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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问题日益突出。这些老人通常因子女外出务工或移居城

市而长期独居或与配偶相依为命。缺乏家庭和社区的支持，留守老人面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孤独、

抑郁等。本文深入分析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政策、社区支持和心理健

康干预等方面的优化路径和具体建议，旨在为改善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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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se elderly people often live alone or with their 
spouses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their children’s migrant work or migration to cities. Without 
family and community support,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face seriou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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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piritual care for the elderly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and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paths and specific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policies, community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aiming at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left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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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的内涵和社会重要性 

1.1. 精神养老的内涵 

养老需求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精神养老是指在老年人生活中，重视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的维

护与提升的一种养老模式。它不仅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更注重心理状态的平衡和社会功能的保持。

精神养老强调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包括个体归属感、保持社交关系、持续学习和自我实现的机

会。 

1.2. 留守老人精神养老的社会重要性 

留守老人精神养老在当今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人道主义价值。通过精神养老，可以为缺乏

家庭支持和陪伴的留守老人提供社交活动的平台，如老年活动中心或社区集会，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社交

网络，缓解孤独感，增强生活的意义感和幸福感。同时精神养老也关注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随着

年龄增长，老年人常常面临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的挑战。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支持和定期的心理健康

评估，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这些问题，提升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 
留守老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获得感和幸福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整体稳定和全面进步。发展农村

精神养老，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张丽艳，秦鸣阳，2024)。关注留守老

人的精神健康不仅仅是社会责任，也是文明社会的体现。 

2.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的困境分析 

2.1. 社会孤立与心理健康问题 

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孤立和心理健康问题，这两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

困境。由于子女外出工作或生活，留守老人常常长期独居或仅与配偶相依为命，缺乏日常的家庭和社会

交往。这种社会孤立使他们感到与外界隔绝，长期的孤独状态容易加剧心理问题的发生，甚至影响到其

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率增高。孤独感是农村留守老人最常见的心理体验之一，

他们经常面对家庭成员远离、社交圈子缩小的现实。除了孤独感外，社会孤立还表现为留守老人在面对

困境时缺乏应有的社会支持和帮助。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难以得到亲密人际关系和社区帮助，缺乏即时

的情感支持和生活指导，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社会孤立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关联。了解和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这些困境，需要社会各界关注和政策支持，以建立更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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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善他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2.2. 家庭支持缺失与心理适应困境 

我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城乡人口流动加快，农村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工作导致农村存在大量留守老

人(柯燕，2024)。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严重的家庭支持缺失和心理适应困境，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了家庭

生活中子女的陪伴和照顾，而现实中却面临长期的独居或仅与配偶相依为命的生活状态。家庭支持的缺

失使得留守老人在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时显得力不从心。缺乏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经常面临着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和挑战。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空缺，加

剧了他们心理适应能力的不足，使得他们更容易感到孤独、无助甚至产生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 
同时，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交圈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张敏，王雪颖，2020)，家庭支持的缺

失还加剧了留守老人在社会互动和社区融入方面的困难。他们由于长期的独居状态，社会交往和参与的

机会显著减少，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稀少。这种缺乏社会支持和社交网络的状态，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积累和加剧。很多时候留守老人在面对家庭支持缺失时，常常

体验到一种深切的心理适应困境。因此应对其困境进行分析，找到解决困境的路径。他们需要更多社会

和政府的关注与支持，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帮助他们有效应对心

理适应问题，提升生活质量，增强社会融入感，从而改善其整体的幸福感和生活状态。 

2.3. 公共服务不足与心理健康风险 

农村留守老人在面对公共服务不足的同时，也承受着显著的心理健康风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由于农村地区的资源分配通常相对有限，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留守老人常常无

法获得必要的医疗和心理健康支持。公共服务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基础医疗服务的缺乏。

农村地区往往缺少足够的医疗设施和专业医务人员，这使得留守老人在遇到健康问题时难以得到及时和

有效的治疗。其次，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服务更是几乎空白。缺少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使得留

守老人在遇到心理压力或心理疾病时无处求助，无法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帮助。此外，农村社区常常缺乏

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也限制了农村留守老人享受文化活动的权利(项亚萍，2020)，
公共服务的不足容易滋生留守老人的负面情绪，如孤独感和抑郁感的增强(王帆，2014)。 

因此，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公共服务的不足问题，是提升他们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关键。这不仅

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改善，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和增加

