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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报道我校教师张持晨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模式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发布时间:2019-05-07 稿件来源:党委宣传部 点击次数: 342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5月6日，《山西日报》10版“学思版”以《探寻老年人健康管理模式》为题报道了我校管理学院教师张持晨

人健康管理模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即“SMG”健康管理模式。

“SMG”健康管理模式是依据健康管理的概念及社区组织理论的内涵，结合老年人群体实际情况所提出的，

过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互助管理（mutual-management）、团体管理（group-management

合管理视角实施健康管理，力图实现健康管理的自主化、互动化和持久化，从而切实推动老年人的疾病预防与

该模式一经建立，已在山西省太原市、浙江省衢州市等地作为试点或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予以实施，效果良好。

“SMG”健康管理的建立，除可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外，还可激发其社会参与度及幸福感，有利于让老年人共享

设和社会发展成果，为其安度晚年提供基础性保障，继而为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营造和谐社会奠定基

（图

全文如下：

探寻老年人健康管理模式

张持晨

民之所望，政之所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顺应民众关切，实现共享共建“健康中

必由之路。然而，“内生性低生育陷阱”的持续，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进程日益加快，呈现出基数大、高

化的显著特征。随着我国疾病谱从急性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转变，“提前得病、提前卧床、提前死亡

老年人群面临的重要健康问题。面对普遍性的健康危机与相对薄弱的健康服务能力，如何为“老年人提供连续

务”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慢病防治，慢病防治的重中之重是健康促进与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和健康管理的重中之重是

“防大病、管慢病、促健康”。探寻老年人慢性病的健康管理模式，在老年人群中实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时代下的健康主旨——“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相契合，也为积极应对我国“老龄化”“

题提供政策依据及有效路径。在实施老年人健康管理的过程中，必须把握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精确把握新

年人群特点，满足老年人群最基本的内在需求；第二，以提升老年人群的健康管理能力为核心，发挥老年人健康管理的

人翁”精神；第三，以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为依托，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整合。最终在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的整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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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条：我校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获团省委五四表彰

下一条：第二临床医学院召开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老年人健康管理效能的最大化，而“SMG”健康管理模式正是基于上述理念所构建，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我

人群的健康管理新模式。

“SMG”健康管理模式选择社区组织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授权或赋权，通过授权激发个

健康管理意识及能力，体现授权的关键则是忧患意识的树立。人们采取良好行为或放弃有害行为的可能性往往取

知，即对危险处境的预期、对行为改变减少威胁的预期以及对采取积极行动或抑制危险习惯的预期。“SMG”

式以社区组织理论为出发点，利用忧患意识、参与意识、集体意识及有效的社会网络，鼓励个人和组织在复杂

下，围绕实际需要和现实问题，通过个体努力及组织有效联合，培养共同兴趣，提升各方能力，改善现有条件，合理利用

源，最终实现共同目标。

将社区组织理论引入健康管理，旨在借助该理论模型提升健康管理的实效性，强化管理效能。通过对社区

康管理理论内涵与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发现二者在管理核心及干预重点上均高度一致且具有阶段匹配性，具

了融合的前提。基于社区组织理论的健康管理可分三个阶段予以实施:第一阶段（风险识别-无健康意向、无健康行

段），主要对管理对象进行风险识别与健康监测，包括健康体检、健康状态追踪及健康风险预测，以加强管理

和对结果预期的能力，促使其“忧患意识”的形成及自我效能的提升，从而使其健康行为尽快由意向前阶段进

前阶段。第二阶段（健康评估-有健康意向、无健康行为阶段），主要对管理对象进行健康评估，包括体格检查

查、心理健康测评等，结合评估结果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及策略，使其继续保持自我效能，缩短管理

康行为、进入行动阶段的时间。在该阶段中，要着重促进“授权”的形成，从而为区域动员奠定基础。第三阶

员-有健康意向、有健康行为阶段），主要促使管理对象逐步开展健康行动，实施既定健康管理计划，同时注意通

励促使良好动机的不断激发，保持健康行为的持续性，巩固健康管理效果。

依据健康管理的概念及社区组织理论的内涵，结合老年人群体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基于社区组织理论的老年人

“SMG”健康管理模式，该模式通过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互助管理（mutual-management）、

（group-management）的多级整合管理视角实施健康管理，力图实现健康管理的自主化、互动化和持久化，

动老年人的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SMG”健康管理模式中，三类管理虽涵盖范围有所不同，但核心目的均聚焦于提升被

管理者的自我效能即自我健康管理能力，这是该模式的关键所在。

同时，“SMG”健康管理模式又分三个层次递进实施，社区老年人得到充分“授权”，以“主人翁”的视

决自身及社区的健康问题，实现自我效能的最大化。第一层，针对老年人个体，培养其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与管理能力，如自

我保健意识、主动就医意识，自我健康评估能力、自助医疗设备使用能力等。第二层，在前一层的基础上，培

健康管理意识与管理能力，将同社区内的老年人按社会网络关系配对结伴，结合点可根据情感亲疏、居家距离

等进行选择，必要时可引入志愿者或社会工作服务人员参与配对，形成互助管理。第三层，在前两层的基础上，

康管理。团体可按病种或社区划分，由于其成员常面临着共同的健康问题，因此对实施某些特定目标也会有着

这也为团体健康管理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SMG”健康管理以家庭、社区及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依托，健康管理的主体包括老年人自身及相关管理及服

机构。在健康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强调社区组织对识别、评估和解决人群健康问题的作用，研究人员及社区工作人

演健康管理指导者的角色，辅助三类管理的实施与开展。

该模式从“SMG”的多级整合管理的视角解决了老年人健康管理“谁来管”“管什么”及“如何管”的问题

经建立，已在山西省太原市、浙江省衢州市等地作为试点或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予以实施，效果良好。“SMG

的建立除可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外，还可激发其社会参与度及幸福感，有利于让老年人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

其安度晚年提供基础性保障，继而为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营造和谐社会奠定基础。（作者单位：山西

学）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874104,71403155”、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8B205”、山西省高等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801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持晨，山西医科大学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博士后，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国家二

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三晋英才”，山西医科大学健康管理团队负责

为健康管理与健康行为学，长期致力于老龄化、空巢化问题应对及老年人慢性病社会与行为防治。先后主持国

金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27项。发表学术论文80篇，其中

SCI/SSCI/CSSCI收录15篇，申请国家软件著作权3项，开发健康管理平台2项，撰写学术著作5部，参与发明专

原文链接：探寻老年人健康管理模式

Page 2 of 3《山西日报》报道我校教师张持晨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

2020/1/6http://www.sxmu.edu.cn/info/1050/13776.htm



Copyright © 2016 sxmu.edu.cn All rights reserved                        山西医科大学网络中心主办 晋ICP备05000478号 总访问量： 11197657 今日访问

历史沿革

现任领导

学校章程

管理机构 教学辅助单位 教授名录

教学名师

心理咨询

就业指导

资助管理

研究生招生

继续教育招生

教学督导

精品课程

专业建设

第二医

口腔医

汾阳医

科研机构

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Page 3 of 3《山西日报》报道我校教师张持晨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

2020/1/6http://www.sxmu.edu.cn/info/1050/1377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