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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战时心理素质训练对培养海军院校学

员战时必备心理素质的影响作用, 方法：以战时心理素质训

练为方法，对具有抑郁型人格倾向及癔症型人格倾向的 !$)
名学员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人心理训练, 在训练前后，用 JJ#
=P，!+=Q 测试参训学员；在训练结束后，用自编的战时心理素

质训练效果主观评价表对受训学员进行训练效果的自我评

价；训练前后分别测试参训学员的体质量、台阶指数、上肢力

量、身体耐力等身体素质指标和生理机能水平, 按训练前后

分组，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训练后，抑郁高分组学员 J3，

E，@，1，Q，U，V，T!，T$ 得分较训练前升高（9 W ", "0）；

K4，=C，H，V>，V9，J3>，H9，X，G，T) 较训练前降低（9 W
", "0）, 训练后，癔症高分组学员 Y，=3，K4，@，U，V，M，T)

得分较训练前升高（9 W ", "0）；J3>，H9，P，X，G，T( 得分较

训练前降低（9 W ", "0）, " 训练后，受训学员主观评价其对

未来战争的认识发生一定变化（9 W ", ""!），他们对未来战争

的适应能力、心理力、心理耐久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9 W
", ""!），# 训练后，参训学员的体质量、台阶指数降低（9 W
", ""!）；训练后，上肢力量、身体耐力增强（9 W ", ""!）, 结论：

以培养战时心理素质为宗旨的战时心理素质训练对提高学员

心理健康水平、健全人格、提高对未来战争的适应能力、心理

力、心理耐久力、提高身体素质和生理机能有显著效果,
【关键词】战争；心理素质训练；军校学员；干预性研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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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引言

战时心理素质训练［!］与其他的军人心理训练不

同，即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战时心理素质训练，它的实

现途径为，围绕将要遂行的战斗任务，与其它军事活

动联合进行, 外军的心理素质训练目前已系统化，像

基础心理素质训练这一类训练已作到规范化［$］, 我

军的心理素质训练刚处于起步阶段，部队和院校零星

地开展了一些基础心理素质训练，其效果评估多采用

K@X#&"，!+=Q 心理测试和主观、客观评估相结合的

方法［) \ (］, 基于以上现状，笔者于 $""0 年对海军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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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一届学员中现有心理素质距打赢未来高技术战

