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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为了解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采用 《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自编
《军校研究生应激事件调查表》，对某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并将结果与军人常模、

全国大学生常模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军人研究生人数比例从６％ ～１２％不等；
心理健康状况在性别、专业、年级、家庭生活模式、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适应情况、集体

氛围、与导师关系、人际交往情况方面有显著差异；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得分与军人群体相近，

显著低于全国大学生群体；影响心理健康的生活事件主要涉及就业、工作、学习和人际交往。

关键词：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症状自评量表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７３－０８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ｉｎｇ１，ＷＡＮＧＦｕｒｏｎｇ１，ＣＨＥＮＧａｎｇ２，ＹＡＮＧＨａｉｑｉｎｇ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２．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９５０６１ｔｒｏｏｐ，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４４１８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ｙｗａ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ａｎｄ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ＳｔｒｅｓｓＥｖｅｎｔ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ｆｏ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ｏｒｍ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ｏｒ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６％ ｔｏ１２％．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ｍａｊｏｒ，ｇｒａｄｅ，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ｍｅｎ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ｗ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ｌｉｆｅ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

一、引言

军校是军队人才培养的重要来源，军校研究

生是军队人员中的高学历群体，其心理健康水平

影响着部队战斗力水平。军校研究生除了学习和

科研压力外，还承担着来自军人职业的特殊压力。

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和社会节奏不断加快，军

校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军校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问题之一［１］。

军人心理健康一直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

刘俊丽等对１２４８６名军人进行ＳＣＬ－９０测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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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ＳＣＬ－９０得分总体低于军人常模和地方常模，
军人中有１６５％存在各种心理健康问题［２］。衣新

发等对中国军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横断历史研

究，发现中国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好［３］。

冯正直等通过对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

略志愿部队５３８４７名军人进行测评，建立了我国军
人症状自评量表２０１６版常模，结果显示军人心理
问题的发生率为２９７％［４］。夏蕾等对中外军人心

理健康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中外军人心理健

康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５］。郑培军对某军校１０６
名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评定，发现研究生

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军人群体［６］。许玉洪等对１２０名
西北军校学员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其各

项分值低于全国常模［７］。沈怀振等对２３６名军校研
究生进行调查，发现有心理问题的研究生人数比

例为２３６％，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强迫症状、人际
关系敏感和抑郁［８］。

虽然许多学者对军人的心理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关于军校研究生群体的研究不多。已有研究样

本量比较少，多数研究仅对军校研究生心理状况

进行分析，未对其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本文

以某军校研究生为样本，对其心理健康水平以及

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为不断提高军校研究生

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某军校部分研究

生学员。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９１８份，其中有效问
卷９０２份，有效回收率９８２６％。

（二）测试工具

（１）９０项症状清单 （ＳＣＬ－９０），共９０个项
目，采用１－５分５级计分，包含有较广泛的精神
症状学内容，即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１０个
因子。

（２）自编 “军校研究生应激事件调查表”，共

４３个项目，采用０－４分５级计分，从军校研究生
学习、工作、家庭、社交、婚恋等方面，通过发

生频次 （０－４计分）和主观影响程度 （０－４计
分）两个维度，反映可能对军校研究生产生心理

影响的生活事件及影响程度。

（三）调查方式

调查由心理小组统一指导，以队为单位进行

团体测试，测试时间为３０分钟左右。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比较

（一）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根据ＳＣＬ－９０测试结果，总分 ＞１６０分，或阳
性项目数＞４３项，或任一因子分超过２分，将其
筛选为不健康。心理健康研究生７２４人，不健康研
究生１７８人，检出率为 １９７％。军校研究生各人
口学变量对应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详见表１。

表１　人口学变量对应的心理健康状况

分类 健康人数 不健康人数 总人数 不健康比例

性别
男 ６３４ １４７ ７８１ １８８％

女 ９０ ３１ １２１ ２５６％

学员

类别

直读 ３６５ ８５ ４５０ １８９％

在职 ７２ ２２ ９４ ２３４％

国防生入伍 ２２２ ５１ ２７３ １８７％

地方生入伍 ６６ １８ ８４ ２１４％

未入伍 ０ １ １ １０００％

专业

工科 ５８７ １５２ ７３９ ２０６％

文科 ３９ １０ ４９ ２０４％

理科 ９９ １５ １１４ １３２％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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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分类 健康人数 不健康人数 总人数 不健康比例

