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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AI 技术正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AI 技术为健

康养老服务的智慧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本文通过剖析 AI 技术在智慧化养老服务行业中的应用

现状，提出 AI 技术对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群构建及人才培养的具体应用，总结 AI 赋能高职院校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群构建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议，以期能够为 AI 技术背景的高职院校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与管理专业群构建提供有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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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penetrating into all 
fields of society. In the field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I technology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ntelligent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s.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of smart health elderly car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groups, summarizes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health elderly car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group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nabled 
by AI,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health car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grou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AI technology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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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的现如今，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行业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智能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

群建设与老年群体生活福祉休戚相关，同时也关乎社会

和谐与稳定发展[1]。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

能被广泛用于各领域，也为智能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

业群建设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重点探究 AI 赋能高职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群构建路径，以期能够提

升专业人才的智能化应用和管理水平，继而满足老龄化

社会下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人才需求。 

1 智慧化养老服务与管理行业的AI技术应用现状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与管

理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养老环境，具体表现为：（1）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AI 技术可提升养老服务的个性化与智

能化，借助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技术，实时收集与分析老

年人生活数据，将精准化服务提供给老年人[2]。（2）智

能照料系统。智能照料系统纳入 AI 技术，通过智能摄

像头与传感器，对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

处理潜在安全隐患。AI 赋能下的智能照料系统也可为老

https://ije.oajrc.org/


林丽，郑楚巾，王艳，刘艳琳                             AI 赋能高职院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群构建路径研究 

- 147 - 

年人提供生活辅助与健康监测服务，以减轻老年人生活

负担，提升其幸福感。 
2 AI 技术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中的具体应

用 
2.1 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 
在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研发中，首要关注的是其

导航与交互功能。机器人应具备自主导航能力，通过预

设的算法和传感器技术，实现无障碍的移动和定位。智

能交互功能也是机器人研发的重要方面。通过友好的界

面设计、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机器人能够

与老年人进行顺畅的沟通，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个性

化的关怀和服务。这种交互方式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减轻了照护人员的负担[3]。 
照料与护理功能是养老服务机器人的核心功能之

一。机器人应能够协助老年人行动，帮助他们完成日常

起居任务，如进食、洗澡等[4]。机器人还应具备提醒用

药、监测心率血压等健康指标的能力，确保老年人的健

康得到全面的关注和管理。这种智能化的照料方式提高

了老年人的生活独立性，降低了人工照料的风险和成本。 
监测与预警功能是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又一亮

点。通过内置的传感器和摄像头等监测设备，机器人能

够实时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发出预警
[5]。这种智能化的监测方式提高了老年人的健康安全意

识，为他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2 基于大数据的健康管理与疾病预防 
在健康管理与疾病预防领域，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智能化手段收集与分析

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可以有效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为

疾病预防提供有力支持。 
2.2.1 健康数据收集与分析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关注

自身的健康状况。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各类智能设备如

智能手表、智能血压计等应运而生。这些设备能够实时、

准确地收集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如血压、血糖、心电图

等[6]。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健

康隐患，为老年人提供及时的干预建议。例如，某公司

研发的一款智能手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实时监

测老年人的心率、血压等关键指标，当发现异常时，会

立即发出警报，提醒老年人及时就医。 
2.2.2 疾病预警与预防 
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对老年人进行疾病预

警和预防。通过对健康数据的深入挖掘，可以预测出老

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从而提前采取干预措施，降

低疾病的发生概率[7]。大数据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个性

化的健康建议，如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喜好，定制

合理的膳食计划、运动计划等，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

平。 
2.2.3 精准健康管理 
在健康管理中，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实现精准化、个

性化的管理。通过对老年人健康数据的实时跟踪和分析，

可以了解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变化，从而为其制定更

为合适的健康管理方案[8]。例如，对于一位具有痰湿质

倾向的老年人，医生可以建议其注意饮食习惯、适度运

动等，以改善体质。这种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可以

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减轻其心理压力。 
2.3 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的建设与推广 
多元化服务内容方面，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应全面

