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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数智时代居家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困境与完善路径研究
张惠东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程度化日趋加剧，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养老服务也应运而生。为厘清数智时代居家养老服务人才

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收集有关资料并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在数智时代下居家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在国家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方案、

师资力量、学生专业认同度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满足数智时代老年人高质量养老的需求。最后通过分析，针对不足提出数智时代居家

养老人才的合理化建议，以期促进数智居家养老服务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在老龄化程度不断深化阶段提供居家养老人才培养策略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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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60 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 2.97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1.1%，

比 2022 年末增加一千多万人。其中，65 周岁以上老年人有 2.17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4%. 据预测。到十四五末期，我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稳超 3 亿，十年后有望突破 4 亿。到 21 世纪

50 年代前后，我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惊人的 5 亿左右

的规模，将居于世界首位，并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面对如此严峻的养老压力，2024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该《意见》指出根据目前的养老形势，要鼓励各种养老和服务机

构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此外，2024 年国家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创造性的指出要实行“人工智能 +”举措。同时，

2024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也强调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重要性，

2024 年 4 月教育部组织确定部分典型的“人工智能 + 高等教育”

案例，积极推动数智赋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要积极打造智

慧养老新业态，借助数字时代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

开发出各种移动终端设备、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同时要

鼓励和支持有关高校和职业院校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加强数智

时代的养老服务和健康管理人才的培养，实现健康养老，科技养老、

智能养老。

二、数智时代居家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困境

在互联网时代，居家养老的服务人员需要具备“大健康”“智

能化”的理念，能运用信息化手段，掌握各种健康服务设备的使

用方法。但是目前各级学校居家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方式良莠不齐，

培养理念千差万别，智能化素养较为缺乏。通过资料搜集和整理

分析，概括出数智时代居家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困境。

（一）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等有待完善

一方面，政府在推动数智时代居家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方面的

政策支持尚不完善，缺乏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资金扶持，难以有效

激发相关学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目前，针对养老服务人员的激

励机制还不够健全，薪酬水平相对较低、职业晋升空间有限等问

题限制了优秀人才的流入和留存，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短缺和技

能不匹配的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培养养老人才的各级机构和学校，急切需要

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各种激励措施的加持。人才的培养不但需

要场地、设备等硬件设施，还需要懂得现代教育理念和具备数智

观念的教师，这些都需要有政府资金的支持和各种人才政策的激

励。

（二）人才培养方案不能适应时代需求

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人才培养方案需要不断更新。据了

解，不少院校的居家养老人才培养方案不能紧跟时代节奏，远远

不能满足新时代的人才培养的要求。大多数还是以理论知识为主，

实践课程设置偏少，特别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大数据搜集与

分析等课程设置缺乏。通常是理科院校偏重于理科课程，文科院

校又强调文科的重要性，医药院校的课程又增加了众多的医学课

程等。由于智慧养老课程暂无统一规范，各校的选择更是五花八门。

此外，实践课程各校的设定也是各有侧重。医学院校主要的实践

部门一般是医院、养老院、政府部门等，其他院校由于资源的限定，

通常又会选择企业、公司等。

（三）师资力量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技能

智慧技术的高速发展给新时代智慧养老人才培养的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智慧养老专业较为新颖，短期之内难以形成

一支稳定和专业的教师队伍。通常是多个专业教师的简单拼凑，

零时搭建教师团队，教师往往通过自主学习和短期简单培训等获

取专业知识，缺乏智慧养老的专业素养，影响智慧养老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高。

（四）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和获得感偏低

由于智慧养老是新兴专业，社会知晓度不高。大部分高校智

慧养老专业录取学生的报考第一自愿率普遍较低，多数学生是通

过调剂进入本专业。而且，到了大一下学期或者大二上学期，有

些绩点排前列的优秀学生会通过申请转专业，这样也就流失了本

专业的潜在人才。每年的考研资料也显示，大部分学生会选择报

考外校，报考更高一级的院校，或者跨专业报考其他专业，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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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生进一步流失。此外，智慧养老专业学生毕业后，不少学

生不会从事养老服务方向的工作，而是选择考公务员，事业单位，

这些均说明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可度不高，认为专业发展前景不明

朗。

三、数智时代居家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优化路径建议

（一）加强政府各项政策支持，完善人才激励措施

智慧养老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的支持，

不断激励养老机构和高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要为

智慧养老人才培养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养老人才培养提供硬

件条件，鼓励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到智慧人才的培养，搭建智慧人

才培养的创新平台。同时政府要为人才培养提供资金支持，为人

才培养配置必要的智能设备，安装必备的设施，保证人才培养的

需要。同时，各级政府要为杰出的智慧养老人才提供必要的支持，

比如提供必要的安家费，科研启动基金，配备科研助手等，解决

家属的就业和子女的入学等现实问题，这样才能让人才潜心科研，

安心工作，才能做到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二）精炼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指南，在信息时代，人才培养也

必须符合时代的需要，满足智能社会的需要。要删除不必要的课

程设置，增加符合现代需求的智能办公、智慧养老实践模拟平台

等课程，要开设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课程，比如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大数据等。特别要注意的是本课程非常重视实操性，要

让学生从理论知识的学习，迁移到实践平台的模拟，初步了解如

何在智能社会实现养老服务的智能化，专业化、现代化。当然，

学生的实践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智慧平台的模拟。要让学生真正去

体会和感受智慧养老的实施过程，还必须加强和养老机构，医院

等部门的联动，增加实训课程，让学生深入智能养老一线，充分

感受智能养老的具体实践过程，使得人才培养满足智慧养老岗位

的要求。

（三）提升智慧人才教师队伍，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优质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要从教师的招聘、

成长、成熟全过程进行干预。新教师的招聘必须符合智慧养老相

关专业中进行遴选，或者选择相关养老机构的人员作为校外指导

老师。新教师入职后，要进行必要的智慧养老知识的培训，提升

专业素养和实践指导能力，通过相关考核后方可进入课程。学校

要给教师的成长提供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指导和帮助。比如，要加

强智慧养老人才培养教师的进修，鼓励教师走出去，到兄弟院校

学习智慧养老人才培养的宝贵经验，学习吸收为我所用。要选派

教师参加各种智能养老产品展销会，了解最新智能养老产品的发

展变化趋势，熟悉各种智能养老产品的使用说明和实用价值，为

智慧养老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提供参考。

（四）打造多维人才培养模式，稳固学生专业认同

智慧养老人才的培养要转变模式，改变策略，增强学生的专

业认同度。在每年的招生宣传阶段，就要对智慧养老的特色和优

势进行广泛宣传，让这些未来养老人才树立智慧养老服务的理念，

深植智慧养老的种子，提高专业报考的第一志愿率。学生入校后

要反复进行专业的介绍和宣传，也可邀请优秀的毕业生进行宣讲，

介绍本专业的优势和社会需求度，明确智慧养老人才对全社会的

重要性，对国家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让学生

认识到本专业的重要性。在人才的具体培养过程中，还要和养老

机构，医院，卫生等部门加强合作，联合培养新时代的智慧养老

人才，定向培养人才，设立实习基地，见习基地等。

四、结语

在如今信息化智能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在老龄化日益严峻的

形势下，智能养老人才的培养刻不容缓。要通力合作，聚合政府、

企业、养老机构、医院、各级院校等多方力量，才能培养出符合

时代需要的优秀养老人才，让老有所安，安有所享，促使我国养

老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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