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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系统心理素质训练对军人个性的影响/
方法：以《军人心理素质训练》为教材，对 &" 名（训练组）军人

进行为期 ’ 4= 的心理素质训练，有效被试 %& 人；同时选择生

活在同一营区的 &" 名军人作为对照组，有效例数 %% 人/ 采用

卡特尔 !’ 项个性因素问卷（!’CZ），对训练组和对照组军人

于训练前后进行团体心理测评/ 进行干预前后两组样本的成

组 ? 检验/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训练组训练后 !’CZ 中有

恒性、敢为 性 和 新 环 境 成 长 能 力 因 素 得 分 明 显 升 高（9 ]
"/ "*），忧虑性得分明显降低（9 ] "/ "*）；训练前两组 !’CZ 各

因子得分均无显著差异（9 ^ "/ "*）；" 与对照组相比，训练组

士兵训练后 !’CZ 中有恒性、敢为性因子得分明显升高（9 ]
"/ "*）；训 练 前 两 组 !’CZ 各 因 子 得 分 均 无 显 著 差 异（9 ^
"/ "*）；# 与对照组相比，训练组士官训练后 !’CZ 稳定性因

子得分明显升高（9 ] "/ "*），适应与焦虑因素得分明显降低

（9 ] "/ "*）；训练前两组 !’CZ 各因子得分均无显著差异（9 ^
"/ "*）；$ 与对照组相比，训练组军官训练后 !’CZ 乐群性因

子得分明显升高（9 ] "/ "*），忧虑性因子得分明显降低（9 ]
"/ "*）；训 练 前 两 组 !’CZ 各 因 子 得 分 均 无 显 著 差 异（9 ^
"/ "*）/ 结论：系统的心理素质训练对培养军人某些个性特征

有较好的效果，不同层次的军人训练效果不同/
【关键词】心理素质训练；人格；卡特尔 !’ 种个性因素问卷；

军事人员；精神卫生

【中图号】‘!&*/ !+ + + 【文献标识码】N

DE 引言

军人职业的高风险和军事活动的高压力使军人

承受着较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需要军人具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 既往有关军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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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军人心理素质亟待提高［! " #］$ 当前，全军各部

队对维护军人的心理健康、提高军人心理素质对部队

建设的重要意义虽已有共识［%］，但对如何提高军人

心理健康水平，如何增强军人心理素质，还停留在现

状的调查、理论探讨和零星的干预研究方面［& " ’］$ 本

研究以《军人心理素质训练》［(］为教材，对某部队军

人进行了心理素质训练干预实验研究，以期探讨心理

素质训练对军人个性的影响，为开展军人的心理健康

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促进军人心理的健康成长和提

高军事训练的效率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 对象和方法

!$ !" 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某部队

生活在同一营区的军人 !’) 名$ 剔除未能参加完整

训练对象和无效的问卷，有效样本量为 !%& 人，训练

组 *( 人，对照组 ** 人$ 军官+士官+士兵分层比大约

是 !+,+#$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男性 !## 人（(,$ -.），

女性 !, 人（*$ *.）$ 年龄 !* / -%（,!$ # 0 #$ )）岁$
军龄：! 1 %’ 人（-*$ #.），, 1 ,* 人（!*$ #.），- 1 !&
人（!)$ -.），# 1 及以上 %% 人（-#$ (.）$ 文化程度：

