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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现代军队建设的发展, 对军队院校军事基础教学与训练提出了新课题。本文对装甲兵工程学

院军事训练中开展军人心理行为训练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以期对提高学员的基础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

平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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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到来, 高新科技对现代军事领域的

渗透与介入以及现代军队建设的发展, 对新时期军事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 懂技术、善管理、会指挥、身心健

康0 成为当前军事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 军事训练中对学

员的要求也正朝着 / 更严、更高、更专、更精0 的方向发

展。随着军事训练 / 范围广、强度大、难度深0 全新的训

练要求, 过去只注重学员生理方面的反应、单一技能的培

养, 忽视学员在训练中心理过程变化的训练模式, 已不能

适应现代军事训练的需要。

  一、开展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的目的与意义

(一) 军人好的心理品质成为现代战争致胜的重要标志

之一

现代战争中, 瞬息万变的形势和各式高科技武器对生

命无所不在的威胁, 给参战人员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短

兵相接的阵地战转为互不相见的科技战和心理战, 战争的

致胜策略从人海战术更多地偏向科技实力和心理对抗, 使

得其与心理学关系愈加密切, 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标志之

一。[ 1]美军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 由于

心理问题带来的非战斗性减员都大大超过了战斗性减员。

(二) 新军事变革对军人这一特殊职业的心理素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心理学专家调查发现, 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 训练

紧张, 管理严格, 体力负荷和心理负荷远远超出普通人的

水平; 随时执行应急任务, 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程度的恐惧

感, 容易出现紧张、痛苦、自责、受挫和丧失信心等不良

心理反应; 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艰苦紧张

的军营生活, 使部分官兵的心理压力明显增大。
[ 2]
然而军人

的使命和责任, 要求军人必须具有克服这些由于职业特点

而带来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 这就对军人的心理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 军人心理行为训练是以提高军人基础心理素质和

心理健康水平的训练方法

军人心理行为训练是应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特别是行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咨询心理学等学科的基

本原理, 借助行为训练作为手段, 用以提高军人的基础心

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的训练方法。它的基本任务为: ( 1)

强化开发心理潜能的认识和意识; ( 2) 发掘心理潜能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 ( 3) 掌握开发心理潜能的基本技能和方法;

( 4) 矫正影响心理潜能开发的不良行为习惯; ( 5) 塑造有

利于开发心理潜能的个性品质; ( 6) 促进心理素质的全面

发展和整合。

  二、进行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的途径和方法

(一) 进行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的途径

1. 开设 5军人心理行为训练6 课程

在 2005 级新学员入学入伍教育当中开设 5军人心理行

为训练6 课程。我院自 2005 年 9 月引入军人心理行为训练

后, 对 2005级近 1000 名新学员在入学入伍教育当中开设

了 20 学时军人心理行为训练课程。通过教学实践 , 学员的

心理水平得到积极的锻炼和提高, 为新学员完成从地方普

通一名高中生转变为一名军校学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 2002级、2003 级和 2004 级学员中开设 5军人心理

行为训练6 选修课程。为了满足学员的学习要求, 学院在

2004级、2003级、2002级大学二、三、四年级学员当中开

设选修课。学员普遍学习兴趣高昂, 教学效果良好。

2. 在官兵当中广泛开展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的体验和尝试

结合科研在全院范围内组织机关干部、教员和战士进

行军人心理行为体验式训练, 在提高学院官兵心理健康方

面作出积极努力。

(二) 进行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的方法

1. 以先进心理学理论指导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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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心理行为训练基本理论来源于应用心理学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 特别综合采用了行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

