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卷第 1期 

2013年 3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Vo1．36，No．1 

Mar．2013 

DOI：10．3969／j．issn．1672-8874．2013．01．006 

野外驻训演习前青年学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分析 
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为例 

郭滕达 ，杨清清 ，王 亮。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2．指挥军官与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野外驻训演习前保持士兵心理健康可以减少由心理障碍引起的非战斗性减员，使我军士兵在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国防科技大学即将奔赴某训练基地参加强化训练演习的青年学员作为 

研究对象，利用心理症状SCL一90量表，采取抽样统计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心理 

应对方法和措施，对野外驻训前期的思想教育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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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Young Cadets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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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eeping the soldiers in good mental health can avoid the depletion of non—combat strength caused by 

mental disorder before the field training，and bring our soldiers’role into greater play in completing various military tasks．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 SCL一90s to investigate the young cadets who aye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intensified training on summer vacation，and apply sampling statistics to obtain the measures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u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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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90后士兵正处于生理上成熟但心理上并不成 

熟的矛盾时期，尤其是一些作为地方高中生直接入伍的青 

年学员 ，对野外驻训演习了解尚浅，心理波动情况经常发 

生。野外驻训演习具有过程周期长、行动节奏快、任务要 

求紧等诸多因素 ，容易使部分学员产生紧张、焦虑、抑郁 

和恐惧等心理特征。有学者曾做过调查统计，军人的生理 

负荷和心理负荷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水平 ，更加容易出现痛 

苦、自责、受挫和丧失信心等不 良心理反应⋯。野外驻训 

演习前保持学员心理健康对于提高部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 研究对象与工具 

(一)调查问卷设计 

本调查研究采用心理学分析中普遍使用的 《症状自评 

量表SCL-9o)作为问卷样本。《症状自评量表 SCL一90》， 

又名9o项症状清单，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健康测试量表 

之一。该量表共有 9O个 自我评定项 目，包含从感觉、情 

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 

眠等内容。依照SCL一90量表，本次测验采用的九个心理 

因素影响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 

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 

(二)样本选择 

选取我校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暑假即将奔赴某战术 

训练基地驻训的某队青年学员为研究对象。被调查的学员 

作为青年士兵群体，虽然在大二暑期曾到某高炮旅实习， 

但是实习学员主要承担公差勤务工作，没有真正接触到严 

格紧张的基层连队生活。暑期前往的某战术训练基地生活 

条件较为艰苦 ，会给参训学员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此外 ， 

暑假时间缩短甚至取消，无法与外界沟通，将会承担较为 

繁重的训练、演习是导致学员心理波动的主要原因。运用 

症状 自评量表 (SCL一90)对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进行测 

评，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问卷方式，以个人为单位，对被 

测学员实施测试，采用 1～5级评分法 ，根据统一指导语 ， 

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量表。共发放问卷 109份，对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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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予以剔除，收回有效问卷 102份，有效回收率 94％。 

利用 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野外驻训演习前青年学员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一)统计结果 

1．被测学员自然情况统计 

被测学员的 自然情况设置包括入伍原籍 (城镇、农 

村)、是否独生子女、南北方人和家庭人均月收入等。通过 

调查统计，被测学员农村籍和城镇籍所占比例分别为57％ 

和43％；独生子女比率占55％；南北方比例分别为60％和 

40％；被测学员家庭人均月收入为 1000元以下者占34％ ， 

家庭人均月收入为 1000—2000元之间者占32％ ，家庭人均 

月收入为2000元以上者占34％。 

2．被测学员身心症状分析 

(1)被测人员总分与标准 160分比较 

在 SCL一90评分方法中，用 1～5的5级评分标准评分 

时，总分超过 160分，可考虑筛选 阳性。测验表明，有超 

过四分之一的被测者心理健康水平被筛选阳性，建议进行 

进一步的心理健康检查。 

(2)被测人员任意因子分≥3分的人数及比例 
一 般认为因子分≥3，则其严重程度已达到中度水平， 

提示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心理问题。测验表明，任一因子分 

≥3的人数占有效问卷的 72％。本研究 中，被测者存在的 

心理症状依出现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抑郁、强迫、精神 

病性、人际敏感、敌意、焦虑 、躯体化、偏执、恐怖。 

(3)各项总分区间分析 
一 般认为因子分在上限分数以上，可能有 比较明显的 

心理问题。测验表明，在躯体化、强迫、焦虑、恐惧和精 

神病性等五个方面分别有 2％、6％、2％ 、2％、2％的被测 

者表现为症状严重。另外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测者人际 

关系比较敏感。 

3．被测人员因子分与常模对比分析 (单样本 T检验) 