小学 ! 人（)$ &.），初中 -) 人（!($ ,.），高中（中专）

(- 人（%($ &.），大专及以上 -, 人（,)$ %.）$ 级别：

士兵 ’% 人（%#$ ,.），士官 #* 人（-)$ !.），军官 ,#
人（!%$ *.）$ 独生子女 *) 人（##$ *.），非独生子女

’& 人（%%$ -.）$ 来自双亲家庭 !#, 人（()$ (.），单

亲家庭 ( 人（%$ ’.），其他家庭 % 人（-$ ,.）$ 经均衡

性检验，训练组和对照组在性别、年龄、军龄、文化程

度、级别、是否独生子女及家庭结构等均达到均衡（!
2 )$ )%）$
!$ #" 方法

!$ ,$ !3 训练教材3 以《军人心理素质训练》为教材，

围绕军人心理素质训练的积极适应、持续发展、主动

创造 - 个训练目标和军人心理素质（适应军营环境、

适应军营生活、适应人际交往、学会做人、发展军事技

能、发展个性、发展社会性和发展创造性）’ 个方面的

训练内容，构建训练内容体系［!)］$
!$ ,$ ,3 训练方法

!$ ,$ ,$ ! 3 专题报告 3 按照军人心理素质的基本构

建，选择了 ’ 个与军人心理素质密切相关的主题作为

讲座内容，如军人心理素质训练的模式、原则、内容和

方法，军人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干预，军人良好人际关

系的建立与维护，军人良好个性的培养等，由从事军

人心理素质训练的专业人员对训练组和对照组进行

为期 # 4 每次 , 5 的专题讲座$
!$ ,$ ,$ ,3 策略训练3 此阶段是军人心理素质训练的

核心阶段$ 我们从《军人心理素质训练》中选取 !’ 个

与军事活动和军人心理发展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内容

进行策略训练$ 内容：（!）军人角色适应训练；（,）

军训焦虑的调控；（-）军训中心理表象的应用训练；

（#）军事训练中的高原现象；（%）克服自卑训练；

（&）应对孤独训练、（*）嫉妒心理的克服；（’）学会

赞扬；（(）学会宽容；（!)）学会解脱；（!!）认识自我

训练；（!,）接 纳 自 我 训 练；（!-）学 会 有 恒 训 练；

（!#）学会自强训练；（!%）学会竞争与合作；（!&）应

对挫折训练；（!*）成功心理训练；（!’）心理战的心

理训练$ 训练由 , 名经过系统理论和实践培训的心

理学专业人员主持进行，训练组分为 , 个组，每组人

数控制在 #) / %) 人，以保证参训者都能参与到训练

中来$ 每周安排 , 次训练，每次 ! 个专题，每次训练

时间 #) / &) 678$ , 个组训练内容循环交替进行，每

个组都先后完成了 !’ 个专题训练内容$ 整个策略训

练阶段历时 - 69，训练共进行 -& 次$ 对照组不参加

策略训练，自行阅读训练教材$ 每个专题训练又分为

# 个相互衔接的环节：! 创设情境，激发共鸣；" 介

绍知识，激励参与；# 设计活动，策略训练；$ 反思

内化，提升品质$
!$ ,$ ,$ -3 反思内化3 由心理学专业人员用 ! 69 时

间深入到基层连队，和基层官兵一起交流、讨论，以了

解其在日常训练中是否运用前一阶段学到的心理策

略和知识$ 主要采取阅读思考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章、

故事，同时通过自测练习，了解其心理素质水平$ 通

过阅读思考、讨论等形式，让其有所思、悟、感、得$ 训

练组系统参加全部 - 个阶段的心理素质训练，对照组

只参加专题报告阶段的心理健康讲座，随后自行阅读

训练教材$
!$ ,$ -3 训练效果的评价3 采用卡特尔 !& 项个性因

素问卷（!& :;<=981>7?@ A1B?9<= CD;=?798817<;，!&EF）［!!］

对训练组和对照组进行训练前后的团体测试$ !&EF
测验共有 !’* 题，采用三级评分，问卷以 !& 种相对独

立的基本个性因素（即主要因素），# 项次级个性因素

类型和 # 项应用预测个性因素（ 即 ’ 种次级个性因

素）来评价个性特征$ 其中，主要因素包括：乐群性

（G），聪慧性（H），稳定性（I），恃强性（J），兴奋性

（F），有恒性（K），敢为性（L），敏感性（ M），怀疑性

（N），幻想性（O），世故性（P），忧虑性（Q），实验性

（R!），独立性（R,），自律性（R-）和紧张性（R#），次级

因素包括适应与焦虑型（S!），内向与外向型（S,），感

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S-），怯懦与果断型（S#），心理

健康因素（T! ），专业成就因素（T, ），创造能力因素

（T-），新环境成长能力因素（T#），对不同因素的组合

!"#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 +,- +./ 01,2）!334；!5（6）7 *))8：9 9 :&’(1;-< =>>’< ./’< ?1



进行综合性分析，从而全面评价个体的个性特点和心

理健康状况!
统计学处理：测试结果用 "#$%!多项心理测评

议［&’］处理，()((&&! * +,- ./01,23 进行统计学处理，

采用成组 ! 检验比较训练组和对照组军人训练前后

各因子分的差异!

