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观课报告评语 老年人生活方式和
质量评价调查报告(模板5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
法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观课报告评语篇一

摘要：通过对xx市范围内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取老
年人口腔健康现状信息。并分析信息，浅谈老年人口腔健康
的影响因素，老年人口腔保健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知识宣传措
施，为相关部门往后的口腔医疗卫生提供相应的信息和数据。
关爱老人，感谢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在辛亥革
命100周年，建党90周年之际，以实际行动向国家和社会以及
曾经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老年人献礼。

炙热的七月，骄阳似火。我们暂别象牙塔，怀揣着火一般的
热情来到武鸣县开展以“弘扬医学精神，奉献服务社会”为
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建党90周年及
我校建校55周年，赋予了此次社会时间更深刻的意义。忆往
昔峥嵘岁月，传当代革命精神。

本次社会实践围绕xxxx市老年人这一群体，从老年人对口腔
护理的认知程度及口腔健康教育需求状况出发，通过访谈和
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xx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常见口
腔疾病的防治措施、口腔护理的认知程度及口腔健康教育的
需求，分析影响老年人口腔健康的主要因素，从而将得出的
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以利于加快并逐步完善当地的口腔医
疗卫生的建设，促进当地的平衡发展，并以此向曾经致力于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老年人献礼。



一.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简析

世界卫生组织给“口腔健康的标准”下的定义是：牙齿清洁，
无龋洞，无痛感，牙龈色泽正常，无出血现象。然而，调查
显示xx市范围内的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堪忧。在曾经患有或
目前患有的口腔疾病调查中，41.96%的'受调查者患有蛀
牙;65.50%的受调查者有牙齿松动、缺损现象;51.28%的受调
查者存在牙疼现象;24.71%的受调查者有牙龈出血现
象;30.30%的受调查者出现牙齿发黄现象;18.41%的受调查者
存在口腔异味现象21.68%的受调查者患有牙周炎;6.06%的受
调查者患有牙髓炎;仅有13.05%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没有口腔
疾病。许多老人牙齿缺损严重以至影响进食，只能依赖假牙。

以小见大，可见我国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普遍没有达到世界
卫生组织的“口腔健康的标准”，情况不容乐观。

二.影响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的因素

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的好坏不是天生注定的，口腔健康的保
护和破坏也非一朝一夕之事。调查显示影响老年人口腔健康
状况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

1.个人因素

第一，生活习惯。保持口腔的健康离不开良好的生活习惯，
尤其是老年人唾液分泌量减少，使口腔内的生理冲刷、自洁
作用减弱，造成抵抗力下降，应坚持早晚刷牙和饭后漱口。
在本次调查中做到早晚刷牙的受调查者占总人数
的50.12%，52.45%的受调查者有饭后漱口的习惯。另外，还
有将近半数的受访者没有达到早晚刷牙和饭后漱口的要求。

第二，饮食习惯。健康的饮食习惯对老年人保持口腔的健康
尤为重要。人到老年牙釉质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其中磨损
严重者，牙本质暴露，可出现对冷、热、酸和机械性刺激敏



感。这时候就应该合理调整饮食结构，应少食或不食过硬、
过冷、过热、过酸或甜的食物。本次对受调查者饮食喜好的
调查中，喜好甜食者占55.71%;喜食酸食者占34.03%;喜好坚
硬食物者占18.41%;喜好辛辣食物者占26.81%喜好冷冻食品者
占21.68%(可多选)。可见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没有达到保健要
求。

第三，口腔保护意识。健康的牙齿是幸福晚年的保证。老年
人应该树立正确的口腔保护意识。口腔保健意识包括常见口
腔疾病预防紧迫性，定期检查与早防早治的必要性，口腔卫
生保健的重要性。[1]然而在本次调查中81.35%的受调查者认
为口腔健康很重要，却只有17.02%的受调查者在口腔出现问
题后选择立即就医。另外有78.55%的受调查者从没做过口腔
检查。可见，当前老年人对口腔保护的意识还比较薄弱。

2.社会因素

第一，家庭经济因素。辛劳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的晚年可
能不再那么能干，有时候更像是个孩子，这时候的他们更多
的是依赖子女。然而，在我们进行调查的村子里，绝大部分
老人是留守老人，xx市内的两个养老院里的老人多数也是子女
不在身边。子女甚少主动带他们检查身体，他们常年得不到
家人的关心和照顾，甚至存在悲观心态，不再关心身体健康
状态，而口腔问题就是最容易被疏忽的健康隐患之一。另外，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影响了老年口腔疾病患者的主动就医。