年级

研一 １９８ ４３ ２４１ １７８％

研二 ２１２ ５２ ２６４ １９７％

博一 ４３ ２１ ６４ ３２８％

博二 ７７ １６ ９３ １７２％

博三 ５９ １９ ７８ ２４４％

博四 ７２ １０ ８２ １２２％

博五 ６４ １６ ８０ ２００％

成长

环境

农村 ３４４ ７９ ４２３ １８７％

城市 ２２０ ６４ ２８４ ２２５％

城镇 １６０ ３５ １９５ １７９％

婚恋

状况

未恋爱 ２９０ ７６ ３６６ ２０８％

正恋爱 ２９３ ７０ ３６３ １９３％

已婚 １４２ ３１ １７３ １７９％

家庭生

活模式

非双亲 ６８ ２３ ９１ ２５３％

双亲 ６５７ １５４ ８１１ １９０％

独生

子女

是 ４０６ ８７ ４９３ １７６％

否 ３１８ ９１ ４０９ ２２２％

家庭

月收入

（元）

３０００以下 ８５ ３１ １１６ ２６７％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１７ ３３ １５０ ２２０％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２８８ ５７ ３４５ １６５％

１００００以上 ２３４ ５７ ２９１ １９６％

入学

方式

考研 ４１７ ９６ ５１３ １８７％

保研 ３０８ ８１ ３８９ ２０８％

适应

情况

适应 ４５８ ８３ ５４１ １５３％

基本适应 ２５９ ８６ ３４５ ２４９％

不适应 ８ ８ １６ ５００％

集体

氛围

和睦 ６６８ １５１ ８１９ １８４％

争吵 ５７ ２６ ８３ ３１３％

与导师

相处

关心 ４４０ ８２ ５２２ １５７％

比较关心 ２５６ ７９ ３３５ ２３６％

不关心 ２９ １６ ４５ ３５６％

人际

交往

３－５个好友 ５６６ １２２ ６８８ １７７％

１－２个好友 １４３ ５０ １９３ ２５９％

没有好友 １５ ６ ２１ ２８６％

　　使用非参检验对各人口学变量间不健康人数
占比进行比较分析，并以其结果反映不同群体心

理健康状况 （仅能间接表明群体平均心理健康水

平）差异，结果如下：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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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差异

（χ２＝５９７０，Ｐ＜００５），女性研究生心理不健康
人数比例显著高于男性研究生。不同专业研究生

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差异 （χ２ ＝７２５９，Ｐ＜
００５），工科研究生心理不健康人数比例最高，文
科研究生其次，理科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最好。

不同年级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有非常显著差异

（χ２＝２３３８６，Ｐ＜００１），博一研究生心理不健康
人数比例最高 （比例为３２８％），博三、博五、研
二、研一，博二、博四研究生心理不健康人数比

例由高到低分列２到６位，博四研究生心理健康状
况最好。不同家庭生活模式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

有显著的差异 （χ２＝６４３５，Ｐ＜００５），非双亲家
庭心理不健康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双亲家庭研究生。

独生子女与非独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差异

（χ２＝５９６３，Ｐ＜００５），非独生子女研究生心理
不健康人数比例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研究生。不同

家庭收入水平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有非常显著差

异 （χ２＝１２１３４，Ｐ＜００１），家庭月收入在３０００
元以下研究生心理不健康人数比例最高 （比例为

２６７％），家庭月收入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和１００００元以
上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接近，家庭月收入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元的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最好。不同适应
情况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有极其显著差异

（χ２＝４５０１９，Ｐ＜０００１），对所处环境主观不适
应的研究生心理不健康人数比例最高 （比例为

５０％），基本适应的研究生其次，适应的研究生心
理健康状况最好。不同集体氛围下的研究生心理

健康状况有极其显著差异 （χ２＝２３７２２，Ｐ＜
０００１），争吵氛围下的研究生心理不健康人数比
例高达３１３％，和睦氛围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状
况较好。与导师相处状况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状

况有极其显著差异 （χ２＝３１３４４，Ｐ＜０００１），
导师不关心的研究生心理不健康人数比例最高

（比例为３５６％），导师比较关心的研究生其次，
导师关心的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最好。不同人际

交往状况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极其显著

差异 （χ２＝１４５４７，Ｐ＜０００１），对人际交往不
关心的研究生心理不健康人数比例最高 （比例为

２８６％），有３－５个好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
最好。

（二）军校研究生ＳＣＬ－９０各因子状况
对军校研究生群体９０项症状各因子阳性人数

（因子分数≥２）进行统计分析 （详见表２）。结果
表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军校研究生比例从６３％
－１２％不等，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按比例从高
到低的前５项因子依次为强迫症状、抑郁、敌对、
人际关系敏感、偏执。

表２　９０项症状各因子阳性人数及比例

因子 ≥２分人数 百分比 （ｎ＝９０２） 军校研究生因子排序 军人常模［９］因子排序

躯体化 ５７ ６３％ ９ ６

强迫 １０８ １２０％ １ １

人际敏感 ７５ ８３％ ４ ２

抑郁 ９０ １００％ ２ ４

焦虑 ６６ ７３％ ６ ７

敌对 ８３ ９２％ ３ ３

恐怖 ６０ ６７％ ８ ９

偏执 ７３ ８１％ ５ ５

精神病性 ６５ ７２％ ７ ８

（三）军校研究生ＳＣＬ－９０因子与常模比较
将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与军人常模、全