!" 结果

!# $" 心理素质训练前后军人 $%&’ 各因子得分的比

较" 与对照组相比，训练组军人 心 理 素 质 训 练 后

&4)+ 有恒性、敢为性和新环境成长能力因素得分明

显升 高（ " 5 *! *6），忧 虑 性 得 分 明 显 降 低（ " 5
*! *6）；训练前两组 &4)+ 各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7 *! *6，表 &）!

表 &8 军人心理素质训练前后 &4)+ 各因子分的比较 （# $ %）

因子

训练前

训练组
（& 9 :;）

对照组
（& 9 ::）

训练后

训练组
（& 9 :;）

对照组
（& 9 ::）

< 4! = > &! = 4! ? > &! ’ 4! ’ > &! 6 4!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6! 4 > &! 6 6! 6 > &! A 6! : > &! A 6! 4 > &! A

B 6! : > &! = 6! A > &! = 6! : > &! = 6! : > &! 6

+ 4! & > &! : 4! * > &! : 4! & > &! : 4! ’ > &! ?

C 6! * > &! 4 6! & > &! = 6! = > &! =D ?! A > &! 6

E 4! = > &! ? 4! & > &! 6 4! 6 > &! AD 6! ; > &! ’

F 6! = > &! = 6! ? > &! ? 6! ? > &! : 6! A > &! =

G ?! 6 > &! A ?! 6 > &! A ?! 4 > &! : ?! = > &! 6

H 6! = > &! ? 6! ? > &! 6 6! ? > &! ? 6! ’ > &! ?

I 6! 6 > &! = 6! A > &! 4 6! 6 > &! ? 6! 6 > &! =

J 6! ? > &! 4 6! 6 > &! : ?! ; > &! 4D 6! ? > &! ?

K& ?! A > &! 4 ?! ; > &! ? ?! : > &! = ?! A > &! ’

K’ ?! 6 > &! ? ?! : > &! 6 ?! : > &! = ?! ? > &! &

K= 6! ’ > &! ? 6! = > &! 6 6! = > &! & 6! ’ > &! ?

K? 6! A > &! 6 6! ; > &! 6 6! A > &! A 4! * > &! ?

#& 6! ? > &! & 6! ? > &! = 6! ’ > &! ? 6! ? > &! ’

#’ 4! = > &! & 4! ’ > &! = 4! = > &! = 4! & > &! *

#= 6! ? > &! & 6! ? > &! & 6! ? > &! = 6! = > &! &

#? ?! ; > *! ; 6! * > *! A ?! ; > *! 4 6! * > *! :

L& 6! 6 > &! ’ 6! 6 > &! = 6! : > &! 6 6! 6 > &! =

L’ 6! * > &! ’ 6! & > &! & 6! ’ > &! ’ ?! ; > &! =

L= ?! ’ > &! ’ ?! ’ > &! = ?! 6 > *! ; ?! ? > &! =

L? ?! ? > &! ? ?! ? > &! = ?! A > &! &D ?! 6 > &! &

D" 5 *! *6 ’% 对照组!

!# ! 心理素质训练前后军人 $%&’ 各因子得分的分层

比较" 按级别不同，将被试分成士兵、士官和军官分

层比较，比较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前后 &4)+ 各因子

分的差异!
’! ’! &8 心理素质训练前后士兵 &4)+ 各因子得分的比

较8 与对照组相比，训练组士兵心理素质训练后 &4)+
有恒性、敢为性因子得分明显升高（" 5 *! *6）；训练前

两组 &4)+ 各因子得分均无显著差异（" 7*! *6，表 ’）!

表 ’8 士兵心理素质训练前后 &4)+ 各因子分的比较（# $ %）

因子

训练前

训练组
（& 9 ?=）

对照组
（& 9 ?’）

训练后

训练组
（& 9 ?=）

对照组
（& 9 ?’）

< 4! = > &! ’ 4! ? > &! ’ 4! & > &! 6 4! * > &! 4

@ ?! & > &! ; =! A > &! A ?! 4 > &! : ?! : > &! ;

$ 6! ’ > &! = 6! 4 > &! A 6! ? > &! : 6! : > &! ;

B 6! ; > &! ’ 6! ; > &! 6 6! 4 > &! ’ 6! ; > &! 6

+ 6! ; > &! A 6! ; > &! : 4! 6 > &! 4 4! ’ > &! =

C ?! : > &! 4 ?! ; > &! ’ 6! ’ > &! ’D ?! : > &! 6

E 4! * > &! = 4! * > &! ? 4! ? > &! 4D 6! A > &! ’

F 6! ? > &! ’ 6! = > &! * 6! 4 > &! : 6! ; > &! ?