争差距较大的 !"# 名学员，结合当年新开展的通过

$%% & 渡海登岛障碍军事体育训练，进行了培养战时

所需心理素质训练并进行了 ’’() 和 !*(+ 测评,

!" 对象和方法

!, !" 对象" "%%-.%/ 使用 ’’() 对某海军院校二年

级 *0/ 名学员进行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挑选出具有

如下 ’’() 剖面图特征：测图主峰为 12，’34，次高峰

依次为 5，(6，低谷在 ’3 的学员共 -/ 名，组成第一

实验组；挑选出具有如下 ’’() 剖面图特征：高峰依

次为 78，’34，58，低谷为 12 的学员共 *- 名，组成第

二实验组, 两组学员共 !"# 名，均为男性，年龄 !9, -
: !, -（!/ ; "!）岁，身体健康，’’() 测试各分量表中

国 6 分均在 0% 分以下，无心理障碍诊断,
!, #" 方法" 第一组（抑郁型高分组）与第二组（癔症

高分组）采用同样的训练方法，两组训练时间也大体

一致, 由于第一组学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差于第二组，

两组在训练进度、强度、难度，训练应达到的预期标准

方面可有不同，视训练中具体情况而定，第一组的总

训练时间也可适当长于第二组,
!, ", ! < 通过 $%% & 渡海登岛障碍军事体育训练 <
$%% & 渡海登岛障碍是 !% 个训练设施的不同组合，

可以模拟未来渡海登岛作战的不同阶段, 通过 $%% &
渡海登岛障碍军事体育训练阶段需要 !, - &=，训练

时间 $ 次 > ?@，" A > 次,
!, ", " < 心理适应性训练和心理力（ 情绪稳定性）训

练< 此阶段训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集体自我体验、

监测、处置焦虑、紧张、恐惧训练；集体体验、调控、应

对未来海战场相关的意外、紧张、危险情景训练；浓缩

模拟训练，是该阶段心理训练的核心部分，主要作法

为采用一定的方法手段，模拟未来海战场环境，设置

各种战场意外、危险、紧张情境等，在模拟的应激作战

环境中，对学员进行通过 $%% & 渡海登岛障碍熟练训

练，遂行各种假设战斗任务训练；示范指导训练，具体

作法为对每一次浓缩模拟训练过程都进行录像，训练

后播放训练录像，施训者为学员进行示范指导, 此阶

段训练共 "% 次，训练时间 #, - &=,
!, ", #< 心理耐久力训练< 在前两个阶段训练的基础

上，人为加大训练强度，增大训练难度，加长训练时

间，挑战受训学员生理、心理极限, 具体作法为在常

规渡海登岛障碍训练前加耐力训练，训练采用不间

断、连续训练；增加训练科目难度；负重完成常规渡海

登岛障碍；延长训练时间等，目的是逐步接近和达到

受训学员心理、生理负荷极限, 训练时间 $ 次 > ?@，"
A > 次，! &=,
!, ", $< 训练效果评价方法< 训练前、训练后用 ’’.
()，!*(+ 测试两组受训学员；训练前、训练结束后，分

两次测试受训学员的身体素质，生理机能情况；训练

结束后，用自编的《战时心理素质训练效果主观评价

表》［-］调查受训学员，了解他们战时所需 - 种心理素

质增强情况,《战时心理素质训练效果主观评价表》

从“对未来海上军事斗争的认知改变”，“心理力（ 情

绪稳定性）提高程度”，“对未来海战场环境适应性的

提高程度”，“心理耐久力提高程度”，“心智能力的提

高程度”五个方面评估训练效果，由 !# 道题组成, 计

分原则以刚参加训练时的状态为 %，训练后学员根据

自己的主观感受评价这 - 个心理素质变化的程度，从

有一点变化到有明显变化采用 - 等级记分，请受训学

员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在训练后填写,
统计学处理：用 1((11!!, - 软件对数据进行自

身对照的配对 ! 检验，" B %, %- 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 海军院校学员战时心理素质训练前后 %%&’
和 !(&) 各因子得分比较 " 第一组训练后 ’’() 的

’3 得分高于训练前，训练前后有统计学差异；’’()
的 12，(C，5，74，78，’34，58 量表得分低于训练

前，训练前后有统计学差异, 第二组训练后 ’’() 的

D，(3，12 量表得分高于训练前，训练前后存在统计

学差异；’’() 的 ’34，58 量表得分低于训练前，训

练前后有统计学差异（表 !）,
< < 第一组训练后 !*(+ 的 E，F，G，+，H，7，I!，

I" 得分高于训练前，训练前后有统计学差异；训练后

!*(+ 的 J，K，I# 得分低于训练前，训练前后有统计

学差异；第二组训练后 !*(+ 的 F，H，7，L，I# 得分

高于训练前，训练前后存在统计学差异；训练后 !*(+
的 )，J，K，I$ 得分低于训练前，训练前后有统计学

差异（表 "）,
#, #" 海军院校学员战时心理素质训练效果主观评价

" 两组受训学员训练后战时心理素质变化自我评估

结果显示训练后学员对未来海上军事斗争的认知改

变得分 -, $# : ", 0!，对未来海战场环境适应性提高

程度得分 -, $- : ", ##，心理耐久力提高程度#, %! :
", "!，心理力（ 情绪稳定性）提高程度得分 /, $- :
#, $-均高于训练前，且训练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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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实验组学员训练前后 ##$% 测试各量表中国 & 分比较 （! " #）

项目
第一组（$ ’ ()）

训练前 训练后
% &

第二组（$ ’ *(）

训练前 训练后
% &

+ ,-. // 0 ). ,1 ,2. !2 0 ). !- !. !-( 3 4. 4( ,1. /( 0 !4. 1! ,*. 14 0 2. 2! !. 441 3 4. 4(

5 ,,. *, 0 2. (1 ,-. (( 0 2. -) !. ,2/ 3 4. 4( ,-. (( 0 *. 22 ,2. 4! 0 -. ,! !. ,21 3 4. 4(

6 12. /- 0 !4. 4- ,/. ,/ 0 !4. /, !. (/( 3 4. 4( ,(. -! 0 !4. !/ (*. ,, 0 !4. !! (. 1*( 7 4. 44!

