧感。农村老年人自我效能、怀旧感与老

化态度呈正相关。社会、家庭和个人应采取相应的措

施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怀旧感和自我效能，促使其老化

态度的积极化、正 向 化。对 于 年 龄 较 大、身 体 状 况 不

佳、务农较重的农村老 年 人，国 家 有 关 部 门 应 进 一 步

完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社会养老保障

制度，提高其晚年的生活质量。由于样本量及地域限

制，本研究只选取了湖南省１个县内的３１３名农村老

年人，代表性不足，拟在 以 后 的 研 究 中 扩 大 地 域 和 样

本量，纳入更多项目进 行 分 析，以 获 得 更 有 说 服 力 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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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２０１５．

［９］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　Ｒ，Ａｒｉｓｔｉ　Ｂ，Ｉｗａｗａｋｉ　Ｓ，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ｓｅｌｆ－ｂｅｌｉｅｆ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９７，４６
（１）：６９－８０．

［１０］胡象岭，田春凤，孙方尽．中文版 一 般 自 我 效 能 量 表 的 信

度和效度检验［Ｊ］．心理学探新，２０１４，３１（１）：５３－５６．
［１１］周丽清，陈烨，冀嘉嘉，等．老 年 人 老 化 态 度、孝 顺 期 待 和

传承感之间的 关 系［Ｊ］．杭 州 师 范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１４，１３（３）：２４０－２４４．
［１２］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Ｃ　Ｌ．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ｏｌｄ　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ｇｅｉｎｇ，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Ｊ］．Ｒｅｖ
Ｅｓｐ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２０１４，４９（３）：１０８－１１４．

［１３］Ｗｏｌｆｆ　Ｊ　Ｋ，Ｗａｒｎｅｒ　Ｌ　Ｍ，Ｚｉｅｇｅｌｍａｎｎ　Ｊ　Ｐ，ｅｔ　ａｌ．Ｗｈａｔ　ｄｏ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ｄｄ　ｔｏ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
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ｒａｎｄｏ－
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Ｐｓｙｃｈ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４，２９（８）：

９１５－９３２．
［１４］张立敏，査圣祥．体育锻炼对老 年 人 执 行 功 能 的 影 响：多

重中介 模 型 的 检 验［Ｊ］．体 育 与 科 学，２０１７，３８（４）：９４－
１０２．

［１５］龚艳琳，毛雯凌，谢玉霞，等．３７７名长沙某社区老年人怀

旧感孤独感与社会支持相关性研究［Ｊ］．护理学报，２０１７，

２４（１１）：５６－５８．
［１６］吴敏．农村老年人劳动参 与 意 愿 的 经 济 因 素 分 析［Ｊ］．人

口与发展，２０１６，２２（２）：５６－６３．
［１７］于晓琳，陈有 国，曲 孝 原，等．影 响 老 年 人 主 观 幸 福 感 的

相关因素［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６）：４２７－４３４．
［１８］段秀华．运用自我效能提 高 老 年 人 生 活 质 量［Ｊ］．中 国 老

年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７）：１７６５－１７６６．
［１９］王田田，赵艳 伟，郭 欣 颖，等．住 院 老 年 患 者 吞 咽 障 碍 与

衰弱的相关性研究［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３）：４７－４９，

６２．
［２０］ＪａｎｅｃｋｏｖáＨ，ＤｒａｇｏｍｉｒｅｃｋáＥ，ＨｏｌｍｅｒｏｖáＩ，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ｔｏ　ａｇｅｉｎｇ［Ｊ］．Ｃｅｎｔ　Ｅｕｒ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３，

２１（２）：６３－７１．
［２１］李春艳．农村老年人自杀 意 念 及 影 响 因 素 研 究［Ｊ］．护 理

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１９）：１１－１３．
［２２］陈宏吉．延 边 地 区 空 巢 老 年 人 主 观 幸 福 感 与 自 我 效 能、

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Ｄ］．延吉：延边大学，２０１５．
［２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Ａｒｎｄｔ　Ｊ，Ｗｉｌｄｓｃｈｕｔ　Ｔ，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Ｊ］．Ｊ　Ｐｅｒｓ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２０１１，１０１（３）：６３８－６５２．

［２４］谢丽琴，邓云龙，周俊．不同空巢 方 式 的 农 村 老 年 人 怀 旧

功能与心理 弹 性 的 关 系［Ｊ］．中 国 老 年 学 杂 志，２０１４，３４
（１９）：５５３５－５５３６．

（本文编辑　王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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