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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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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素养处于较低水平。《“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明确指出要实施老年人群健康素养

促进项目，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实施需要个体、社会、政策和环境等多方面的支持。

本文通过检索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相关文献，对社会策略、基于授课模式的健康教育策略、基于新媒体模式的

健康传播策略和环境策略4类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进行综述，并提出健康教育机构和社区等多方合力，利用数字

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优势，多措并举提升老年人群健康素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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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literacy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the elderly: a review
HOU Rui, WEI Yingqi, FANG Kai, XIE Jin

Department of Non-communicable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The health literacy level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remains at a low level.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Healthy Aging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health literacy promotion project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improve the health lit⁃
eracy level among the elderly. The health literacy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the elderly require individual, social,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supports. This article reviewed four types of health literacy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the elderly, includ⁃
ing social strategies, lecture-based health education strategies, new media-based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en⁃
vironmental strategies. It also proposed that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ommunities and other parties should work to⁃
gether, take advantag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and take various measures simultaneously to improve the
health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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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 2.67 亿，占总人口的 18.9%［1］，预计在 2032 年

前后我国将进入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20% 的超级老龄

化社会［2］。老年人是慢性病高发人群，健康生活方

式的形成是预防并延缓慢性病发生发展的有效措施，

而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前提则是健康素养的提升［3］。

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且与全

国平均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3］。《“十四五”健康老

龄化规划》明确指出要实施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项

目，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4］。本文通过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等数据库 2004 年 1 月—2024 年

1 月发表的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相关文献，介

绍这些策略的理论框架和实施难点，提出改进建议，

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提供参考。

1 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分类

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它

不仅涉及到个体层面的改变，还需要社会、政策和

环境等多重因素的支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老

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这

些策略可大致归为 4 类：社会策略、基于授课模式

的健康教育策略、基于新媒体模式的健康传播策略

和环境策略。

1.1 社会策略

社会策略包括政策支持、法规制定和制度建设

等，为老年人健康素养促进提供支持性的社会框架。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欧洲健康素养行动计划，欧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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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动员各界力量，与学术界、工业界和非政府组

织等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合作，提高健康素养。例如，

德国制定了国家健康素养行动计划，面向所有阶层，

特别提到儿童、孕妇、父母、残疾人和老年人［5］。

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2014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印发的《老年健康核心信息》［6］列举了

20 条老年人需要掌握的健康知识；2024 年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发布《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2024—
2027 年）》［7］，提出要加大对老年人优质健康科普产

品供给。然而，社会策略存在政策执行难度大、需要

跨部门合作协调及资源分配不均衡等缺点。另外，目

前老年人群健康素养干预工作并无系统的健康教育操

作标准和评估规范，使老年人群健康教育工作没有依

据，规范化考核无法实现，影响老年人健康教育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因此，建议政府部门把老年人群健康

