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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正河山

标准化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丰台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洁、韩洋、赵芳红、林庆、宋卫萍、吴美静、吴淑霞、王宏镭、于建平、

郑巧英、常丽艳、张小霞、信振江、赵静、刘秀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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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健康教育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健康教育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及要求、服

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辖区内常住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及其家属、监护人或照护者提

供的老年健康教育服务活动，为辖区内常住65周岁以下老年人及其家属、监护人或照护者提供老年健

康教育服务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39054  社区教育服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facilities 

以社区、家庭和居民为服务对象，承担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任务的公益性医疗机构。 

3.2  

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在需求评估的基础上，通过信息传播、教育和行为干预等方法，帮助个体和群体树立科学的健康

观念、掌握健康知识和技能、自觉采纳有利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活动及过程。 

4 基本要求 

4.1 管理要求 

4.1.1 老年健康教育服务内容应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和时效性，通俗易懂。 

4.1.2 老年健康教育服务形式应与服务内容相适应，宜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老年健康教育服务。 

4.1.3 服务全过程中，应密切关注老年人的身体情况，采取措施对突发事件进行防范和应急处置。 

4.1.4 应制定工作职责、岗前培训、健康教育资料管理、档案信息管理、设备管理、安全与应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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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评价等各项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 

4.1.5 应制定年度老年健康教育服务工作计划，并按照计划组织实施。 

4.1.6 应及时、全面、准确记录健康教育活动，及时整理归档，合理分类、方便查找。 

4.1.7 开展老年健康教育服务时，不应涉及药品、保健品推销等任何商业行为。 

4.1.8 宜动员所属辖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会）提供健康教育场地和健康宣传栏，推进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会）的自我健康宣传团队建设。 

4.2 人员 

4.2.1 应配置与所提供的老年健康教育服务内容相匹配的服务人员，包括专兼职健康教育人员和医务

人员。 

4.2.2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宜聘请与健康教育服务内容相应专业和资质的教师、专家、志愿者参与老年

健康教育服务。 

4.2.3 服务人员应符合 GB/T 39054的相关规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a) 具备与岗位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基本的健康教育理论、方法和技能； 

b) 具备提供健康教育服务的理念，能够将健康教育与日常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 

c) 具备良好的组织、沟通与协调能力； 

d) 具备良好的讲解、示教（示范）、引导等干预能力； 

e) 具备社会资源整合能力，能够根据老年健康教育需求，协调组织开展老年健康教育服务，保证
服务质量； 

f) 具备敬老、爱老、为老等服务意识。 

4.2.4 服务人员提供具体的老年健康教育服务，并负责开展老年健康教育需求评估、制定老年健康教

育服务计划、对服务情况和健康教育效果进行评价、对服务实施进行持续改进。 

4.2.5 服务人员应定期参加健康教育培训，每年接受老年健康与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不少于

8学时。 

4.3 场地及应急物资 

4.3.1 应配备开展健康咨询活动和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的场地，并配备与服务功能相匹配的设施设备。 

4.3.2 开展健康咨询活动和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场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采光、通风效果好； 

b) 保持整洁卫生、清新美观； 

c) 环境相对安静，受外界干扰少； 

d) 安全标识、导向系统标识、无障碍标识等醒目、清晰、规范； 

e) 无障碍设施应满足GB 50763的要求。 

4.3.3 开展健康咨询活动和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的场地宜配备急救包及必备的急救设备。 

5 服务内容 

5.1 健康生活方式教育 

5.1.1  合理膳食教育 

宜按照 WS/T 556的指导原则和居民膳食指南相关内容，开展食物多样、合理搭配、营养均衡的膳

食教育。引导老年人饮食定时、定量，谷类为主、粗细搭配、荤素搭配，顿顿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适当多吃奶类、奶制品及豆制品，控制烹调油、添加糖和食盐的摄入量等。 



DB11/T 2118—2023 

3 

5.1.2  科学健身教育 

开展运动方式、运动时间、运动强度选择等科学健身教育。引导老年人根据自身情况和爱好适度

规律运动、循序渐进。 

5.1.3  心理健康教育 

开展积极认识老龄化和衰老的生命观教育。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心态，学会自我疏导，结合自身

情况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社会活动，开展求助互助和接纳配合照护人员等心理健康教育。 

5.1.4  其他健康生活方式教育 

开展规律作息、良好睡眠、戒烟限酒等其他健康生活方式教育。 

5.2 居家风险防控和应急教育 

开展预防跌倒、烧烫伤等居家风险防控和呼救自救、家庭急救常识等应急教育。 

5.3 疾病自我管理教育 

开展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骨关节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呼吸系统疾病、口腔疾病、传染病等