资源投入，来满足留守老人的实际需求，从而有效降低他们的心理健康风险。 

3.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的影响因素探讨 

3.1. 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支持网络 

1) 家庭结构变迁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或移居城市，这导致了农村留守老人缺乏日

常照料和陪伴。传统的多代同堂家庭结构被破坏，留守老人通常只能依靠配偶或自力更生，这使得他们

在生活上更加孤立和无助，子女迁移与家庭照料功能削弱。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家庭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照料，但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使

得子女更注重个人发展和自由，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责任。这种价值观的变迁导致了留守老人在心理

上可能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认为自己在家庭中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和尊严。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发生冲

突，家庭责任观念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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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子女长期不在身边，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逐渐变淡甚至出现疏离感。留守老人可能感到子女不

关心自己的生活和需求，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孤独和心理压力。在留守老人中，夫妻关系成为生活中

主要的支持和依靠。然而，如果配偶健康状况不佳或生活条件较差，也可能增加留守老人的照料负担和

心理压力，因此家庭关系逐渐疏远并复杂化。 
2) 社会支持网络变化 
农村社区传统上有着较为密切的邻里关系和互助习俗，但随着社会变迁和城市化，邻里互助关系逐

渐淡化。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生病或突发事件时，无法像过去那样依赖邻里帮助，增加了他们应

对生活问题的难度。农村地区的社会福利和支持政策相对滞后，公共服务覆盖不全，社会福利和支持政

策的不足，针对留守老人的专门政策和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缺乏有效的医疗保障、长期护理和心理健康

服务，使得留守老人在面对健康和心理问题时无法得到及时的支持和帮助。另外，农村留守老人由于缺

乏家庭和社区的支持，社会文化活动参与机会显著减少。缺乏文化娱乐和社交活动的场所，使得他们的

生活单调乏味，容易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和加剧。 
综上所述，家庭结构变迁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化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养老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

面临着更加孤独、无助的生活状态，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显著增加。因此，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

共同努力，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和改善公共服务，为留守老人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以改善

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 

3.2. 经济条件与心理健康状态 

1) 经济依赖和稳定性 
大部分农村留守老人自身养老储蓄不足，依赖子女的经济支持，尤其是那些没有稳定退休金或其他

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的经济能力和意愿直接决定了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程度。经济条

件不稳定或依赖性过强会增加留守老人的心理压力。担心子女经济状况不佳或无法持续支持自己的生活，

导致他们产生焦虑、忧虑和无助感。 
经济困难使得留守老人面临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如食品、住房、医疗等。缺失基本的医疗保障和

面临日常的生活压力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另外，经济条件良好的留守老人可能能够支付更

好的医疗费用和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而经济困难的老人则可能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治疗，导致健康

问题的恶化，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2) 经济拮据带来的心理负担 
经济困难使得留守老人更容易陷入经济焦虑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中，产生心理压力和焦虑。这些

负面情绪对心理健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增加抑郁、失眠、自卑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经济条件反

映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较好的留守老人可能能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保持更强的社会地位和自尊感。

相反，经济困难可能导致他们感到自尊受损，进而影响到心理健康的稳定性和抵抗力。 
社会支持和心理护理具有可及性，良好的经济条件通常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支持网络，能够提

供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和心理护理服务，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和改善心理健康状态。经济困难的留守老

人可能由于无法支付社会参与的费用或无法获得必要的心理健康服务，而进一步陷入社会孤立和心理健

康问题的恶化。 

3.3. 文化传统与心理健康保障 

1) 孝道文化传统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受到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观念冲击着传统的孝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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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孝道中对子女无条件服从和奉献的期望。现代价值观念所倡导的“个体自由”、

“自我实现”等观念，可能与传统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发生冲突，进而影响到孝道的传承和实践方式。在

传统农村社会中，老年人通常被视为家庭中的长者和权威人物，享有尊重和敬仰。这种角色期望和社会

地位，对于老人的自尊心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孝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

照顾是社会共识。《宪法》也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为父母养老不只是子女的义务，更是

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王婷，2022)。然而，当子女进城务工，无法履行传统的照料义务时，留守老人可能

感受到家庭责任的缺失，导致心理上的失落感和不安，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改善的同时，也引发了传统

农村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异化(胡尹慧，2023)。 
2) 传统文化活动的心理健康保障 
传统节日、祭祖活动和文化习俗在老年人的精神养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活动不仅丰富

了老年人的社会生活，还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慰藉，对于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具

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参与传统节日和文化习俗能够让老年人感受到文化的连续性和身份的认同。在

