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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多样化军事任务对军人心理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 军队院校必须加强学员心理素质的培

养。基于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学员心理素质培养, 应确立心理素质培养的重要地位、营造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环

境、采取有效的心理素质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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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学员心理素质培养是军队院校培养合格军事人才
的重要课题。军校教育要从部队的实际需要出发, 以完成

多样化军事任务为目标, 加强学员的心理素质培养, 提高

学员综合素质, 以应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多样化军事任务。

  一、基于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学员心理素

质培养的现实意义

  适应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现实需要。当前,国家发展面对

的安全挑战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态势, 使得我军面对完

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使命要求,对军人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因此, 开发学员的心理潜能, 培养其良好的心理

素质,是推动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更是适应未来多样化

军事任务的现实需要。

培养复合型指挥人才的客观要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

务需要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复合型指挥人才。心理素质在

复合型指挥人才的综合素质结构中处于中介地位, 起着桥

梁和纽带的作用。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多样化军事任务环

境, 其残酷性和复杂性都大大增强, 指挥员只有具备良好

的心理素质, 才能临危不乱, 处变不惊, 指挥若定。因此,

心理素质培养是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基础, 是培养复合型

指挥人才的客观要求。

提高打赢能力的有效途径。良好的战术、技术素质和

身体素质只是战斗力的基础, 要把它转化为战斗力, 还必

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只有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心

理素质培养, 才能使学员具备在各种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

化军事任务所必需的勇敢、顽强、沉着、机智和坚韧等心

理素质, 更好地履行我军的历史使命, 提高打赢能力。因

此, 以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为牵引, 加强学员心理素质培

养, 是提高打赢能力的有效途径。

  二、未来多样化军事任务对学员心理素

质的要求

  从未来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可能形式出发, 以多样化军

事任务的需求为牵引, 要求学员具备以下几种心理素质:

顽强的心理适应能力。军事任务的多样化使得军人所

要面对的环境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顽强的心理适应能

力可以使我们在复杂环境面前能够保持清醒和冷静, 这是

有效应对未来复杂的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基本要求。

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面对未来可能的多样化军事任

务, 军人极有可能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长期生活, 食品、

药品和武器装备等可能无法及时得到补充和保障, 也可能

在无法休整的同时又执行其它任务或遭受敌人不间断的攻

击。因此, 必须具备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

敏锐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军事任务的多样化需要处置

措施和途径的多样化, 要求指挥员必须具备敏锐的创造性

思维能力, 能够根据具体任务和环境的变化, 适时地转换

思维 ,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果敢坚定的意志力。现代战争的节奏性明显加快, 各

种突发事件的发展也瞬息万变, 要求指挥员必须迅速判断

情况 , 果断定下决心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贯彻到底, 敢于

斗争 , 敢于胜利, 做到困难面前不妥协, 失败面前不气馁。

强烈的集体和团队意识。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完成需要

来自解放军、武警、公安和地方等各种力量的共同参与,

要求学员必须具有强烈的集体和团队意识, 树立大局观念,

与其它各种力量搞好协同, 提高整体战斗力, 共同完成多

样化军事任务。因此, 必须具备强烈的集体和团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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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于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学员心理素