第二，社会环境因素。口腔健康知识需要社会的宣传和推广。
我国日趋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作为社会一个大的群体，
其健康状况不容忽视。本次调查显示，69.23%的受调查者从
没听说过口腔护理，另外34.97%的受调查者表示不清楚从什
么途径获取口腔护理知识。同时，在调查中我们还发
现46.39%的受调查者非常希望获得口腔护理知识，23.31%的
受调查者一般希望获得相关知识。可见当前有关老年人口腔
护理知识的宣传力度过去薄弱，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分析和思考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现状，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这一
社会难题。面对不容忽视的现状，我们首先要明确老年人口
腔保健的重要性。

三.老年人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口腔健康是反映健康和生命质量的一面镜子，口腔疾病对老
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1.口腔疾病会引起其他疾病

第一，心脏疾病。口腔疾病的致病菌及其毒素可侵入血液，
加重或引起心脏疾病。研究证实，牙周炎是冠心病急性发作
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与急性发作或总死亡率显著相关。

第二，呼吸道疾病。口腔疾病与各种吸入性肺炎相关性较强。
肺炎80%的诱因是吸入口腔、咽部含有细菌的分泌物。

第三，糖尿病。糖尿病与牙周病发病存在共同危险因素，且
互为高危因素。糖尿病患者常并发不同程度的口腔病变，牙
周病发病率高，病变损害严重且进展更迅速。伴有重度牙周
炎的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明显差于无牙周疾
病的患者。

第四，胃肠道疾病。消化道溃疡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口腔
中存在大量这种细菌，肠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通过药物很容
易清除，而牙菌斑中的却难以清除。

正所谓“病从口入”，口腔疾病不容忽视，它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寿命。

2.口腔疾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第一，影响面容。口腔颌面部在人体美学方面占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起着窗口作用，是最能代表人形象的特征之一。健
康的口腔可以让人拥有健康的微笑，在社交场合更自信。然
而，口腔疾病导致的面部不对称、各种牙颌畸形、牙周炎及
牙齿缺失等，影响了面部的协调和美观。

第二，影响发音。老年人牙齿缺损是当今社会的常见现象，
这给老年人的生活也带来了不便。牙齿是发音最主要的辅助
器官，一旦牙齿存在缺损，特别是前牙缺损时，不仅说话费
力，而且发声也不清楚。这是因为舌尖失去了原有的发音定
位标志，气流经过的路线中少了一道控制的关口，所以说话
听起来就像漏风一样。影响了老年人与他人的沟通与交流。

第三，影响心理。口腔疾病还常常会引发一些心理乃至社会
问题，有些口腔疾病所造成的问题足以影响人的一生。口腔
疾病引起的面部问题常常让患者在社交中缺乏自信。牙齿缺
损，口臭等问题经常造成一些人的社交障碍，久而久之变得
封闭自卑，影响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社交能力。另外，一些老
人常常因为疼痛难忍无法进食而产生悲观情绪，甚至产生自
杀的念头。

由此可见，老年人口腔健康的重要性，老年人有必要重视口
腔健康，而我们社会也有必要为老年人口腔健康做出贡献。

四.浅谈推广老年人口腔护理知识的措施

调查显示，老年人的口腔护理知识严重匮乏，我们的老年人
口腔护理知识宣传工作做得远远不够。改善老年人口腔健康
现状刻不容缓，在人群中推广和宣传老年人口腔护理知识势
在必行。

老年人口腔护理知识宣传重在目标细化，确保适宜措施针对
老年人这一特定人群制定特定的目标。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
发展，以间接方式传播传播老年人口腔护理知识应得到广泛
的应用。



1.大众媒介

通过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等传播口腔保健信息，反复强
化公众已有的口腔卫生知识，大众传播渠道其优点是覆盖面
广，能较快地吸引公众注意力，使之集中到有待解决的口腔
健康问题方面。大众媒介是口腔健康教育的强有力的工具。
其目标人群数量多，信息完整且影响巨大。

2.视听手段

包括光盘、幻灯片、挂图、电影、录像等。视听手段常局限
在小群体内，环境空间远不如大众媒介大，但其针对性和时
效性较强，可反复来回播放。适用于教授某种技能，对其他
健康教育活动如课堂教育、讲演、小组讨论、游戏等，起重
要的补充、强化作用。

