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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比较心理干预，卫生常识，军政训练 ) 种教

育模式对新兵心理健康的影响, 方法：)"" 名新兵随机分成 )
组：心理干预（G 组 ) T !""），卫生常识（U 组 ) T !""），军政

训练（= 组 ) T !""），分别采用 ) 种不同的教育模式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采用症状自评量表（?=V#&"）评定 ) 组新兵在接受

不同教育模式前后（间隔 ) 2<）的心理健康状况，并进行比较

分析, 结果：G 组集训前后总分、阳性项目数、各因子分（除强

迫症状、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和 U 组集训前后总分、阳性项

目、各因子分（除强迫症状、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均有

显著性差异（8 Y ", "+）；= 组集训前后各因子分（ 除敌对）均

无显著差异（8 Z ", "+）, G 组效果与 U 组比较（ 除强迫、精神

病性、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有显著关异（8 Y ", "!）；U 组效

果与 = 组比较（除恐怖、偏执、强迫、精神病性、敌对和人际关

系敏感）有显著差异（8 Y ", "+）；G 组效果与 = 组比较（ 除强

迫、精神病性和人际关系敏感）有显著差异（8 Y ", "!）, 结论：

对新兵进行系统的心理干预是提高士兵心理健康水平和部队

战斗力最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关键词】心理干预；新兵；精神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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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引言

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新兵心理健康的状况，这

不仅因为新兵群体在应激后所产生的心理障碍较其

他人群高，而且新兵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到

部队整体素质，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 研究表明，

在新兵中由于环境适应和心理应激调节不良，约有

!+, "’[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 $］, 因此，

在新兵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部队适应新军事变革

的重要课题［)］, 目前，在基层部队中虽然已经开展新

兵的心理健康教育，但重视程度与采取的相应措施各

不相同，仍然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卫生

常识教育与严格的军政训练在提高新兵心理健康方

面已经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此，本研究拟通过比较心

理干预与其他教育对新兵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探讨

不同教育方式的作用，为优化部队教育模式，深入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纠正错误认识提供科学依据,

GF 对象和方法

G, GF 对象F $"") 年入伍男性新兵 )"" 名，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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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 #$% !）岁% 随机分为 & 组，心理干预组（’
组）#"" 名，卫生常识组（( 组）#"" 名，军政训练组（)
组）#"" 名% & 组在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年龄等方面

均无显著差异%
!% " # 方法 # 采用调查问卷法，使用症状自评量表

（*+,-./, 0120345*. 6"，7)896"）［# : ;］% 统计指标为总

分、阳性项目数及各症状因子分% 6" 个项目采用 # <
= 的 = 级评分，即 # > 没有，! > 很轻，& > 中等，; > 偏

重，= > 严重% 全部新兵在入伍 # ?3 < & ,/ 集训结束

时分别进行自评，评定中使用统一指导语% 为了避免

人数对评定效果的影响，将全部新兵分成若干组，每

组不超过 &" 人，个人独立完成，当场回收量表，同时

检测量表有效性% 获得有效问卷 !@A 份（’ 组 $@ 名，

( 组 6! 名，) 组 6@ 名），有效率为 6!B % & 组新兵同

时参加集训期军政科目训练% 在此基础上，’ 组主要

采用集体心理教育方式，每周开设 ! 1 心理卫生课，

由部队心理医师负责实施，内容包括：军人健康心理

的标准、角色适应、人际关系及挫折心理教育等% 形

式包括：讲座，观看心理教育录像，同时进行集体座

谈与集体咨询% ( 组采用集体卫生常识教育课程，内

容包括：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常见传染病的防治、

训练伤的防护、战伤救护知识等% ) 组不采取其他任

何形式的干预，只完成常规军政训练科目%
统计学处理：使用 7C77#"% "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

分析，! 检验与方差分析% " D "% "=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组内 %&’()* 测试比较# 在 & 组集训前后 7)89
6" 各项因子比较，结果显示：’ 组总分、阳性项目、除

强迫症状、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各因子分均有显

著性差异（" D "% "#）；( 组比较总分、阳性项目、除强

迫症状、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及其他因子均有

显著性差异（" D "% "=）；) 组（除敌对）均无显著差异

（" E "% "=，表 #）%

表 #F 心理干预前后 & 组 7)896" 各项因子比较 （# $ %）

项目
’ 组（& > $@）

干预前 干预后

( 组（& > 6!）

课前 课后

) 组（& > 6@）

训练前 训练后

躯体化 #% @ G "% @ #% = G "% AH #% @ G "% A #% A G "% AH #% @ G "% A #% @ G "% AI

强迫 #% $ G "% = #% $ G "% = #% $ G "% A #% $ G "% = #% $ G "% = #% $ G "% ;

人际关系敏感 #% @ G "% = #% = G "% =H #% @ G "% = #% ; G "% =H #% @ G "% A #% = G "% A

抑郁 #% @ G "% A #% ; G "% =H #% @ G "% A #% A G "% AI #% @ G "% A #% @ G "% =

焦虑 #% @ G "% A #% ; G "% AH #% @ G "% A #% = G "% AH #% @ G "% A #% @ G "% =

敌对 #% A G "% = #% ; G "% =H #% A G "% = #% = G "% =H #% A G "% = #% = G "% ;I

恐怖 #% = G "% = #% ; G "% ; #% = G "% = #% = G "% ; #% = G "% = #% = G "% ;