G ?! ? > &! 6 ?! = > &! A ?! 4 > &! 4 ?! ’ > &! 6

H 6! = > &! & 6! : > &! = 6! = > &! ? 6! = > &! 6

I 6! A > &! ? 4! ’ > &! = 6! : > &! 6 6! 4 > &! =

J 6! 4 > &! 4 4! * > &! 6 6! * > &! 4 6! = > &! ?

K& 6! * > &! ? ?! A > &! ? ?! 6 > &! = ?! 4 > &! *

K’ ?! ? > &! ? ?! A > &! ? ?! 4 > &! ? ?! = > &! &

K= 6! * > &! ? 6! * > &! ? 6! & > *! ; 6! & > &! 6

K? 4! = > &! * 4! & > &! 6 4! * > &! A 6! ; > &! 6

#& 6! : > *! ; 6! 4 > &! = 6! ? > &! = 6! ? > &! =

#’ 4! & > &! * 4! & > &! = 4! ? > &! & 4! & > &! *

#= 6! = > &! & 6! ? > *! ; 6! ? > &! = 6! = > &! &

#? 6! * > *! A 6! & > *! A ?! ; > *! : 6! * > &! *

L& 6! ’ > *! ; 6! = > &! = 6! : > &! ? 6! 4 > &! =

L’ ?! A > &! ’ 6!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 *

D" 5 *! *6 ’% 对照组!

’! ’! ’8 心理素质训练前后士官 &4)+ 各因子得分的

比较8 与对照组相比，训练组士官心理素质训练后

&4)+ 稳定性因子得分明显升高（" 5 *! *6），适应与

焦虑因素得分明显降低（" 5 *! *6）；训练前两组 &4)+
各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 *6，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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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士官心理素质训练前后 #$%& 各因子分的比较 （! " #）

因子

训练前

训练组
（$ ’ ()）

对照组
（$ ’ (!）

训练后

训练组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1 )+ . , #+ -

2 -+ 1 , #+ - )+ 1 , #+ 1 -+ . , #+ 34 )+ 1 , #+ 1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 $ -+ . , #+ 1

6 -+ ) , #+ $ $+ ( , #+ 3 -+ ) , #+ ) -+ 1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1 , #+ $ -+ ( , #+ 3 )+ 1 , #+ )

9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对照组+

(+ (+ !" 心理素质训练前后军官 #$%& 各因子得分的

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训练组军官心理素质训练后

#$%& 乐群性因子得分明显升高（% @ /+ /-），忧虑性

因子得分明显降低（% @ /+ /-）；训练前两组 #$%& 各

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表 )）+

!"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心理素质训

练，军人的某些个性特征和心理健康出现了明显变

化+ 表现为训练组军人有恒性、敢为性和新环境成长

能力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忧虑性得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提示系统心理素质训练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军人

的个性，使军人的责任感增加，自信心，敢作敢为和适

应环境的能力增强，军事作业效率提高，军事考核成

绩较训练前有明显进步+ 既往军人心理教育训练的研

表 )" 军官心理素质训练前后 #$%& 各因子分的比较 （! " #）

因子

训练前

训练组
（$ ’ #!）

对照组
（$ ’ ##）

训练后

训练组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1+ # , #+ )4 -+ - , /+ 1

0 -+ / , #+ )4 -+ # , #+ 3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5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4 -+ - , #+ ! -+ ! , #+ $ )+ . , #+ /

7 1+ ! , #+ ( -+ . , #+ ) 1+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4 )+ 3 , (+ / !+ 3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4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1+ ( , #+ # $+ / , #+ - $+ 1 , #+ 3 $+ # , #+ /

>! -+ 1 , /+ 3 -+ $ , #+ ) -+ / , #+ / -+ 3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1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3 -+ ! , #+ ! -+ ( , /+ -