3.多元化手段

健康的牙齿是老年人幸福晚年的保证，敬老爱老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
庭……承载着太多老人的贡献，社会的和谐离不开老年人群
这一庞大的群体。辛亥革命100周年，建党90周年之际，正是
我们社会回报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老功臣之时。发展健康
老年人群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观课报告评语篇二

特此展开调查。

二、调查时间5月17日-----205月19日

三、调查对象：西安石油大学南区在校学生(100人)，男生
占64%，女生占36%，涉及大三大四不同院系的学生。



四、调查形式：问卷随机调查(无重复调查对象)

五、调查结果与分析

1、睡眠方面

对于此问题，我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早睡早起的态度，
二是对通宵的认识。在早睡早起问题上，大部分学生的认识
是健康的，都支持早睡早起，但能真正做到的很少;在对通
宵(以娱乐为主)的认识，87%的学生认为弊大于利，应尽量少
参加，极少数学生认为那是彰显青春、展现活力的方式，支
持通宵。培养合理健康的睡眠习惯是拥有健康生活方式的必
备条件。

2、饮食方面

(1)水乃生命之源，是体内新陈代谢的动力，经权威数据表明，
若以500ml为准，人体每天需要4~5杯。调查结果显示，64%
的学生对健康饮水的认识还是不错的，但在实际饮用方面不
容乐观，仅有33%的学生达到健康要求，更有甚者每天的饮水
量竟不足1杯。喝水有减肥、护肤美容、防止老化及减缓感冒
等功效，喝水有益健康。(2)早餐对我们的健康起着很大的作
用，调查结果显示，79%的学生能有规律的吃早餐，但是仍
有12%的学生很少吃早餐甚至是没有吃早餐的想法。研究表明，
不吃早餐容易导致反应迟钝、学习效率降低，更起不到减肥
的效果，为了您的健康，请注意养成有规律的吃早餐的好习
惯。

相对于主食的零食(多为膨化食品，营养价值非常低)，有15%
的人天天吃(全是女孩，而且大部分的身体比例极不协调)，
吃零食已成为她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而大部分人不吃或是隔
几天吃一次。生活中，尽量做到远离“垃圾”食品，有规律
的摄取营养健康食品。



3、使用电子产品方面

在这个信息化的社会，手机、电脑、mp3、mp4、mp5横行的年
代，如何正确使用电子产品成为不可忽略的话题。大学生作
为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情况如何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100%
的同学有经常把手机放在枕边睡觉的习惯，长期这样影响睡
眠质量和健康，手机最好放在离枕边50cm的地方;另外，超
过一半的学生经常戴着耳机听音乐，这无疑对我们的听力造
成危害。以上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正确使用电子产品的认
识和实际行动上存在问题。

4、运动方面

首先从对运动时间的认识看，有48%的学生认为一周的运动时
间应该是7小时以上，52%的认为小于7小时。而健康的运动时
间应该是每人每天1~1.5小时，所以，大学生一周运动时间应
该是大于7小时的。这说明有一半的学生在此问题的认识上存
在误区。

进一步从现状上分析，大学生一周运动时间大于7小时的只
占15%(全部是男生，运动项目主要是打篮球和跑步)，甚至还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运动时间小于1小时，更甚者就不运动。
可见，绝大多数学生运动量明显不足。

因此可知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意识淡薄，近而在某种程度上导
致运动时间过少，让“每天运动一小时”成为我们的日常习
惯吧。

5、针对化妆、吸烟饮酒方面

化妆：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
也许是“外貌至上”，也许人人都是爱“美”人士，于是美
女们仿佛越来越热衷于往自己的脸上堆砌化妆品，努力让自
己可以不断再美些……殊不知，其实化妆品正在偷偷伤害你



本来无暇的脸庞，为了美的化妆可能最后结局令你很受伤。

“如果你每天化妆，一年内将吸收两公斤有害物质。”谁都
不能免于衰老的事实，但不当地使用化妆品、保养品，无疑
更加速皮肤的凋零。在广告的催化之下，化妆品的使用年龄
已下降到十五、六岁，而在二十岁左右就长出黑斑的年轻人，
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由此可见，化妆品的危害不容忽视。

吸烟饮酒：吸烟危害健康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吸烟是心脑
血管疾病、癌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多种疾患的重要致病因
素，吸烟已成为继高血压之后的第二号全球杀手。尤其是，
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吸烟危害健康绝不是危言
耸听，希望广大烟民要正确地认识吸烟的危害，也希望中国
的烟民越来越少，中国人越来也健康。杜绝吸烟刻不容缓!