表 1列示了被测人员因子分与中国常模 J、中国青年 

常模 、中国军人常模 的对 比情况。如果因子分超过常 

模即为异常。项目因子分组成为 M±SD。 (注：M一平均 

数，sD一标准差)。 表示该项P<0．05，{ 表示该项P 

<0．01。 

表 1显示，被测人员 SCL一90量表各因子中，除人际 

关系、抑郁、恐怖和偏执，其他因子分显著高于中国常模； 

除抑郁 、恐怖和偏执，其他因子分显著高于中国青年常模； 

各项因子分显著低于中国军人常模。 

表 1 因子分常模与中国常模、中国青年常模、中国军人常模对比情况 

4．以自然情况分组进行因子单项比对 (只列示主要对 ( P<O．05， P<O．01)。 

比情况) 

(1)城乡被测者的因子比对 (独立样本 T检验) 

表2显示，农村与城镇的不同被测者因子评分组间差 

异无显著性 ( P<0．05， P<0．01)。 

(2)独生子女被测者的因子比对 (独立样本T检验) 

表3显示，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恐怖和偏执三个方 

面的因子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 (P<0．05)，而其他因子 

评分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 P<0．05， P<0．01)。 

(3)南北方人被测者的因子比对 (独立样本T检验) 

表4显示，南方人北方人因子评分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二)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1．心理症状分析 

本调查数据结果发现： 

(1)总分超过 160分占有效问卷的25．53％，说明有超 

过四分之一的被测者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对于109人的被 

调查对象整体进行估计，有近28人心理健康值得格外关 

注，在 14个自然班中平均每班有2个人次。随着野外驻训 

演习的临近，期末考试的压力和不断升高的气温等引起 

的心理健康问题会更加凸显，极易发生不假外出、群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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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性 1．56±0．41 1．43±0．45 0．293 

架斗殴等不良事件。所以，应该得到医务工作者和中队的 

高度重视，注重心理健康方面的疏导。 

(2)任一因子分 ≥3的人数占有效问卷的 72％。从其 

频率来看，较高的为抑郁、强迫、精神病性，均超过了 

40％，表明生活兴趣的减退，动力缺乏，活力丧失等心理 

特征存在于被测群体中。同时失望、悲观以及与抑郁相联 

系的认知和躯体方面的感受亦很明显；另外，在被测者中 

存在明知没有必要，但又无法摆脱的无意义的思想、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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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青年学员的军人意识和军人养成还不够稳定，对 