质培养的对策

  (一) 确立心理素质培养的重要地位

当前, 还有人对心理素质的提高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

对于它在学员综合素质的构成中究竟起到多大的影响和作

用不甚了解, 因而对心理素质培养不能给以足够的重视。

然而, 未来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指挥员各方面素质必须均

衡发展、全面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先进的军事

理论和科学技术知识, 然而能否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所

学的知识, 则要看指挥员的心理素质是否过硬。指挥员不

仅要面对现代战争的激烈性、破坏性和残酷性, 而且要面

对因战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瞬息万变所引起的指挥决

策的巨大风险。只有那些心理素质过硬, 面对双重压力无

所畏惧的人, 才能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 充分调动潜在的

心理机能, 使胜利从可能变为现实。因此, 必须确立心理

素质培养的重要地位, 切实改变旧的观念, 把心理素质培

养放在重要位置, 为心理素质培养营造良好的环境, 采取

有效的措施, 努力提高学员的心理素质。

(二) 营造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环境

基于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学员心理素质培养要想真正取

得成效, 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环境, 为学

员心理素质的提高提供一个可靠的环境保障。

一是良好的组织和领导环境。各级领导必须认识到学

员心理素质培养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把学员心理素质培

养作为本单位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对待; 要成立专

门的组织和领导机构, 对广大学员的心理素质状况进行全

面考查, 以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 确保心理素质培养的针

对性; 要适时召开专题会议, 对相关的工作进行部署并及

时讨论遇到的重难点问题, 确保心理素质培养工作的顺利

进行; 要及时进行督促检查, 以发现并解决问题, 确保学

员心理素质培养工作的有效性。

二是良好的学习和交流环境。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

把学员心理素质培养工作制度化, 确保心理素质教育的制

度保证。学员队或大队要定期举办心理知识讲座, 大队可

以每季度进行一次, 学员队可以每月进行一次。要充分利

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构建一个方便学员进行

心理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可以聘请军内或地方的专家和教

授来担任心理顾问, 解决学员心理素质培养过程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要购置一定数量的心理学图书和刊物, 创办学

习园地, 确保学员的学习条件。

三是良好的考核和评估环境。要适时对学员心理素质

进行考核和评估, 以检查培养效果并适当做出调整; 为每

个学员建立心理素质档案, 对学员在校期间的心理素质进

行全程跟踪监控, 以便适时调整培养计划, 增强针对性;

要将心理素质作为学员毕业考核的一项内容 , 并结合平时

的观察, 对其提出使用意见, 使其自觉加强心理素质培养,

同时也便于部队针对其心理素质和性格特点进行使用。

(三) 采取有效的心理素质培养途径

在深化思想教育中培养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对学员的

精神和心理具有引导、凝聚和激励功能, 是培养和发展心

理素质的有效途径。应针对学员思想实际, 积极开展历史

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培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通过系统教育和理论学习, 进一步坚定学员的政治信仰,

大力培育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强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

益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 承

受住外界多样化军事任务环境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 克制

和消除恐惧、悲观等各种消极心理, 以高昂的士气和顽强

的毅力与敌人奋战到底、与困难奋战到底。

在加强军事训练中锻造锤炼。军事训练不仅是技术和

战术训练, 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训练。应坚持从未来多样化

军事任务的需要出发, 在近似于战场的危险、紧张、困苦

中训练学员的心理素质; 要精心选择和设计训练场景, 使

学员熟悉未来战场的情况, 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要善于利

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模拟逼真的战场情景 , 使学

员形成较完整的战场印象, 提高战时心理适应性; 要在军

事训练中不断地提高学员冷静判断、正确果敢的决断能力,

提高勇敢顽强、自主灵活的意志品质, 提高抗疲劳的能力,

使学员的心理素质越来越适应未来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要。

在增强能力素质中逐步提升。/艺高人胆大0。过硬的心理
素质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离不开综合素质的支撑。应结合院校

教育实际,教育引导学员认清军人的素质是提高战斗力、打赢信

息化战争、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基础,深刻把握未来多样化军

事任务对军人素质提出的新要求, 强化广大学员提高自身素质

的紧迫感。应注重在平时军事训练和完成各项活动、任务的实

践中,不断拓宽学员的知识领域、优化知识结构、强化心理素质。

如设置一些科目,培养学员敢于冒险、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勇气;

日常生活中尽量让学员充当各种角色,培养学员的组织协调能

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全面提高能力素质中磨砺心理素质,提高

打赢的能力和底气、胆气。

在完成各项任务中砥砺升华。在参与学校(院)各项活动和

执行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中,学员心理活动处在最真实的状态,

考察心理素质可以更确实和具体, 对心理素质的锻炼也更为逼

真和有针对性。尤其是执行重大或急难险重任务,有着与战场

相类似的危险和困难,所能提供的心理考验也足以达到各种极

限状态,对提高心理素质效果更好。因此,应注重结合院校的各

项活动和任务,培养学员在各种条件和环境下的心理适应能力,

保持稳定、冷静、积极的情绪;培养在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

情况下独立思考、快速反应的应变能力;培养学员在强大压力下

情感不扭曲、心态不失衡、意志不崩溃的自我调节能力,使学员

的心理素质不断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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