适量喝酒也是有益处的，如果适量地喝酒，又有点好菜，心
情舒畅，往往会化害为益，收到意外的好处。因为酒精经肝
脏分解时需要多种酶与维生素的参与，酒的酒精度数越高，
肌体所消耗的酶与维生素就越多，故应及时补充。新鲜蔬菜、
鲜鱼、瘦肉、豆类、蛋类等均可作为佐菜。

但喝酒过多最大伤害是胃，因为胃是酒精吸收的主要场所，
其次是肝，身体分解毒素的器官。长时间过量喝酒会造成胃
粘膜的一系列问题和我们常说的酒精肝(肝脏长时间被酒精毒
化而结构改变和功能大大降低)。喝多了，往往还会涉及
胆(胆汁分解毒物)，如果吐酒会使酒精二次经过食管并且同
时携带ph值很小的强酸性的胃液以及胆汁(俗话说的苦胆水)，
对食道粘膜造成一定的腐蚀损害。久之的结果我们可以自己
想想。

对《现代生活与身心健康》课程的看法与建议：姚老师您好，
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转眼间就到了结课时间了。当初是被
《现代生活与身心健康》这一课程名称所吸引的，当今社会，
人们也都越来越注重自己及家人的健康了，以至各种养生类



节目甚火。我也是如此，我觉得年轻人不能随便糟践自己的
青春与身体，要懂得爱护自己、珍惜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的爱家人，照顾好家人，所以就毫不犹豫的选了它。每个
周末上选修课时我都提前一个或一个半小时来到教室，等待
您的面授与指导。就您的教课内容来说，涉及极为广泛，都
有健康的一般知识和大学生的健康状况、各种运动的特点及
瑜伽、健康饮食、抱住健康发及元气、心血管系统锻炼法、
工作和与人相处、自己和他人、身体的运作、毒素问题、健
康方案设计、通过运动获得健康、皮肤病的实质及皮肤的保
养、治病和健身的思路、女性身体的特殊性、身体损伤的来
源、运动中异常问题的解答、为人做事的准则、健康公式这
几个章节。其中有的是关于身体健康的，有的是关于为人处
事的，内容极其丰富，而且老师讲课极其认真，联系实际列
举实例，听起来更加贴切。并且老师极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在我们感觉累的时候给我们播放有教育意义的视频来给大家
提神。总之，这样一个好的课程和一个极负责任的老师，不
受同学们欢迎实在是不可能的。

以下是个人愚见：您的ppt涉及内容之多，故而在各个章节的
内容排版以及课堂讲授上显得欠缺逻辑，内容混乱，凸显不
出重点;其次内容有些许累赘，属于赘述之类的。最后您可以
加强一点与同学们之间的交流，课堂上您曾说过以往中有的
同学交流的内容中涉及到的有用信息太少，有的碍于颜面不
好意思半天不出声，反而浪费大家的时间。这里我提一点建
议，您可以采用收纸条的形式来交流，让同学们写上自己感
兴趣的关于本课程的内容，以后老师可以选择同学们比较集
中感兴趣的内容进行部分的讲授。

观课报告评语篇三

针对于对于学生生活习惯、生活娱乐、体育锻炼等方面设计
问题，对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在校学生进行随机发放，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调查435份，回收有效问卷调查398份，
总有效率为91、5%。



一、在校学生生活方式

(一)饮食

1、早餐。早餐对我们的健康起着很大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
42%的学生每天都会按时吃早餐，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但仍
存在有30%的学生会偶尔不吃早餐，19%的学生是想吃的时候
才会吃早餐，最糟的是还有9%的学生经常不吃早餐。研究表
明，不吃早餐容易导致反应迟钝、学习工作效率降低。42%的
人有吃早餐的习惯并且这些人里面都是对早餐对人体重要性
有所了解的。