部队的纪律要求通常只是被迫接受。对于暑假可能因驻训 

而取消存在一些抵触情绪，训练基地生活条件的诸多约束 

对学员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据了解在综合训练基 

地的战士宿舍没有电源插口，这对驻训学员手机和电脑的 

使用带来非常不便的影响。这两种电子设备是 目前军校学 

员最主要的通讯和娱乐工具。)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学员 

易产生一些抑郁、强迫等心理症状。 

(3)在躯体化、强迫、焦虑、恐惧 和精神病性方面， 

分别有2％、6％、2％、2％、2％的被测者超过上限分数。 

另外，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测者人际关系比较敏感。数据 

表明，在躯体化、恐惧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少数被测者存 

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野外驻训演习前参加的400米障 

碍建制比武对体能要求极高，训练量很大，一些体能素质 

较差的学员已经出现身体不适感 ，包括胃肠道、呼吸不适 

以及头痛、背痛、肌肉酸痛等，是躯体化因子分超过上限 

分数的主要原因。此外，少数被测者恐惧症状 比较严重， 

有大多数被测者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轻度问题。在人际交往 

中的自卑感 ，心神不安，明显的不 自在，以及人际交流中 

的不良自我暗示 ，消极期待等是这方面症状的典型原因。 

2．与常模对比分析 

被测者 SCL一90评定中因子分与常模对 比结果表明， 

在野外驻训演习前青年学员心理健康程度虽然与国内同龄 

青年有一些差距 ，但是作为军人群体，属于正常可控范围。 

SCL一90评定常模存在差异，可能与下述几个 因素有关： 

(1)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该队近年来重视全体学员的心 

理健康教育，经常组织心理健康辅导，鼓励学员参加 “心 

之桥”活动，本学院聘请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教授作为大 

队长期的心理辅导员，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思想政治教 

员与学员中队一一挂钩 ，并且邀请知名教授开展士兵思想 

政治及法律教育。 (2)政治教导员基础工作经验丰富，思 

想政治工作能力强、方法多样。在学员队开展广泛的谈心 

交心活动，设置中队意见箱 ，定期开展士兵恳谈会及时了 

解学员的实际问题，并且充分发挥好军人委员会政治民主 

组、军事民主组和经济民主组的作用，广泛听取学员意见、 

收效明显。(3)在学员模拟连的模式上，每班选举一名思 

想骨干，每学期在岗前进行培训，在工作中由中队党支部 

具体指导，确实做到搭台子、教法子、引路子，及时解决 

思想疙瘩、定期组织汇报思想。 

3．自然情况分组分析 

在按自然情况分组后，对数据均值进行比对并进行独 

立样本 T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只有独生子女在人 

际关系、恐怖和偏执三个方面的因子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 

女，而其他分组因子评分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以上数据 

表明： 

(1)农村基础条件的建设发展近些年 日益加快，目前 

城乡差距已经不再明显，导致来 自城乡的学员心理状态差 

异不再显著。(2)城市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三十余年，随着 

思想观念的转变，独生子女是家庭的小公主小皇帝等现象 

已经淡化，而9O后的非独生子女尤其是家中子女排行较小 

的，不但受到父母的疼爱，哥哥姐姐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 

在人际关系、恐怖和偏执等方面反而比独生子女更加敏感。 

(3)南北方不同来源的被测者心理健康水平不存在统计学 

上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现代以来，尤其是当代，中国境 

内的移民现象十分普遍 ，各地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十分活跃 

与深入，地域文化差异越来越小的原因所导致。 

三、提高野外驻训演习前青年学员心理健康水 

平的建议 

野外驻训演习的行动节奏、任务要求 、现场情景、过 

程周期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 ，对学员的心理构成了严峻 

挑战。针对上述的调查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心理自助为关键抓手。完善心理教育机制 

对于第一次进行野外操练的士兵学员，在驻训演习前 

产生一些心理波动是正常的。这些心理问题的解决 ，除了 

依靠他人的帮助，更关键的是靠自助。对大部分90后青年 

学员来讲，尤其是一些非独生子女家庭出生的90后青年学 

员，避免因个人的恐惧、偏执、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引 

起 “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影响到整个集体的精神面貌 ， 

自我心理的修复和调适能力十分重要。因此，以心理调节、 

心理自助教育为关键抓手 ，可以 《心理健康知识读本》、 

《军人心理健康教材》和 《军人心理健康常识》等为基本 

教材，定期组织学员学习心理健康基本常识，向学员传授 

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并引导学员正确看待心理问题。 

(二)以心理救援为突破口。开展心理危机干预 

通过心理测试发现，在野外驻训演习前，一些学员容 

易出现紧张、恐惧和偏执等心理现象。若学员不能够实现 

心理自救，又缺乏正确的干预疏导 ，这些心理现象很可能 

会导致心理问题，并使学员产生偏激或极端化行为。因此 ， 

把握学员心理动态，组织心理救援力量，使心理危机干预 

与心理教育相辅相承。以心理救援为突破口，鼓励学员互 

相倾诉，在野外驻训前和演习间歇 ，特别是利用每天开饭 

前和睡觉前的时间，可以把学员分为若干小组，以情景模 

拟或团队游戏方式，让学员讲述当天遇到的最为深刻的事 

情，以充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尽量宣泄负面情绪，释 

放压力。通过倾诉和宣泄，也可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人身上， 

使学员缓解心理冲突，化解不良心理和情绪。 

(三)以心理养成为立足点，提高学员心理素质 

健康心理的养成是军事素养养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心理养成为立足点，通过强化军魂意识 ，扎实筑牢学员 