89 (). )) 0 -. !( (,. *- 0 -. )( /. --* 7 4. 4! (*. -) 0 2. () (,. (- 0 2. *4* !. !12 3 4. 4(

: *!. -( 0 *. )2 ,-. *- 0 -. (! /. 4!! 7 4. 4( ,(. *( 0 2. 22 ,). *) 0 2. 2- !. (4/ 3 4. 4(

8; (-. 11 0 ). )2 ,2. )- 0 ). 21 !. 2// 7 4. 4( */. */ 0 -. )- *4. !/ 0 ). 4/ !. (1) 3 4. 4(

$< (4. 4* 0 2. ,4 (/. 1, 0 2. )! !. !-( 3 4. 4( ,1. !- 0 ). ,, ,(. ,* 0 2. 12 !. /*2 3 4. 4(

#= (!. 42 0 2. -* ,). !, 0 2. 1/ !. (14 3 4. 4( ,!. !2 0 -. (( ,1. 42 0 *. )2 !. 14! 3 4. 4(

$> ,4. /4 0 -. *1 ,/. -4 0 ). 4- !. (-* 3 4. 4( ,(. 1! 0 2. (2 (4. ,! 0 2. 1, /. **- 7 4. 4(

$? *!. () 0 (. ,* (/. -4 0 *. !( -. ((- 7 4. 44! (*. ,) 0 -. *- ((. // 0 ). ,- 4. --1 3 4. 4(

@A ,1. 42 0 ). 2* ,,. 4) 0 ). ,2 4. (*/ 3 4. 4( (*. )2 0 ). ,- ((. 24 0 2. (* 4. (,/ 3 4. 4(

#> ,1. 1) 0 (. -) ,2. 42 0 *. /* ,. 2*/ 7 4. 44! (,. -2 0 2. !- (!. 22 0 2. ,( !. ,)2 3 4. 4(

@B */. 1, 0 *. !! (/. !- 0 -. 11 2. -!1 7 4. 44! 1*. !) 0 *. )- ,!. 22 0 -. (, 1. 2)) 7 4. 44!

#>9 ((. (* 0 -. /1 ,-. (4 0 *. )- ). /!* 7 4. 44! (). /, 0 (. -, (!. (1 0 *. ,- (. ,11 7 4. 44!

:; (2. )1 0 *. 2, (/. -* 0 *. )1 (. 4)1 7 4. 44! (2. )1 0 -. /) (,. )* 0 ). (, 1. !44 7 4. 4!

:C (!. 2* 0 ). *) (,. -) 0 2. (, !. (1! 3 4. 4( ((. !* 0 -. ,- (-. 1- 0 ). ,( !. 1-! 3 4. 4(

DE (). 1) 0 -. ,1 (*. 1- 0 ). !1 !. /-) 3 4. 4( ,*. /- 0 !4. ,! ,). *2 0 2. -) !. !)* 3 4. 4(

FG (!. 2- 0 !4. 2! (1. *2 0 !!. 1* 4. -*, 3 4. 4( (2. 2( 0 !4. (4 (-. /2 0 !4. )2 !. /1 3 4. 4(

!. "# 海军院校战时心理素质训练对培养学员优良身

体素质和提高生理机能的效果评价# 训练前后 !/1
名受训学员的体质量均值都在正常范围内；训练后全

体受训学员的体质量（HI），!(44 米跑（9），台阶指数

的均值都低于训练前（*1 0 * ’# *2 0 -，1!2 0 !! ’#

11! 0 !/，// 0 / ’# /* 0 /），且训练前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7 4. 44!）；训练后全体受训学员的俯卧撑

（个 J 次）均值高于训练前（(! 0 , ’# !1 0 (），且训练

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4. 44!）.

表 /" 两实验组学员训练前后 !*$5 测试结果比较 （! " #）

项目
第一组（$ ’ ()）

训练前 训练后
% &

第二组（$ ’ *(）

训练前 训练后
% &

K ,. (! 0 !. ,( ,. 21 0 !. 1- ,. 4! 7 4. 44! *. 1) 0 !. ,1 *. ,( 0 !. (/ 4. *,( 3 4. 4(

L *. /- 0 !. ,4 *. 1, 0 !. /( 4. )2, 3 4. 4( *. ,( 0 !. 1, *. *! 0 !. ,- !. /* 3 4. 4(

F ,. -) 0 !. *1, ,. )! 0 !. (- ,. 1, 7 4. 44! 1. ,( 0 !. *- ,. (( 0 !. -) -. 1* 7 4. 44!