?! )+ - , #+ ! )+ 3 , #+ 3 -+ / , /+ . )+ . , /+ 1

?) )+ ! , #+ !4 -+ ( , #+ 1 -+ ! , #+ / )+ 1 , #+ /

4% @ /+ /- &# 对照组+

究［$ B 3］发现，心理训练可降低情绪紧张性、提高军人

情绪的自我调控能力和应激的耐受力+ 研究认为，军

人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必须结合部队实际，

教育训练内容科学系统，教育训练方法灵活多样+ 本

次心理素质训练还较好地克服了既往心理素质训练

单项、零散、训练时间短、只注重认知忽视行为活动等

不足，能够立足部队实际，系统构建训练内容，科学安

排训练时间，精心设计训练活动，注重训练中军人心

理的不断反思内化+
进一步分层分析发现，不同人群训练效果有一定

差异+ 士兵层次，系统训练对士兵的个性的影响主要

是增加了士兵的有恒性、敢为性，对次级因素影响不

大+ 士官层次，系统训练效果较为明显，士官稳定性

因子得分明显升高，适应与焦虑因素得分明显下降+
参训士官个性变得更加成熟，情绪稳定，能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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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付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军官层次，系统训

练组军官乐群性因子得分明显升高、忧虑性因子明显

下降，参训军官性格变得更为热情、开朗，合作和适应

能力增强，情绪成熟而稳定! 由此看来，系统训练似

乎对不同层次的军人个性影响层面不一样! 研究也

发现，"#$% 许多因子得分出现了正性变化趋势，但未

达到统计学检验差异!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

样本量有一定的关系!
由此可见，军人心理素质训练应体现分层训练的

特点! 由于不同级别的军人的心理发展特点、军事任

务性质、作业方式等都不一样! 因此，军人心理素质

训练在训练内容、训练方式、训练途径以及训练重点

都应有所区别! 对于士兵，训练内容重点在心理适

应，应采取游戏、竞赛等青年人喜欢的训练活动，这样

的训练效果会更好! 对于士官，由于他们已对军营生

活基本适应，训练的重点应放在心理发展层面，如如

何成才，如何发展军事技能，如何适应婚姻家庭生活

等，训练方式可采用较多的认知活动和讨论等形式!
对于初级军官，训练重点应放在如何调整自身心理，

适应初级领导岗位! 另外，婚姻家庭适应也是一个训

练重点! 因此，进行基本的军事心理和管理心理的知

识和技能的训练是重点，训练形式可采用认知、角色

扮演等形式；对于中级军官，军事心理策略、心理战的

战略等是训练的重点，另外，二次职业适应也是训练

的重要内容，认知是训练的重要形式；对于高级军官，

军事心理决策和领导艺术是训练的重点，认知是训练

的主要形式! 总之，军人心理素质只有体现分层训练

的特点，训练才能起真正实效!
军人心理素质训练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构建系统

科学的理论体系，探寻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法是进行军

人心理素质训练的前提和基础! 近年来，我们在这方

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广泛调查和理论思考的基础

上，构建的较为系统的训练体系［"&］，提出了军人心理

素质训练的“ 一、二、三、四、八”模式，即：! 一个训

练目的：以培养军人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军队战斗

力为根本目的；" 两个训练目标：积极适应，主动发

展；# 三个训练阶段：专题报告’策略训练’反思内

化；$ 四种训练途径：专题训练，军训渗透，思想政

治和咨询辅导；% 八个方面的训练内容：适应军营

环境，适应军营生活，适应人际交往，学会做人，发展

军事技能，发展个性，发展社会性和发展创造性! 我

们编写出版了训练教材［(］，在此基础上到部队进行

了系统的心理素质训练的实验研究! 下一步军人心

理素质应在军人心理的内容体系构建、训练方式方法

上体现各军兵种职业分类和级别分层训练的特点，注

重训练和军事作业的渗透性和衔接性，强调训练和军

事训练、思想教育的渗透与整合!

致) 谢：张艳、廖雅琴、秦爱粉、刘俊丽、王江澜、姜巍、戴琴、

汪凤和张均参加了训练实验和部分数据统计工作；本研究得

到罗旭东、吴树洪、王伟林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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