教育项目列入相关政策文件，对老年人群健康教育工

作相关职能部门的项目和影响社会健康教育开展的活

动作出强制性规范、限制，同时建立健全社区老年人

健康教育考核制度，指导和鼓励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

工作的实施。

1.2 基于授课模式的健康教育策略

老年人群健康教育主要通过信息交流和技能培训

来提高健康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并以授课形式实

现。目前国内外常见的策略有回授法、信息-动机-
行为技巧模型和健康促进管理模式等。

回授法又称反应式教育，即在进行健康教育后，

让受教育者用自己的语言或动作模拟来表达对教育信

息的理解，对于受教育者理解错误或未理解的信息，

教育者再次给予解释，直至受教育者正确掌握所有信

息。回授法在健康教育中应用广泛，可鼓励老年人主

动参与健康素养提升过程，增强老年人的参与感和责

任感［8］。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是将影响行为改变的

各种因素分为信息、动机和行为技巧 3 个组分，准

确的信息作为理论基础，个人及社会动机和行为技巧

帮助个体产生积极的态度，并建立维持有效的行为，

3 个因素相互作用促进个体行为方式的改变。相比单

一的知识传授，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覆盖了影

响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各方面因素［9］。

健康促进管理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健康教育与管

理策略，针对老年人实施健康教育讲座，健康行为、

传染病预防指导和安全与急救技能培训等。该模式从

心理、躯体和社会功能等多维度进行全面管理，提升

老年人健康素养，预防慢性病，改善其生活质量。多

项研究表明，健康促进管理模式可有效提升老年人群

的健康素养水平［10-11］。

还有研究者提出趣味性互动式健康教育［12］，以

及将 PDCA 循环理论［13］应用到健康素养工作中。但

这些方法涉及因素较多，需要跨学科团队的协作配

合，实施起来较为复杂和困难。针对老年人群开展信

息传授、动机激发和技能培养存在实施成本高、专业

人员需求量大等特点，一些资源有限的医疗机构可能

难以实施，在大规模人群中推广应用时会受到限制。

1.3 基于新媒体模式的健康传播策略

基于新媒体模式的健康传播策略，旨在利用互联

网和移动设备等新兴媒介平台，通过创新健康传播手

段（运用图文、视频和音频等多种形式），有效提升

老年人群健康素养水平。医疗机构借助互联网交互平

台开发了健康教育与健康指导的专门模块，老年人可

以通过平台获得精准推送的健康相关电子资源［14］。

新媒体模式下的健康传播能克服老年人在信息获取上

的障碍，增强其对健康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15］，

但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发布门槛相对较低，导致健康信

息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伪科学信息、谣言被广泛传

播，不仅误导老年人，还可能对他们的健康构成潜在

威胁。此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需求具有多样性，

但现有的健康传播内容往往缺乏针对性，难以满足个

性化需求。数字鸿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老年人在获取、使用新信息技术的机会和能力

方面的劣势。尤其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普

遍不高，对数字化的接受程度较低，很难通过社交媒

体有效获取健康信息，也无法享受到数字健康带来的

便利［16］。

1.4 环境策略

环境策略涵盖提升卫生服务水平、鼓励老年人社

会参与和互助，推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等多个方

面，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健康促进网

络，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例如，社区

医务工作者及相关人员在老年人就诊过程中，可以帮

助老年人树立健康的老龄化态度［17］；通过医疗保险

提高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

预防保健服务，同时医疗保险制度的健康传播功能可

以提高老年人对健康知识的辨别和应用能力［18］。上

海市奉贤区采取了向干预家庭赠送知识读本，加强村

卫生室及社区健康咨询点，拍摄使用本地话演说的科

普视频等措施［19］。浙江省舟山市开设社区健康教育

学校、开发应用健康教育工具包［20］。湖南省成立首

家由公立医院开办的老年健康大学，开设不同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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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课程［21］。这些措施的优点在于能够创造一个更

加适宜老年人生活的环境，但缺点是环境改变需要较

长时间和较多资源的投入，效果也难以在短期内显

现。不同地区需因地制宜探索老年人群健康素养提升

模式，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将健康知识融入到当地文

化和老年人文娱生活中。

2 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建议

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促进策略是多种多样的。目

前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传统的授课方式［22］，单一的知

识灌输模式效果有限，应采取多元化、综合性的干

预策略，如利用互联网、移动应用和视频教程等新

媒体技术，结合面对面培训互动方式，提高趣味性

和实用性。

2.1 充分利用社区、老年大学和养老机构等宣传

阵地

可在社区内设置老年健康指导员，利用人际网络

传播健康信息，通过日常闲聊分享健康故事和生活心

得；鼓励老年人与朋友、邻居和社区人员双向沟通，

既获取健康知识，又能增强对健康价值的认知和社区

归属感［23］。在老年大学和养老机构设立健康教育课

程，使老年人系统学习健康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的

生活方式，持续稳健地促进老年人自身健康素养提

升。

2.2 注重培养行为管理能力

随年龄增长，老年人记忆力和认知水平下降，对

自身的健康状况认识不足，难以保证其采取自我管理

行为的积极性［24］。因此需培养老年人的行为管理能

力，如提高自我监测、目标设定和奖励机制等行为改

变技巧，促进健康行为的长期维持。可以利用数字技

术和移动互联网优势促进老年人自我管理行为的养

成，例如利用游戏学习机制开发一个老年健康教育平

台，在平台中与老年人建立承诺协定，加强其自我约

束能力；投放学习资料并通过答题巩固知识，组队相

互监督，同时进行积分排名，定期对排名较高的老年

人予以适当的奖品激励，激发老年人的积极性。

2.3 重视社会支持并融入生活化实践

社会支持在规范个人行为、协助处理个人问题和

提供社会资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5］。家庭成员、社

区工作者可以鼓励和监督老年人进行身体锻炼和社交

活动，为老年人提供诊疗陪伴及健康咨询，维护老年

人心理健康，为老年人树立改善和提升身体素质的信

心。通过这些正面鼓励和实际帮助，可以提高老年人

的健康素养水平，确保老年人享有健康、充实和有尊

严的晚年生活［26］。因此，在制定健康素养促进相关

干预方案时应将社会支持纳入考虑。相比单一的健康

教育课程，将健康素养促进策略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中，大力推进社区健康环境建设，如健康步道建

设、康复训练和社交活动等，更有利于健康知识与技

能的实际应用。同时，需要加强对老年人群健康素养

干预效果的长期跟踪评估，并不断优化干预措施，确

保健康行为改变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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