咨询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指导实践训练。

2. 以军人心理素质模型和行为改变机理作为训练依据

借助相关专家构建的现代合格军人心理素质模型、行

为改变机理等学说, 强调学员主动关注训练过程中的心理

变化, 从而获得真正科学的体验。

3. 以科学研究的训练产品作为主要训练内容

2005 年以来, 我院采用北京神州般若心理学教育研究

院研发的军人心理行为训练产品, 训练内容包含高空部分

和地面部分两大体系共 50 个训练科目, 精选其中对培养军

人心理品质直接相关的科目进行训练。

4. 以完善的训练模式促进训练的广泛开展

经过探索和研究, 逐步将训练形成模式, 即: 利用全

新的训练器械和训练手段, 以科学理论为支撑, 以操作规

范为保证, 以体验式教学为主要形式 , 实施有安全保护条

件下的受训者主体积极参与式训练。

5. 以严密的训练环节来保证训练的质量

( 1) 训练准备环节。本环节主要为训练安全提供保障,

内容包括: 1) 天气、场地、装备、着装要求; 2) 检查、

布置装备; 3) 观察并询问参训学员的身体情况; 4) 准备

活动。

( 2) 操作体验环节。本环节根据所要增强和培养的心

理素质设置一定的情境和训练内容, 让受训军人在特定的

情境训练中去感知认知、情绪、行为等心理上的变化。简

称为 / 体验激发情绪0。

( 3) 回顾点评环节。本环节在训练过程中, 教员对参

训人员进行相应的认知调适, 并在结束时作总结性点评,

使行为训练上升到认知改变的层面。简称为 / 行为改变认

知0。

( 4) 强化训练环节。本环节在交流回顾与要点点评下,

通过反复训练持续强化和巩固训练效果, 使受训军人养成

良好的行为应对模式和认知模式, 最终积淀成军人必需的

基础心理品质。简称 /习惯积淀品质0。

  三、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研究的结果

研究时间: 2005年 9月 ) ) ) 2006 年 5 月为本文研究所

历时的总时间。

研究地点: 装甲兵工程学院军人心理训练场。

研究方法: 采用实验法、收集资料法、问卷调查法、

访谈法及对比研究等方法。

研究对象: 2005级近 1000 名新学员中随机抽样 60 人,

组成 3 个教学班。

(一) 结果一: 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的单个训练科目对提

高军人心理素质有着良好的作用

本文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科目 / 凌空跨越0 (也称 / 高空

断桥0) 为例, 通过行为操作的测试项目 (精确点击目标)

来检验单个训练科目的训练价值和作用。[ 3]

精确点击目标测试由高空断桥 (由 8 米高的断木平台

组成, 断木缺口为可调整的 1 米至 11 6 米宽, 要求参训人

员爬上断桥、跨越断桥, 再跨越返回。) 和心理稳定测试器

(它有 9 个直径从 35 毫米至 10 毫米大小不一圆孔组成, 受

训者手持细棒, 穿越圆孔触及孔底的金属板, 穿孔过程中

顺利触及孔底则绿灯亮为成功, 碰到孔边则红灯亮为失败 )

组成, 受训者分别操作地面、空中跳前和空中跳回的 3 次

心理稳定测试器, 每次记录其 / 顺利通过的最小圆孔0 和

/ 一次作业的时间0 两个指标的数据 (测试数据见表 1、表

2、表 3)。

(注: 表内的 / 平均时间0 和 /平均最小孔号0 为参与

测试学员某一次测试的平均成绩。)

表 1 地面成绩

测试指标 成   绩   记   录 最好成绩

次  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时间(秒) 28 27 24 23 25 26 25 22 23 22 22

平均最小孔号 7. 2 7. 9 7. 8 8. 0 8. 2 8. 2 8. 2 8. 6 8. 2 8. 2 8. 6

表 2 高空跳前成绩

测试指标 成   绩   记   录 最好成绩

次  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时间(秒) 40 39 35 34 35 34 35 31 30 32 30

平均最小孔号 5. 6 6 6. 2 6. 5 6. 9 6. 7 7. 5 7. 0 7. 4 7. 5 7. 5

表 3 高空回跳成绩

测试指标 成   绩   记   录 最好成绩

次  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时间(秒) 42 40 38 39 36 37 35 34 33 32 32

平均最小孔号 5. 4 6 6. 1 6. 4 6. 5 6. 9 6. 7 7. 5 7. 0 7. 3 7. 3

  从测试数据显示:

( 1) 从地面进行的 10 次操作的平均时间来看 (见表

1) , 前后呈微小的缩短变化, 但变化幅度不大; 从一次成

功穿过平均最小孔号来看, 也有小幅度的提高。说明随着

操作次数的增加, 学员的熟练性增强, 操作的精确度有所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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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高空跳前和回跳操作的两个指标数据来看 (见