老年人群常见疾病的预防、监测、康复护理及合理用药等疾病自我管理教育。 

5.4 中医养生教育 

开展养生保健知识宣教等中医健康教育。积极运用中医理论知识和技术，在饮食起居、情志调

摄、食疗药膳、运动锻炼、穴位保健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养生保健、疾病防治等知识宣教和健康指

导。 

5.5 政策宣传 

开展老年人医疗和医保相关政策宣传。 

6 服务形式及要求 

6.1 提供健康教育资料 

6.1.1 应在日常诊疗、咨询、个性化健康教育、开展健康咨询活动、举办健康教育讲座时向老年人及

其家属、监护人或照护者提供健康教育资料。 

6.1.2 可在门诊大厅、候诊区、咨询台、观察室、输液室、病房等地放置或播放健康教育资料。 

6.1.3 健康教育资料包括印刷资料和音像资料。印刷资料包括单页、折页、健康教育处方和健康手册

等。音像资料为各种健康主题的视听传播资料。 

6.1.4 健康教育资料应通俗易懂，符合老年人阅读、收听和观看习惯。版面设计布局合理、整洁，重

点突出，图片清晰，符合老年人阅读需求。健康教育资料宜统一设计、制作。 

6.1.5 每年为老年人及其照护者发放老年健康主题的印刷资料不少于 3种，每年播放老年健康主题的

音像资料不少于 3种。 

6.2 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 

6.2.1 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健康教育宣传栏应位置明显，确保安全，字体适

宜，便于老年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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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宣传栏不少于 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健康教育宣传栏不少于 1个。

每个健康教育宣传栏的面积不少于 2平方米。健康教育宣传栏中心位置距地面 1.5米～1.6米。 

6.2.3 健康教育宣传栏应标明制作单位、制作日期，并定期更新。 

6.2.4 每年以老年健康为主题的健康教育宣传栏内容应不少于 1期。 

6.3 开展健康咨询活动 

6.3.1 健康咨询活动时，服务人员应对老年人友好、热情接待，主动协助老年人解决健康需求，采用

老年人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开展咨询服务。 

6.3.2 开展健康咨询活动时，可根据需要，提供： 

a) 体温、血压、血糖等测试； 

b) 健康素养、健康危险因素等问卷（量表）测量。 

6.3.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每年开展老年健康咨询活动不少于 4场。 

6.4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6.4.1 健康知识讲座时，授课人员应围绕主题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 

6.4.2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时，可通过现场答疑、交流互动等形式强化效果。 

6.4.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每年举办老年健康知识讲座不少于 4 次，其中中医药养生保健不少于 2

次。 

6.4.4 社区卫生服务站宜每年举办老年健康知识讲座不少于 2次。 

6.5 开展个性化健康教育 

6.5.1 在上门访视和门诊医疗时，应为老年人、家属、监护人或照护者有针对性的传播健康知识、传

授健康技能、指导健康行为。 

6.5.2 应对老年人基本情况、健康相关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包括性别、年龄、所患疾病、

健康状况、就医复诊、用药依从性、健康危险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其他有关因素等。根据评估结果，

明确主要的健康问题及健康危险因素，开展个性化健康教育。 

6.6 “互联网+”健康教育 

6.6.1 宜利用信息化系统，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服务。 

6.6.2 宜通过互联网为老年人及其家属、监护人或照护者提供健康教育资料、健康知识讲座等健康教

育服务。 

6.6.3 可通过微信、网络视频等多种方式定期开展老年健康教育咨询与指导。 

7 服务流程 

7.1 需求评估 

7.1.1 收集辖区内老年人健康相关信息，评估老年人社会人口学特征、老年人健康相关行为及影响因

素、老年人健康需求和可利用资源，确定优先干预的健康问题及健康危险因素，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7.1.2 识别明确辖区内老年人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健康危险因素、健康观念、健康知识与技能水

平、不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等，综合分析评估确定老年健康教育服务需求，宜参考《老年健康教育需

求评估表》撰写老年健康教育服务需求评估报告。《老年健康教育需求评估表》见附录 A。 

7.2 制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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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根据需求评估结果，结合老年人的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老年健康教育服务计划，包括内

容、形式、目标人群、时间、场所、设施设备等。 

7.2.2 老年健康教育服务计划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7.2.3 制定老年健康教育服务计划时，可结合老年健康宣传周、“敬老月”及联合国糖尿病日、全国