这些活动中，老年人可以重温年轻时的记忆，体验传统的风俗和仪式，这种文化的传承感让他们感到自

己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老人可以与家人团聚，享受亲情的温暖，

这对于他们的情感满足极为重要。关系网络的建构以熟人社会为基础(肖琳，2023)，无论是参加农业生产，

还是祭祖活动，都能帮助老年人构建一个支持性的社交网络，老年人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参与者，更是传

承者和教育者，他们可以向年轻一代传授传统知识，这种角色的转变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

和活力，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4.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的优化路径与建议 

4.1. 政策建议：制定留守老人精神养老政策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和完善兜底性、

普惠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同时为政

府做好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服务工作提供了政策指导。 
相比城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掌握重要的公共权力，应该承担起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义务(李蓉，2024)。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扩展社区服务中心和社会工作人员队伍，加强对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服务，为

其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心理支持小组等服务。树立良好的舆论导向，利用微信、抖音等方式加大

新型孝文化的宣传力度，鼓励相关媒介增设精神养老专题栏目(申喜连，张云，2017)。政府应当制定和完

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确保留守老人在经济、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得到保障。这包括增

加养老金发放的便利性和透明度，确保他们的经济来源稳定和足够；积极发展适合老人参与的第一、二、

三产业，如农旅融合发展的庭院经济(田昱翌，2024)，此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还应当鼓励社会参与和文

化活动，通过组织传统节日、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等方式，促进留守老人走出家门，以期在交流互动中

获取必要的情感支持并消除精神积郁感(张丽艳，秦鸣阳，2024)，增强其生活的多样性和幸福感。最后，

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留守老人问题的研究和监测，及时调整政策措施，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

境。通过以上措施的综合实施，可以有效提升留守老人的精神养老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增强社

会的认同感和和谐度。 

4.2. 社区支持：建设留守老人心理健康服务网络 

在社区层面提高对留守老人心理健康重要性的理解与重视是十分有必要的。可以通过举办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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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工作坊，提高社区居民和相关工作人员对老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意识，包括识别常见心理疾病的症

状，了解如何提供基本的心理支持和适当的介入方法。建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服务设施或利用现有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如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这些专业人员可以

为留守老人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教授老人应对压力、情绪问题的技巧和策略，如学会放松训练、积

极的自我对话等方法，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调适能力。还可以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的小组讨论、情感支持

会议和生活技能培训，帮助老人建立社交网络和情感支持系统。其次，开展定期的家访和跟踪服务。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可以定期走访留守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需求，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支

持服务。这种定期的关注和跟进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老人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是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积极的情绪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活力，有助于身体抵御疾病。相反，负面情绪

如忧虑和抑郁可能引发其他疾病。鼓励多方合作，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加强合作，集中

资源，为留守老人提供更全面的资源和服务。此外，建立邻里互助系统，鼓励社区内年轻家庭和其他老

年人参与支持留守老人的活动。通过建立这样的社区文化，不仅可以直接帮助留守老人，还能增强整个

社区的向心力，营造“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和谐氛围。 

4.3. 心理健康干预：开展留守老人心理健康教育与治疗 

全面的心理健康干预方案，为农村留守老人心理健康提供了有效的支持。首先建立健全的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通过社区健康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或在线平台，开展定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可

以涵盖老年心理健康常见问题的认知，如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等，以及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其次，提供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咨询服务。在乡村设立专门的心理健康诊所或在现有的医疗机构内增设心

理健康服务窗口，由专业的心理医生或心理治疗师提供个体化的心理治疗和干预。如认知行为疗法、支

持性心理治疗和心理教育等，帮助老人理解和应对他们的情绪问题，让留守老人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幸

福感(王婷婷，包先康，2022)。人才是第一资源，就目前的人才现状而言，必须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

位置，加强队伍建设。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是联系和服务留守老人的重要纽带，他们需要定期接受相关

的心理健康培训，包括心理健康知识、沟通技巧和危机干预等，以更好地支持和照顾老人的心理健康需

求。最后，采用多元化的教育和治疗方法，除了传统的面对面心理咨询和治疗，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设备和服务系统，如智能健康监测手表、在线心理健康咨询等，

为留守老人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心理支持方式，满足老人不同的需求和偏好。 

5. 未来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养老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

点问题。相信在政府、社会、社区和家庭等多元力量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未来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养

老将朝着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老人的生活质量不仅能得到提高，他们的孤独感和

被忽视感也能得到有效的缓解，老人能够享受到更加幸福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的共同愿景也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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