覆盖老年人生活、健康、娱乐等各个方面。设备通过物

联网技术与 AI 算法进行联动，实现了对老年人日常生

活的实时监测和预警。系统能够实时监测老人的日常活

动，一旦发现老人跌倒、异常活动或紧急求助情况，系

统会迅速向家属或监护人发出通知，从而实现快速反应

和即时干预[9]。此外，系统还能够跟踪老人的睡眠体征，

记录其每日状态，帮助家属更好地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 
在智能化管理服务流程方面，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

应具备在线预约、智能排班、评价反馈等功能。通过在

线预约，老年人可以方便地选择所需服务，如健康咨询、

家政服务等。系统能够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资源情况，

自动进行床位调整、入住分派等操作，确保服务的及时

性和有效性[10]。通过评价反馈功能，老年人和家属可以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和反馈，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宣传推广与培训方面，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需要通

过举办培训活动、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提高老年人对

智能技术的认识和运用能力[11]。通过专业的培训课程和

模拟演练，让老年人掌握智能设备的操作方法和使用技

巧，帮助他们更好地享受智能化养老服务。通过宣传推

广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可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

从而提高平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AI 赋能高职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群构

建的挑战与发展建议 
3.1 AI 技术在养老服务产业中推广受到一定局限 
AI 技术在居家养老智能监控、生命体征监测和远程

护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人才的匮乏、技

术普及仍面临挑战[12]，虽然 AI 技术在养老行业的推广

能有效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但中国老年人对智能产品接

受度较低，许多老人在使用中容易遇到技术障碍[1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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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培养充分的专业人才进行智能化设备使用技术普及

是智慧养老服务推广的关键。 
3.2 提升高职院校师生的 AI 素养与技能 
在职业教育领域，AI 技术的引入为培养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为了充分发挥 AI
技术的作用，职业院校在智慧化养老服务与管理人才培

养方面，需要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在课程设置方面，高职院校应紧跟时代步伐，积极

引入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为师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这些课程应涵盖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技术应用以及前

沿发展动态，帮助师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14]。通过系

统学习，师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在实际工作中的

应用场景，提升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随着 AI 技术的

不断进步，职业院校还应及时调整课程设置，确保教学

内容与产业发展趋势相匹配。 
在实践教学方面，高职院校智慧化养老服务与管理

人才培养应强化智慧化管理、智慧化养老服务方面实践

教学环节，通过案例分析、项目驱动等方式，提高师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校应鼓励师生积极参与技能竞

赛和实践活动，将最新竞赛标准融入教学标准与教学内

容，通过竞争和交流拓展视野、积累经验、强化技能，

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3 加强行业、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与交流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重要合作形式。

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领域，高职院校与企业可以共同开

展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15]。通过共享研发资源、市场信

息等，实现优势互补，加速智慧健康养老产品的创新和

升级。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智

能化、个性化发展，提高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 
产学研一体是高职院校与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专

业企业之间进行深度合作的有效模式之一。在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领域，通过产学研合作，可以共同研究解决智

慧健康养老服务中的实际问题。例如，针对智慧健康养

老产品的用户体验、数据安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智慧健康养老

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高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4 结论 
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中，AI 技术展现出了巨大的潜

力。通过智能识别技术，可以实现对老年人健康状态的

实时监测和预警。结合数据分析，AI 算法能够深入挖掘

健康数据中的隐藏信息，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

议。智能决策技术的应用，使得养老服务更加精准、高

效，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构建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与管理专业群的过程中，高职院校需要整合资源、优

化课程、提升教学质量。通过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外部

资源的紧密合作，可以共同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课程资

源。利用 AI 技术，可以实现对教学过程的实时监控和

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通过不断提升教学

质量，可以培养出更多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AI 技术与

高职院校的合作模式呈现出多样化、创新化的特点。通

过校企合作，可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实践教

学活动，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产学研

合作模式的兴起，为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群的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通过产学研紧密结合，可以推

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创新发展，为相关产业注入新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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