2、饮食均衡。当被问及饮食是否均衡的时候，208人的回答
是肯定的，另外有73%和49%的学生偶尔会吃烧烤等烟熏食物
和有暴饮暴食的习惯，只有5%和3%的学生会经常吃烧烤等烟
熏食物和暴饮暴食。这是因为饮食均衡的重要性和烟熏食品
及暴饮暴食会身体造成的危害比较大，而且这一方面的知识
还是比较普及的，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的警惕性会比较高一
点。

(二)睡眠方面

睡眠是生命的必需过程，是一种生物节律。人的一生中约
有1/3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而我校学生的睡眠时间在7~8个
小时的学生只有28%，大多数学生的睡眠时间主要是在6~7个
小时之间，并且有57%的学生表示他们没有高质量的睡眠。整
体上看，学校里面学生的睡眠情况良好，这与学校性质有较
大的关联，学校女生占较大比例，而女生会比较注重自己的
睡眠时间及睡眠质量。

(三)网络生活方面

网络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日常工具之一，基本上所有的学
生都能感受到网络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在日常



和工作上的重要性。我校学生花1~3个小时时间上网的.人数
较多，这是一个挺乐观的情况，但是把网络时间花在学习和
看新闻这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只有34%的份额，许多大学生
将网络看做是一个娱乐放松的场所，甚至到达沉迷的程度。
我们可以换一种教育方式，正确引导他们上网，让他们可以
利用高科技获取一些知识，这样潜移默化中他们就会在不知
不觉形成良好的上网习惯。

(四)运动方面

运动是保持健康的一种有效方式，而通过运动保持健康的话
题也是老生常谈，但仍有一部分的学生是不运动的。我校大
部分的学生一星期都会运动1~3次，但不运动的学生所占的比
重也较大，他们的运动量明显是不足的，有待改进。而在会
运动的学生中，有34%的学生都选择了散步这个运动类型。
有39%的学生有饭后散步的习惯，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其
实饭后散步适合于平时活动较少的人，它有利于食物的消化
吸收，但至少应在饭后20分钟后再开始散步，因为饭后马上
散步会破坏了胃的正常消化。

(五)生活习惯方面

大部分的学生都有赖床、伸懒腰、打喷嚏时捂住嘴巴的习惯，
赖床及打喷嚏时捂嘴对身体健康危害甚多，此外针对我校大
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有抽烟酗酒和用碳酸饮料解渴的习惯的
学生则较少，跷二郎腿危害也较大，有50%的学生表示自己偶
尔会跷二郎腿，29%的学生会经常跷二郎腿，只有21%的学生
几乎不跷二郎腿。

(六)行为习惯方面

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休息时间在宿舍打牌、看电影或高声
说话、唱歌，在课桌或墙壁上乱涂乱画，吃完的早餐包装袋
或纸巾扔在课桌里以及在图书馆、教室等公共场所占位都是



当代大学生存在的不良的行为习惯。这些都是健康生活方式
形成的重要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该加强对
大学生文明行为建立的道德教育，只有“少年文明”，才
会“则国文明”。

(七)心理健康方面

心理健康的人首先是要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与人分享有
助于情绪低落时的自我调节。在“您会和他人分享您的快乐
和不快乐吗”问题上，我校有46%和42%的学生会经常或偶尔
将自己的快乐与不快乐与他人分享或诉说，有12%的学生表示
他们几乎不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或不快乐。与他人分享是
属于一种人的本能倾诉，懂得分享的人相对而言生活会比较
快乐。

(八)女性健康方面

有一部分女生的生活并不是很健康。她们会带胸罩或带妆入
睡，在经期期间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吃雪糕等生冷的食物，
并且会服用止痛片来缓解经痛。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
惯，例如带胸罩入睡易致乳腺癌，带妆入睡会堵塞肌肤毛孔，
造成汗液分泌障碍，在经期吃生冷食物易致子宫癌。女性方
面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会因为羞涩会被忽视，为了广大女性的
健康我们要加大有关方面的教育力度。

二、结语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有接受健康教育的学生
日常生活习惯都有普遍比较健康，纵观整个调查，饮食问题
和睡眠问题的重要性，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调查结果
显示这些方面大家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健康的数据。健康对在
校大学生生活方式还是有挺大的影响。



观课报告评语篇四

本学期以来，我校紧紧围绕“健康，习惯，学业”的办学思
想，以德育为首，“五爱教育”为主线贯穿德育教育始终，
着重突出五个办学特色：阳光体育锻炼健康体魄；良好习惯
造就幸福人生；文化知识夯实基础；翰墨书香浸润人生；社
团活动彰显个性。现对照《教育教学质量检测与考核》对我
校工作自查如下：