高血压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等时间节点。 

7.3 服务准备 

7.3.1 准备老年健康教育内容时应听取、收集老年人及其家属、监护人或照护者的意见和建议。 

7.3.2 服务开始前，安排好设施设备、场地、授课人员、服务人员、宣传资料等。 

7.3.3 开展健康咨询活动或举办健康知识讲座时，应提前通过网络、广播、公告、电话、短信等形式

告知老年人及其家属、监护人或照护者。 

7.4 服务实施 

7.4.1 根据老年健康教育服务计划，开展老年健康教育服务。 

7.4.2 服务结束后，应及时听取老年人的意见，做好后期回访工作。 

7.4.3 服务结束后，应整理保存下列健康教育服务记录和资料，包括文字资料、图片、影音文件等： 

a) 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可将方案、通知、信息总结等归档，填写《健康咨询活动记录表》，见
附录B； 

b)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可将通知、签到、课件、信息总结等归档，填写《健康教育讲座记录表》，
见附录C； 

c) 提供个性化健康教育应在健康档案中记录。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8.1 应定期对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满意度与投诉处理情况等进行评价，接受老年人及其家属、

监护人或照护者的监督。 

8.2 应开展健康教育效果评估，跟踪观察老年人的健康观念、态度、知识与技能、生活方式与行为、

疾病自我管理能力、健康状况及健康结局等变化情况，全面、客观评估健康教育效果，提供循证和决

策依据。 

8.3 及时总结老年健康教育的实用技术和有效做法，并应用到后续工作中。根据评估结果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查找原因，制定改进措施，对服务进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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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资料性） 

老年健康教育需求评估表 

老年健康教育需求评估表示例见表 A.1。 

表A.1 老年健康教育需求评估表 

需求评估的步骤 具体内容 评估结果 

1.评估社区老年人的社会人口

学特征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构成、经济收入、居

住方式等 
 

2.评估社区老年人主要健康问

题 

1.老年人疾病谱分析 

2.老年人死因构成分析 

3.老年人季节性高发病分析 

 

3.评估社区老年人健康相关行

为及影响因素 

1.老年人健康相关生活方式与行为分析（不合理膳

食、身体活动不足、吸烟饮酒等） 

2.不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社会文化、风

俗习惯、健康观念、知识、技能水平等） 

 

4.确定优先干预的健康问题及

健康危险因素 

1.对健康问题的后果严重性进行排序 

2.根据健康危险因素导致后果的严重性和可改变

性，进行优先排序 

 

5.评估社区老年人健康需求 

1.了解学习需求 

2.了解老年人对健康教育形式和媒介的喜好 

3.了解老年人对推荐健康知识、行为、技能的可接

受情况、存在困难和问题等 

 

6.评估可利用资源 

1.师资资源评估 

2.设备、设施、场地评估 

3.健康教育资料和小礼品评估 

4.其他支持性资源评估 

 

7.撰写需求评估报告 

一般包括社区基本情况、调查题目、调查目的、调

查人群、调查方法、调查内容、调查结果、发现的

主要问题及可能原因、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等，

为制定干预计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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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  

附 录 B  

（资料性） 

健康咨询活动记录表 

健康咨询活动记录表见表 B.1。 

表 B.1  健康咨询活动记录表 

咨询时间： 

活动主题：                           

活动地点：£本单位      £其它单位场所，为          

工作人员数量：      人（其中医务人员      人） 

活动形式： 

£咨询              £义诊              £发放/播放健康教育资料 

£现场体验活动      £其他：             

接受健康教育人员类别：                     

接受健康教育人数：     人（其中接受咨询人数：     人） 

横幅：     条                    宣传展板：     块                      海报：       张 

健康教育资料发放种类： 

单页：    种    份     折页：    种    份 

手册：    种    份     实物：    种    份 

图书：    种    份 

活动内容 

 

 

 

活动总结评价（附活动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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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附 录 C  

（资料性） 

健康教育讲座记录表 

健康教育讲座记录表见表 C.1。 

表 C.1  健康教育讲座记录表 

讲座时间： 

讲座主题： 讲座地点： 

师资情况： 

师资 1姓名：           单位：                          职称：         专业： 

师资 2姓名：           单位：                          职称：         专业： 

师资 3姓名：           单位：                          职称：         专业： 

健康教育资料发放种类： 

单页：    种    份     折页：    种    份 

手册：    种    份     实物：    种    份 

图书：    种    份 

讲座及活动内容 

活动总结评价（附活动现场照片） 

 

 

 

附后存档资料： 

£通知            £签到        £讲座讲义或幻灯片          £主要活动照片 

£发放资料小样    £评估资料    £信息/简报/小结            £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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