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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个性特征、应对方

式及心理健康的关系- 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OA,#&"）、

2PQ 和应对方式量表，对参加军事演习的某部队 &*+ 名军人

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结果：! 应激军人 OA,#&" 得分，除抑郁

外，各因子分显著地高于军人常模- 2PQ 的 ’ 个纬度，除 , 外，

P、2、F 显著地高于军人常模- 而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显著低

于国内常模-" 积极应对与其 OA,#&" 的总均分呈现明显负

相关，而消极应对则与之呈明显正相关；P、2、F 与消极应对

方式呈显著正相关，P、, 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 从

对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心理健康状况作用大小来看，消极应

对方式的作用最大，依次为 P、F、,、积极应对-$ F 和消极应

对对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是显著的-
结论：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健康受个性特征与应对方

式的影响-
【关键词】个性特征；应对方式；OA,#&"；军人；军事应激

【中图号】R!&+S ! 【文献标识码】H

EF 引言

军人的职业特点意味着军人要经常面对军事应

激，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

到军事训练效率，关系到军事任务的完成- 军事应激

对军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明显影响［!，$，)］- 已有研究发

现，个性特征与应对方式，在心理问题的发生中起着

重要作用 ，应对方式是应激与心理健康的中介［’，+ ］-
当前，国内心理学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军事应激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上，缺少对个性特征、

应对方式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内在心理机制的探讨

研究- 本研究着重分析个性特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

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探讨个性特征、应对方式作用于

心理健康状况的内在心理机制- 以期为开展应激条件

下军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训练、心理咨询和

治疗，促进军人心理的健康成长和提高军事训练的效

率提供科学依据-

GF 对象和方法

G- GF 对象F 在军事演习期间对参加军事演习的某部

队 &*+ 名军人进行现场测试，获得有效试卷 &") 份，

合格回收率为 &!S 1*T，全部为男性，最大年龄 )&
岁，最小年龄 !1 岁，平均年龄为（$"S ’& U $S 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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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涉及士兵、士官和军官，兵种包括步兵、炮兵和侦

察兵等!
!! "# 方法

"! #! "$ 个性特征评定$ 采用龚氏修订的艾森克个性

问卷［%］进行测试，共 && 项 ，由 ’、(、)、* + 个分量

表组成! 主要调查精神质（’）、情绪稳定性（) ）、内外

向（(）、受试者的“ 掩饰”倾向（* ）! 应对方式评定：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0-1-23 45/-67 89:02 ;<28=
9-566>-?2，解亚宁等编制），该表共设 #@ 个条目，为

@ 、" 、# 、A四级评分，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

维度［B］! 心理健康状况的评定：采用国内外广泛应用

的症状自评量表 ,C*=D@［&］! 该量表由 D@ 个问题组成，

对每个问题采用 " EF 五级评分! 所有的测试使用统一

的指导语，以团体方式进行! 答卷当场收回!
统计学处理：应用 ! 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

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用 ,’,,"@G @ 软件进行统计

处理!

"# 结果

"$ !# 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 %&’()* 各因子、个性特

征和应对方式与军人常模的比较# 应激条件下军人

,C*=D@ 得分，除抑郁外，各因子分显著地高于军人常

模［D］! (’H 的 + 个纬度，除 * 外，’、(、) 显著地高于

军人常模［"@］! 而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显著低于国内

常模［""］（I>J "）!

表 "$ 应激军人 ,C*=D@ 各因子、个性和应对方式与常模比较

I>J "$ K2>68，89>63>?3 32L->9-568 >63 I L>0<28 15? ,C*=D@，(’H >63 45/-67 89:02 L>?->J028 （" # $）

M>495? N?.:.26 -6 89?288（% O D@A） N?.:.26 65?.（% O "D %%#） !
,5.>9-P>9-56 "G B@ Q @G %@ "G FF Q @G FB BG &&"J

RJ8288-L2=45./<08-L2 3-85?32? "G &+ Q @G %+ "G BB Q @G %@ AG F"BJ

S692?/2?856>0 8268-9-L20: "G &+ Q @G %F "G B& Q @G %" AG ""@J

T2/?288-56 "G %@ Q @G %@ "G %+ Q @G %@ "G #&B
N6U-29: "G %# Q @G %@ "G F# Q @G F# FG "F"J

V589-0-9: "G BA Q @G B@ "G %# Q @G %# +G B#BJ

’W5J-4 >6U-29: "G ++ Q @G FA "G AF Q @G +F FG FDBJ

’>?>65-3 -32>9-56 "G &@ Q @G %D "G %B Q @G %A FG B%"J

’8:4W59-4-8. "G %A Q @G F& "G F" Q @G F@ %G +%FJ

N?.:.26 65?.（% O "A #+F）

’8:4W59-4-8.（’） BG A@ Q AG #F FG F" Q #G DB "%G +FDJ

(U9?>L2?8-56（(） "#G +B Q AG FF "#G "% Q AG D@ #G %"#J

)2<?59-4-8.（)） ""G #% Q +G && "@G B+ Q +G &% AG #@AJ

*-2（*） ""G %D Q AG %" "#G #B Q AG %+ X +G &##J

)>9-56>0 65?.（% O &+%）$ $
N49-L2 45/-67 "G F" Q @G FD "G B& Q @G F# X "#G DB"J

’>88-L2 45/-67 "G #@ Q @G %# "G FD Q @G %% X "&G +@A3

J& Y @G @"，3& Y @G @@"!

"! "# 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个性特征、应对方式及心

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采用 ’2?856 相关法分别对个性

特征与应对方式、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应对方式与

心理健康作了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个性特征与应对

方式之间有部分相关! 个性特征的 ’、)、* 与 ,C*=D@
总均分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而与 ( 之间没有显著相

关! 但应对方式与 ,C*=D@ 总均分之间的相关都有显

著相关（I>J #）!