偏执 #% A G "% = #% ; G "% =I #% A G "% = #% A G "% = #% A G "% = #% A G "% ;

精神病性 #% = G "% = #% = G "% ; #% = G "% = #% = G "% ; #% = G "% = #% = G "% ;

阳性项目 ;"% & G !"% 6 !=% " G !"% "H ;#% ! G !"% ! &!% @ G !"% @H ;#% " G !"% 6 &6% # G !"% =I

总分 #;!% " G &$% ; ##6% @ G &@% $H #;#% A G &A% $ #&#% = G &6% $H #;!% ! G &;% @ #;"% & G &&% ;

I" D "% "=，H" D "% "# ’% 干预前，课前和训练前%

"$ "# 组间 %&’()* 测试比较# 干预后 & 组间 7)896"
各项指标得分的差值（J）间的比较，结果显示：’ 组

在总分、阳性项目，因子分（ 除强迫、精神病性、人际

关系敏 感 和 恐 怖）与 ( 组 比 较 有 显 著 差 异（ " D
"% "#）；( 组与 ) 组比较（除恐怖、偏执、强迫、精神病

性、敌对 和 人 际 关 系 敏 感）均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D
"% "=），’ 组在总分、阳性项目，因子分与 ) 组比较

（除强迫、精神病性和人际关系敏感）有显著差异（"
D "% "#，表 !）%

+# 讨论

军营是一个有着严肃纪律和成套行为规范的团

体% 新兵入伍前对军营的神秘感及初入陌生环境的

紧张感，必然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有所影响［=］% 因此，

新兵入伍首先面临的是心理和行为适应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兵入伍初期在躯体化、强迫

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等方面明显存在着分

值增高显示心理不适应% 采用不同干预方式的 & 组

新兵干预前测试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 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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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干预后 # 组间 $%&’() 各项指标得分差值 （! " #）

项目 * 组（$ + ,-） . 组（$ + (!） % 组（$ + (-）

躯体化 )/ !( 0 )/ 1(2 )/ ), 0 )/ )!3 )/ )1 0 )/ )45

强迫 )/ )1 0 )/ )# 6 )/ )1 0 )/ ,7 )/ )1 0 )/ -!

人际关系敏感 )/ !- 0 )/ #7 )/ !( 0 )/ )( )/ !- 0 )/ 1!

抑郁 )/ #4 0 )/ 1,2 )/ 14 0 )/ 7)8 6 )/ )! 0 )/ )(5

焦虑 )/ !( 0 )/ )-2 )/ 1( 0 )/ 1!8 )/ )1 0 )/ 195

敌对 )/ 1( 0 )/ 1): )/ )( 0 )/ 19 )/ )7 0 )/ 1(5

恐怖 )/ )! 0 )/ 1( 6 )/ )1 0 )/ 1# 6 )/ )1 0 )/ 14;

偏执 )/ 1( 0 )/ ,4: 6 )/ )1 0 )/ !4 )/ )1 0 )/ 1!;

精神病性 6 )/ )1 0 )/ ,4 )/ )1 0 )/ 1, )/ )1 0 )/ 17

阳性项目 14/ !( 0 1/ #72 ,/ 91 0 )/ 4,8 1/ (! 0 )/ 4!5

总分 !!/ #- 0 )/ (,2 1)/ ), 0 #/ -!8 #/ ,9 0 #/ (15

:% < )/ )4，2% < )/ )1 &# . 组；3% < )/ )4，8% < )/ )1 &# % 组；;% <

)/ )4，5% < )/ )1 &# * 组/

方式的效果存在差别/ 除强迫 # 组间人际关系敏感、

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均有不同的差别，这可能是由于

强迫症状、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等症状仅通过

短期的心理干预，卫生教育或军政训练是很难有所改

善的，这也与我们的预期结果相符/ * 组在接受心理

干预后各评分优于 . 组和 % 组/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

的心身状况对于心理干预、卫生教育和军政训练的敏

感性不同所造成的/ 总的看来，青年战士正处于智力

发展快、观察力强、情感丰富，但情绪体验迅速而不稳

定，为了给新兵积极的社会心理支持，结合 * 组新兵

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心理问题集体调适，特殊的心理

困扰个别干预［#］，针对性强，合理解决心理问题，收

到效果优于其他两组/ 本组资料表明通过心理健康

教育，* 组新兵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心理不适应

明显降低［7］/ 卫生常识教育在部队新兵集训中也是

不可缺少的课程，本组资料证实在卫生常识教育的过

程中，使该组人员增长了不少卫生防病知识，但在对

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对心理问题的自我调试等方面，

由于没有进行系统的心理健康知识训练，显示心理健

康水平提高的程度不如 * 组/ % 组没有进行心理干

预和卫生常识的训练，军事、政治训练的时间和强度

高于前两组，这体现了我军以往的单纯军政训练的教

育模式/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活节奏

加快，国际军事新格局的形成，促使各种压力不断增

强，军人面对的应激明显增加［-］/ 因此，要求新兵能

够尽快适应部队生活，以胜任军事职能/ % 组经过 #
=> 军政训练，前后测试结果提示心理不良率无明显

下降，表明军政训练在消除部队生活中的消极情绪，

减少心理应激的发生［,］，提高新兵心理健康水平上

效果不明显/
" " 总之，心理干预给新兵提供了心理帮助，使心理

得到良好发展，心理干预是使新兵尽快适应部队生

活［(］，增强应激能力最有效的方法/ 对新兵进行系统

的心理健康教育，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不可替代的

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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