观课报告评语篇五

一、调查目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情况，让社会各个
阶层的人对老年事业有所关注，使老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健康医疗等方面得到充分保障，我们对连云港市老年人进行
了整体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分析。

二、调查背景

1、调查对象

连云港市老年人（包括各个街道、小区、路边、敬老院等）

2、调查方法

大多数情况，我们调查小组自设问卷，但考虑到多数老年人
的文化水平有限，无法动手完成问卷调查，因此，在随机走
访的过程中，我们对能清楚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老年人做一
对一的谈心调查，即访谈式调查，我们以和老人聊天的方式
将问卷中所涉及的问题在此过程中问及，调查员同时记录下
谈话的大体内容，回到学校后进行整理归纳。对于那些不能
清除表达思想观点的老人，我们则采取询问其监护人的方法，
例如在走访敬老院时，我们主要是对敬老院的负责人（院长）



询问，从其口中了解敬老院每位老年人的整体生活状况。

3、调查样本分布

三、发现问题

在老人饮食生活方面，院长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会经常变动
饭菜类型，会给老人买水果或其他休闲类食品。过年过节都
会做相应的饭菜和他们一起过节，而且平时自己也和老人生
活在一起。今年物价上涨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饮食方面自然会有所下降，但总体还是保持的很好。

关于老人生活费问题，大部分老人是有儿女供给的，还有部
分是靠自己的退休或者离休工资，还有孤寡老人是靠政府补
贴和自己的资助来生活的。

其他方面：从院长那我们了解到在这儿的老人凡是有儿女的，
儿女都算是孝顺的，拥有不同文化水平的老人给人的总体感
觉也是不同的，老人们随人都老了，但有很多时候他们还是
在意自己的一些比如形象、生活环境、饮食等方面的东西。
老人彼此之间有相互照顾的，也有彼此看不顺眼的，就像大
家说的像小孩，有时候会很固执的坚持一个想法。

四、原因分析

对于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大多数在自己生活上不能自理，
而家里人又都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而且现在生活条件
好的家里都装修的很精致，怕有老人在家麻烦;另外还有历史
造成的原因，比如来自台湾的那位老人;最后可能真的犹豫本
身已是孤寡老人，只能把敬老院当成自己的家。但住在这家
敬老院的老人大多身体或者心智在存在问题，所以他们的业
余生活相对而言也比较枯燥无味。

对于住在小区里的老人们，他们的公共娱乐场所就比较多，



适合老年人的'休闲娱乐健身场所也不少，这些老年人因为生
活很富足，空余时间较多，所以他们平时的业余生活也比较
丰富，生活很满足。

最后，对于那些还在劳作的的老人们，他们的子女固然孝顺
的居多，大多尽了赡养义务，却仅仅满足于维持老人生活的
温饱水平，老人们在精神上缺少慰藉，没有什么心思玩乐，
令可在劳作中充实自己。

五、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敬老院，我想我们可以呼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个老
年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关心，使得老龄事业得到较快发展，
从而进一步了解和改善敬老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状况，
对养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出建议，进一步实行规范化管理，
提出相应管理办法及改革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使得敬老院
的老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对于那些生活条件相对而言较好的老人群体，我们仍然需要
呼吁社会给予更多的关爱，让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温暖，不
会觉得孤独。

对于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老人们，我们则更需要时时刻刻都关
爱他们，在每一个瞬间，在每一个路口，每一个拐角处，哪
怕是报以一个微笑。让他们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关爱他们
的人无处不在。

六、结论

通过此次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调查，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收
获还是有的，我们看到，连云港市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状
态还是比较乐观积极、健康向上的，老有所终，而且连云港
市养老保障能力，医疗保障能力，老年活动场所、设施建设，
社区老年服务建设等均有比较大的改善，然而，当中仍就存



在一些不足，比如老年人整体文化程度不算最高，健康状况
偏差，老年人社会参与热情以及愿意给他人提供帮助方面表
现相对较差。大部分老年人都替子女着想，在家庭关系、自
我权益方面，老年人家庭都比较和睦，子女孝顺。在护理照
料方面，都以家庭成员提供照料为主。总之，我们应该清楚
认识到优势和劣势，让连云港市的老年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