表 #$ 应激状态下军人个性特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I>J #$ N6>0:8-8 51 9W2 45??20>9-56 51 9W2 /2?856>0-9: >63 45/-67 89:02 Z-9W .269>0 W2>09W -6 .-0-9>?: 89?288 >?.:.26 （ ’）

M>495? N49-L2 45/-67 ’>88-L2 45/-67 ’ ( ) *
’>88-L2 45/-67 @G ABBJ

’ X @G "BAJ @G "BBJ

( @G "B+J @G @A% X @G @DAJ

) @G @"& @G A@BJ @G AF@J @G @&BJ

* X @G @F" X @G #F@J X @G +&@J X @G @&F> X @G +%"J

I59>0 .2>6 845?28 51 ,C*=D@ X @G @&A> @G A+FJ @G AA&J X @G @#% @G F#FJ X @G #D"J

>& Y @G @F，J& Y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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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个性特征、应对方式对心

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 以个性特征和应对方式作为自

变量，以 #$%&’( 总均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结果发现，) 因子中进入回归方程的有 * 个因子，

依次为：消极、+、,、%、积极应对，且 ! 回归系数有统

计学意义（ ! - (. (/）! 表明消极应对、+、, 可能会引

起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问题! 而 %、积极应对

则可 以 帮 助 军 事 应 激 条 件 下 军 人 减 轻 心 理 烦 恼

（012 3）!

表 3" 军人应激条件下军人个性特征、应对方式对 #$%&’( 总

均分的多元回归分析

012 3 " 4567891:817; :;<:;==8>? >@ 7>716 A;1? =B>:;= >@ #$%&’(，

C;:=>?1687D 1?E B>C8?< =7D6;

F7;A ! " # !

+1==89; B>C8?< (. G(H *. //) (. (((

+ (. /GG 3. I*J (. (((

, (. G)) J. G/( (. (((

% K (. (J/ K G. **G (. (//

LB789; B>C8?< K (. /G) K 3. J)) (. ((I

!! $# 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个性特征、应对方式对心

理健康作用的路径模型分析 " 依据复回归分析的结

果，以个性特征（+、M、,、%）、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消

极应对）作为自变量，以 #$%&’( 总均分作为因变量建

立路径模型! 如 N8< / 所示，个性特征的 , 和消极应对

对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直接效应，

而个性特征的 %、M、+ 和积极应对对军事应激条件下

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间接效应!

N8< /" +17O A>E;6 @>: 7>716 A;1? =B>:;= >@ #$%&’(，C;:=>?1687D 1?E
B>C8?< =7D6;

图 /" 个性特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作用的路径模型

"# 讨论

本研究发现，应激军人 #$%&’( 得分，除抑郁外，

各因子分显著地高于军人常模! M+P 的 H 个维度，除

% 外，+、M、, 显著地高于军人常模! 而积极应对和消

极应对显著低于国内常模! 积极应对维度与其 #$%&’(
的总均分呈现明显负相关，而消极应对维度则与之呈

明显正相关；本研究发现，人格特征对应对方式的影

响是明显的! +、M、, 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

+、% 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 这与国内外关于

个性特 征、应 付 方 式 与 心 理 健 康 相 关 分 析 结 果 一

致［H，/G&/H］! 说明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卫生状况在比

一般人群和平时军人差，受到个性特征和应对方式的

影响! 这可能与军事演习的艰苦环境和高强度的军事

作业军事应激环境下，军人生活条件差，军事作业强

度高、难度大，加之模拟战场的紧张氛围，造成人员关

系的紧张，给军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使军

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 另一方面说明积极应对

方式对心理健康起着积极的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则对

心理健康状况有着负面的影响! 同时也说明，“ 简易

应对方式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因其在不同的人群

中均发现同样的趋势!
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军事应激条件下

军人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应对方式和个性特征多因素

的影响! 从对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心理健康状况作用

大小来看，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最大，依次为 +、,、%、

积极应对! 已有的研究发现，精神质高的个体应激感

受性高［H，/H ］，这与本研究一致! 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

心理变量，个性特征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明

显的影响! 面临压力时，不同个性的人会出现不同的

反应，心理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有

区别，最终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健康水平! 从本研究的

结果来看，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 3 种个性维度中，

“精神质”、“情绪稳定性”、“纯朴性”在心理健康方面

的意义更突出，“ 精神质”、“ 情绪稳定性”与 #$%&’(
总均分呈明显的正相关，说明神经质越强、情绪愈倾

向于不稳定或情绪状态不佳，其心理健康水平愈低!
“纯朴性”与 #$%&’( 总均分呈明显的负相关，说明

“纯朴性”越好，其心理健康水平愈高! 同时，军事应激

条件下军人的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调节作用，培

养军人积极的应对方式，减少消极的应对方式，有利

于军人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根据路径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情绪稳定

性”和消极应对对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心理健康的直

接效应是显著的，而“纯朴性”和积极应对是通过“ 情

绪稳定 性”对 军 人 心 理 健 康 间 接 发 生 作 用，“ 精 神

质”、“内外向”通过消极应对对军人心理健康产生的

间接效应! 这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和“情绪稳定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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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对军人心理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但

是，总的路径模型分析的残差系数达到了 "# $%&，这可

能是由于其它潜在变量如生活事件、心理素质、生理、

社会因素等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证明!
本研究表明，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健康

受个性特征与应对方式的影响! 这就启示我们，在对

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应注意多种

因素，一方面从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入手，另一方面

着重培养军人对各种军事应激事件正确积极的态度，

形成正确的认知与评价，从而能够采用积极的应对方

式，提高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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