表 1 表 2表 3) , 与地面相对应的 10 次操作相比, 平均时间

相比明显加长, 且成功穿过平均最小孔号的数量下降。说

明在高空的特殊情境下, 学员受到紧张、焦虑和恐惧等心

理因素的影响, 操作的精确度明显下降。

( 3) 从高空跳前和回跳操作各自 10 次操作的两个指标

数据来看 (见表 2表 3) , 操作的平均时间均逐渐缩短, 成

功穿过平均最小孔号的数量逐渐增加。说明随着训练的深

入, 学员在特殊情境下的心理适应力增强 , 操作的精确度

逐步提高。

( 4) 从高空跳前和回跳操作各自平均时间的最好成绩

来看 (见表 1 表 2表 3) , 接近地面操作的一般操作平均时

间; 从成功穿过平均最小孔号数量的最好成绩来看, 接近

地面操作的一般操作平均最小孔号。说明经过训练, 学员

在高空操作的精确度有向地面操作精确度靠近的趋势。

(二) 结果二: 不同项目对学员的心理品质和心理健康

水平起着不同的作用

任意选取 6 个高空科目进行实验[ 4] , 分别在训练前

(训练第 1- 2 周) 和训练后 (训练第 9- 10 周) 通过外部

观察和调查问卷内心活动两个指标来反映学员的心理变化

(见表 4)。研究表明, 在所选 6 个项目中, 各个不同项目虽

然学员的完成情况和心理变化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总体上

讲, 训练前后学员 / 不敢尝试0、 / 中途决定放弃0、 / 因心

理等原因导致尝试失败0 的学员人数均呈下降趋势, 而

/ 成功体验0 的人数均上升, 反映出军人心理行为训练的不

同项目在提高学员心理水平方面具有着相似的作用和功效。

表 4  任意选取 6 个高空科目训练前后对比

高 空 项 目

前后表现对比选取 不敢尝试的
因恐惧等中途

决定放弃尝试

因心理等原因

导致尝试失败
成功体验

前 后

人

数

人

数

升

降

变

化

前 后

人

数

人

数

升

降

变

化

前 后

人

数

人

数

升

降

变

化

前 后

人

数

人

数

升

降

变

化

凌空跨越 3 0 | 5 0 | 2 0 | 50 60 {

飞跃自我 8 2 | 10 2 | 12 4 | 30 52 {

勇闯天堑 2 0 | 4 0 | 10 2 | 52 58 {

勇攀高峰 6 2 | 10 2 | 12 6 | 32 50 {

攀峰越险 0 0 ) 7 0 | 8 2 | 45 58 {

丛林绳桥 0 0 ) 0 0 ) 6 0 ) 44 60 {

  (三) 结果三: 训练的不同阶段, 学员心理素质水平

得以提升, 心理品质得以发展

分别在训练的三个时期: 训练前期 (第 1 周)、训练中

期 (第 6 周)、训练后期 (第 10 周) 分别进行教员的观察

记录和学员的问卷调查, 所得资料在训练结束后集中统一

汇总整理 (见表 5)。从统计分析来看, 随着训练进程的深

入, 学员对训练感兴趣的人数有所下降, 但从其它各项指

标中反映出随着训练的深入, 学员的心理适应力不断提高,

控制情绪和心理的水平也不断的加强。

表 5  训练的三个时期各项指标

数 量

阶 段

项 目
对训练

感兴趣

程度

准备体验前一刻

心理与状态

回忆体验时

心理与状态

体验后

的心理与感受

兴趣

很高

恐惧

而

慌乱

紧张

但能

控制

很有

自信

因恐

慌而

放弃

强迫

自己

完成

较为

镇静

完成

心疾跳、手

发抖且控

制表达和

情绪不良

心跳加

快情绪

可控但

表达无序

心跳加

快但情

绪与表

达良好

第 1 周

(训练前期)

60

100%

12

20%

33

55%

15

25%

19

32%

22

37%

18

31%

18

30%

30

50%

12

20%

第 6 周

(训练中期)
54 6 34 20 8 17 35 9 8 43

第 10 周

(训练后期)

55

92%

2

3%

35

58%

23

12%

2

3%

10

17%

48

80%

3

5%

4

6%

53

88%

第 1 周与第

10 周相比人

数变化情况

|
下降

8%

|
下降

17%

{
上升

3%

{
上升

13%

|
下降

29%

|
下降

20%

{
上升

48%

|
下降

25%

|
下降

44%

{
上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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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现象, 通过教育宣传, 拓展 / 幽默0 一词的外延和内

涵是比较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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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

通过军人心理行为训练和实践研究表明, 学员对自身

心理素质的认知度有较大的提高, 参与训练的自信心和自

我调控能力明显提高, 体会到面对困难时主动的心理调试

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学员反映, 通过军人心理行为的

训练, 他们将其中的理论和收获迁移到平时的学习和生活

当中, 也是同样受益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帮助青年学员良好自我意识的形成。 (二) 极大地改善了新

学员心理适应力。 (三) 极大地调动了学员训练的源动力。

(四) 提高了学员的抗挫折能力。 (五) 使学员既提高了胆

量, 也增强了自信心。(六) 学员在危险和紧急情况下心理

更为成熟和稳定。(七) 极大地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新军事变革对军人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军人心理行为训练是提高军人心理素质的有效途径,

我们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实践和理论探索, 取得了良好效果,

由于刚刚起步, 经验还不够丰富 , 需要进一步实践、总结、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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