M 1. )- 0 !. (1 (. !/ 0 !. 1, (. ), 7 4. 44! *. *) 0 !. (* *. 24 0 !. *( !. )), 3 4. 4(

5 ,. !) 0 !. 2( (. 1, 0 !. *- -. /, 7 4. 44! *. (- 0 !. 2, *. ,) 0 !. -/ 4. ),( 3 4. 4(

N ,. 4! 0 !. ,- ,. *! 0 !. 11 ,. 4/ 7 4. 44! 1. ,( 0 !. ,( 1. )/ 0 !. *( /. 4, 7 4. 4(

8 ,. ), 0 !. -1 (. 1, 0 !. -) ,. )2 7 4. 44! ,. !, 0 !. -* (. /, 0 !. )* ,. 4( 7 4. 44!

% (. *( 0 !. *- (. (( 0 !. (- 4. -)( 3 4. 4( *. 1, 0 !. *) (. -* 0 !. (( /. 1( 7 4. 44!

+ *. ,( 0 !. )/ (. ,( 0 !. 21 ). !, 7 4. 44! (. () 0 !. -* (. !- 0 !. ), /. -) 7 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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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人格类型作过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认为神经症及神经症性症状，常见于情绪不稳定和内

向型人格的人［!］" 军事心理学大量研究表明：抑郁型

人格和癔症型人格是军人面对战争特大应激事件发

生异常战时急、慢性应激心理反应，战时神经症、精神

疾病的易感人格素质基础［# $ %］" 所以此战时心理素

质训练我们首先选择了具有癔症型人格、抑郁型人格

倾向的学员作为研究对象"
& & 该项训练结果显示，具有抑郁型人格倾向的受训

学员训练后社会内向得分、神经衰弱、抑郁、疑病、癔

症、外显性焦虑、依赖性得分、怀疑性、忧虑性、自律性

得分明显降低，轻躁狂、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

性、有恒性、敢为性、实验性、独立性得分明显升高，说

明经过半年系统的战时心理素质训练后，受训学员的

抑郁型人格倾向没有训练前那么突出了，自信心、胆

量与勇气、情绪稳定性、有恒性都有明显的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提高显著，提示受训学员在未来的军事斗争

中出现过强应激心理反应和异常心理的风险度降低"
具有癔症型人格倾向的受训学员训练后外显性焦虑、

依赖性得分、敏感性、怀疑性、忧虑性、紧张性得分明

显降低，社会内向、自我防御、偏执、稳定性、有恒性、

敢为性、世故性、自律性得分明显升高，说明经过半年

系统的战时心理素质训练后，受训学员的人格特征倾

向和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癔症型

人格倾向不那么突出了，独立性、情绪稳定性、胆量与

勇气、有恒性、心理健康水平等有明显的提高，提示战

时受训学员出现异常心理的风险度降低" 既往军人

基础心理素质训练研究也表明，心理训练可提高受训

人员某一个或几个基础心理素质，可提高受训人员的

心理健康水平［’( $ ’’］"
受训学员对此次训练效果的主观评价也显示，训

练后，他们对未来战争的认知深刻了许多，澄清了许

多模糊认识，除心智能力提高不明显外，学员对未来

战争的适应能力、心理耐久力、心理力（情绪稳定性）

都有较显著的提高" 由于该项心理训练是一种联合

训练，训练结果同时提示训练后学员的身体素质、生

理机能也都有显著的提高"
训练结束后，这些受训学员随即投入海上游泳训

练和野外驻训，据该院校反应，以往历届此两类学员

在接受高台跳水时都有 ’() * ’+) 出现一定程度的

恐惧，但此届受过训练的学员无一例出现对跳台的过

度恐惧；该校的野外驻训基本接近野外生存训练，以

往历届此两类学员都有一定比例的中途淘汰者，尤其

是在 + 公里、’( 公里急行军途中，但此届受过训练的

学员中仅有 , 例因身体不适中途返回学校" 该院校

反映经过半年的战时心理素质训练，受训学员的心理

适应能力、心理力、心理耐久力、体能确实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
对此次心理素质训练效果研究后，我们也发现，

军人战时必备的五种心理素质中心智能力受训练的

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战时心理素质训练科目的设计

过多注重战争自然环境和战场表象的模拟，对战争内

部困难的模拟、智力对抗情景设计比例较少有关，这

也提示我们，在今后的战时心理训练中，心理训练科

目的设计越接近实战，越接近实战的本质，受到的训

练效果越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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