思想根基；通过战斗精神培育，增强学员对野外驻训、非 

战争军事行动以至军事行动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坚定军事 

信念；通过加强人文关怀，深入细致地做好野外驻训演习 

前的动员工作，增强学员完成任务的信心；人文关怀同样 

可以体现在驻训演习过程中，学员可能会长时间与孤独、 

焦虑、紧张、劳累、恐惧相伴，要协调随队心理医生并且 

保障学员必要的休息、睡眠，保证学员基本的饮食和卫生 

条件，让演习训练场真正成为学员放飞信心的战场，进而 

全方位地提高学员心理素质，这是减少由心理障碍引起的 

非战斗性减员的重要保障。 

学员心理状态如何，直接影响和支配着学员的具体行 

为，对战斗士气的发挥和行动任务的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把部队心理管理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突出出来，是 

部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可靠政治保证。(下转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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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溯原创思想，培育创新思维 

创新实践活动其核心和内涵是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创新意识是最主要的一个 目的。在创新实践过程 ， 

以前人的原创思想来激发学生创新思想。高频课程 中的各 

经典电路本身就是一个个创新的结果，包含了许多原创思 

想。指导学生不能仅停留在学习知识的层面上，更要深入 

体会课程中的创新思想。通过我们的介绍和学生主动追溯 

原创思想，引起学生的思考，学会运用创新思维进行选题 

设计和实现。有意识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发现问题和提 

出问题，学会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想到引力问题，学会以 

新思路解决问题。 

(4)在研究和解决问题中学习 

选题的完成就是一个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的过程 ，这 

与科研的过程并无二致，因此，以科研为鉴 ，指导学生学 

会如何研究和解决问题，学会如何在其中学习和锻炼 ，从 

中培养他们的钻研精神和科研素质。 

开展创新实践活动，除指导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理论 

知识、软件设计、仪器使用外，注重引导他们了解和接触 
一 般的科研方法和过程，让他们学习采用这些方法开展设 

计研究。包括在任务开展前通过文献资料进行技术现状了 

解，对现有设计方法的利弊分析，再进行自主的创新设计， 

以及电路实现和调试遇到难题 ，进行独立思考和提出解决 

方案等。学生能够初步掌握和应用这些科研方法，对他们 

的各种设计研究有很大帮助，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和深造也 

很有益。 

(5)多学科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多数学生的选题都有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特点，高 

频电路仅是其中一部分，往往会涉及数学、物理、计算机、 

机械设计、自动控制等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这其 

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和理论并未学过，因此，指导学 

生进行多学科知识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对学生的指 

导依然遵循前面 (1)和 (2)条原则，围绕所涉及到的知 

识点 ，指导学生收集资料 ，以自学为主进行学习，边学边 

实践。比较深入的理论和知识则需要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和 

教员请教，开放式指导是多学科知识学习的一个特点。 

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能力是科研创新能力素质中的重 

要元素 ，因此必须重视对学生的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能力 

的培养。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应用一般都较难，对于初次接 

触的学生，这方面不宜过难，以尝试和锻炼为主。在方案 

设计中，协助学生想办法降低实现难度，尽量采用常规的 

设计和制作方法，提高可实现性。 

(6)总结提炼成果，锻炼科技写作能力 

对成果进行总结和提炼，撰写技术总结报告和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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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为驻训演习、非战争军事行动乃至军 

事行动前士兵的心理状况分析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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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申请专利，这是科研创新很重要的一环。由于学生在 

理论基础和科技写作能力方面的不足，在学生的创新实践 

活动中往往被忽视。但是在国际知名大学中本科学生写出 

高水平论文的报导屡见不鲜 ，因此，培养学生善于总结和 

提炼成果，善于写作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在完成选题后， 

我们指导学生就其中创新性比较强的部分进行提炼和理论 

升华，申请专利或者写成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例如案例 1 

的实践小组申请并且获得了1项专利，案例2的实践小组 

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 

四、结束语 

通过合理的选题、科学的指导，所指导学生多数能够 

出色完成选题。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对高频电路从最初 

的畏惧、躲避，变得乐于其中，能够熟练掌握高频电路的 

设计和实现方法，电路设计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就课程的 

考试成绩来看，参加创新实践活动的学生也要远高于其他 

同学。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追踪了解，他们在之后其他课程 

的学习中同样表现得 比其他 同学更为优秀，毕业时获得优 

异生的比例也更高。从创新实践效果来看，所采取选题引 

导和科学实践指导方法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科学有效地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把他们从新手变成了充满信 

心、能力素质高的优秀学生。参加各类电子设计竞赛都获 

得了不同等级的奖项，并且有的实践小组获得了省级或校 

级的创新基金项 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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