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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归口单位：安徽省民政厅。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文倬、谢琼、曹晓红、刘璐、谢珍、宋尧、陈长珍。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心理疏导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心理疏导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心理疏导内容、疏导程序等。

本标准适用于养老机构内护理人员的心理疏导服务。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心理疏导

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通过言语的沟通技巧进行“梳理、泄压、引导”，改

变个体的自我认知，从而提高其行为能力和改善自我发展的心理疏泄和引导方法。

3 基本要求

3.1 人员

3.1.1 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具备社会工做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获得社会工作初级以上资质证书；

b) 熟练掌握护理人员基本心理情况，了解心理学、医学的基本知识；

c) 具备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引导和调整护理人员心理状态的能力；

d) 人员配比宜不少于 1：80。

3.1.2 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备心理学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获得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以上资质证书；

b) 熟练掌握护理人员基本心理情况，了解心理学、心理医学的基本知识；

c) 具备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引导和调整护理人员心理状态的能力；

d) 人员配比宜不少于 1：60。

3.2 场地要求

3.2.1 个案咨询室

应设置个案咨询室，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布置温馨、舒适、安全；

b) 面积不少于 15 ㎡；

c) 配有咨询椅或沙发等辅助咨询设备。

3.2.2 小组活动室



应配备可容纳10人或以上的活动室，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配有可移动桌椅、座垫；

b) 配有多媒体设备等基本设施设备。

3.2.3 多功能活动室

应配备多功能活动室，并配备开展活动所需的舞台、灯光、音响、录像录音等硬件设施及场所，并

设有专门的紧急疏散通道。

3.2.4 热线电话

应在机构内设立心理疏导热线，组织有较强心理疏导能力的人员接线。

4 疏导内容

4.1 心理健康教育

为护理人员提供以下心理教育方面的服务：

a) 定期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建立护理人员心理健康档案。

b) 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心理行为训练，通过集体培训使护理人员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培养

护理人员乐观积极的心态、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

c) 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每周不少于一次。

4.2 心理支持

评估护理人员的照护压力和身心健康状况，为护理人员提供以下心理支持方面的服务：

a) 在护理人员生日、传统节日、重要纪念日等开展适合护理人员的活动，做好心理慰藉；

b) 帮助护理人员获得基本的社会环境适应性；

c) 帮助护理人员提高困境解决能力和问题预防能力；

d) 帮助护理人员在机构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e) 鼓励和提升护理人员自我照顾的意识和能力；

f) 为有需要的护理人员提供个案辅导、支持性小组、团队建设等活动；

g) 帮助护理人员减轻照护压力、学会情绪管理，尽量避免职业倦怠感；

h) 根据护理人员情况，心理支持服务每天不少于一次。

4.3 照护支援

评估护理人员的照护压力，为护理人员提供包括并不限于以下支援：

a) 为护理人员提供老年人照护资讯和照护技巧训练；

b) 为新入职人员提供督导、见习和支持小组；

c) 协助护理人员明晰职业生涯规划，完善不同照护团队之间的沟通协作机制；

d) 搭建各类型的护理人员兴趣小组和互助支持网络；

e) 协调改善护理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改善护理人员福利待遇，帮助员工解决家庭和工作中的

实际困难；

f) 为护理人员提供喘息服务；

g) 照护支援每月不少于一次。

4.4 哀伤辅导



评估护理人员特别是直接照护者在老人离世后的哀伤表现形式、阶段，为护理人员提供包括并不限

于以下支援：

a) 协助有需要的护理人员接受和表达哀伤情绪；

b) 通过举办追思会等多种形式，鼓励护理人员与老年人做最后的告别，重新适应新的环境，投入

新的照护服务中，并从中获得生命成长。

5 疏导流程

5.1 初步评估

心理疏导人员在初步评估（具体评估方法见附录 A）中应完成下列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通过查阅护理人员的个人信息，采用观察、会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护理人员的相关资料；

b) 评估护理人员的照护压力和身心健康状况；

c) 界定和识别护理人员的问题；

d) 与护理人员共同决定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

e) 与护理人员及家属共同分析可用的支持网络和资源；

f) 评估护理人员的问题和需求是否在养老机构心理疏导和本机构能力范围内，必要时予以转介。

5.2 服务介入

心理疏导服务人员在服务介入中应完成下列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注意发掘和运用护理人员所在社会系统的资源；

b) 运用专业的心理疏导方法（具体方法见附录 B）对护理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c) 运用各种能够影响护理人员改变的力量帮助护理人员实现积极的改变；

d) 采用发展视角，鼓励和协助护理人员发挥潜能；

e) 促进护理人员所处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环境改善。

5.3 服务评价

心理疏导服务人员在服务评价中要完成下列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综合采用自我评价、护理人员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等方式收集和分析与服务相关的资料，包括客

观资料、主观感受与评价等；

b） 依据不同服务方案，采取相关方法进行评估（如：过程评估、产出评估、质素评估、成效评估、

目标达成评估等）；

c） 根据服务频次进行评价。

5.4 持续改善

心理疏导服务人员在持续改善中应完成下列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结束后提供跟进服务；

b） 巩固护理人员及所处环境已有的改变；

c） 增强护理人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

d） 避免或妥善处理护理人员因服务结束产生的负面情绪。

6 转介

护理人员出现以下问题时心理疏导服务人员要给予明确的建议，及时予以转介：

a) 出现比较明显的心理异常症状，需要更深入的心理咨询乃至心理治疗来解决时；



b) 工作技能明显欠缺，不能胜任工作时，应及时通知部门领导，由部分领导安排重新培训或转岗。



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心理评估方法

A.1 心理评估方法

可根据护理人员的认知功能、智力、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具体情况，采用以下方法对护理人员进行评

估：

a) 观察法是指在自然条件下，对护理人员表现出来的心理现象的外部活动进行有系统、有目的和

有计划的观察，以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

b) 访谈法是指运用词语或非词语语言，与护理人员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沟通和交流，以更深入地

了解护理人员心理状况的评定方法。

c) 主观标尺法是指评定者将某一心理状态和行为的两个极端情况确定为两个数值（0~10），由被

评定者根据自己的心理状况和行为表现，在这两个数值范围内进行评分。

d) 心理测量法是运用一套预先经过标准化的问题（量表）来测量护理人员的某些心理品质的方法。

e) 神经电生理心理测试方法是指通过测量个体的脑电波和心率变异性等生理指标，来分析个体的

脑工作状态、脑注意、认知功能、情绪状态、脑疲劳状态等心理指标水平。



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心理疏导方法

B.1 说服劝导

B.1.1 倾听

倾听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要认真、有兴趣、设身处地地听，并适当表示理解，不要带偏见，不要做价值评判。

b) 不仅要听懂说服对象通过语言、表情、动作所表达出来的东西，还要听懂他们在交谈中所省略

的和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容或隐含的意思，甚至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

B.1.2 劝导

劝导包括面质技术、解释技术、自我开放技术。

B.1.3 合理宣泄

利用或创造某种条件、情境，以合理的方式把压抑的情绪倾诉和表达出来，以减轻或消除心理压力，

稳定思想情绪。主要包括：

a) 倾诉；

b) 运动；

c) 书写；

d) 哭泣；

e) 呐喊。

B.1.4 放松调节

为达到肌肉和精神放松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类行为疗法。主要包括：

a) 一般身心放松法；

b) 想象性放松法；

c) 注意力转移法；

d) 呼吸放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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