国大学生常模进行比较 （详见表 ３）。结果表明，
军校学员有 ３项因子 （强迫、人际敏感、恐怖）

得分低于军人常模，且强迫因子得分差异显著；

其余６项因子得分均高于军人常模，但只有抑郁因
子具有统计学意义。军人学员除躯体化因子外，

其余８项因子均低于全国大学生常模，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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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军校研究生ＳＣＬ－９０因子与军人常模、全国大学生常模比较

因子
军校研究生

（ｎ＝９０２）
军人常模［１０］

（ｎ＝５３８４７）
全国大学生常模［１１］

（ｎ＝９９４１）
ｔ１ ｔ２

躯体化 １４６±０５４ １３６±０４９ １４５±０４９ １９３ ０１６

强迫 １４４±０４９ １５６±０５４ １９８±０６３ －３５９ －１６３１

人际敏感 １４３±０５４ １４５±０５２ １８８±０６３ －０５６６ －１０３８

抑郁 １４９±０５１ １４０±０５２ １７４±０６２ ２４３ －６５３

焦虑 １３９±０６７ １３７±０４８ １６１±０５５ ０２６ －３８４

敌对 １４２±０５７ １３８±０５２ １６１±０６２ ０９３ －４２７

恐怖 １２３±０７９ １２５±０４２ １３８±０４９ －０２５ －２０４

偏执 １４１±０５４ １３７±０５０ １７２±０６２ ０９４ －６８９

精神病性 １４０±０４９ １３３±０４４ １５９±０５４ １５３ －４５６

　　注：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ｔ１军校学员与军人常模，ｔ２军校学员与全国大学生常模。

（四）心理不健康研究生生活事件统计

为研究生活事件对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

响，我们对检出的１７８名心理不健康研究生作进一
步分析。根据 “军校研究生应激事件调查表”结

果，统计不同生活事件对被试的影响指数 （将发

生频次≥３分且主观影响程度≥３分的生活事件影
响指数定义为阳性，否则为阴性），详见表４。

表４　心理不健康研究生应激生活事件表

影响排序 生活事件内容
影响指数阳性人数

（发生频次≥３，主观影响程度≥３）
百分比

（ｎ＝１７８）

１ 就业／分配压力大 ６９ ３８８％

２ 学习／科研过于忙碌 ６１ ３４３％

３ 进行体能锻炼 ６０ ３３７％

４ 工作或学习成绩不满意 ６０ ３３７％

５ 与家人通过网络联系 ５８ ３２６％

６ 工作或学习遇到困难 ５６ ３１５％

７ 刷社交软件 ５５ ３０９％

８ 异地恋或异地夫妻 ４８ ２７０％

９ 培养兴趣爱好 ４４ ２４７％

１０ 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 ４３ ２４２％

１１ 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 ４０ ２２５％

１２ 出公差 ３９ ２１９％

１３ 生活习惯打破 （饮食、睡眠、运动） ３７ ２０８％

１４ 感到孤独 ３６ ２０２％

１５ 家庭经济困难 ３５ １９７％

１６ 被人误会、错怪 ３５ １９７％

１７ 项目与论文之间的不相关 ３４ １９１％

１８ 发表取得学位所要求的论文 ３４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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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影响排序 生活事件内容
影响指数阳性人数

（发生频次≥３，主观影响程度≥３）
百分比

（ｎ＝１７８）

１９ 被纠察登记通报 ３３ １８５％

２０ 考各种能力／资格证书 ２９ １６３％

２１ 考核或考试失败 ２８ １５７％

２２ 不适应导师的教导方式 ２８ １５７％

２３ 恋爱失败、分手 ２７ １５２％

２４ 结交新朋友 ２６ １４６％

２５ 研究生课程与教研室之间的矛盾 ２６ １４６％

２６ 学员队组织集体活动 ２５ １４０％

２７ 家庭成员或亲属不和 ２２ １２４％

２８ 旅游 ２２ １２４％

２９ 受到表扬或嘉奖 ２２ １２４％

３０ 参加相亲、联谊等活动 ２１ １１８％

３１ 与亲人或朋友发生争执 ２１ １１８％

３２ 参加考核、考试或竞赛 ２１ １１８％

３３ 与同学关系紧张 ２０ １１２％

３４ 面临退出现役 １９ １０７％

３５ 受到批评或处分 １９ １０７％

３６ 恋人／配偶的失忠、失信 １９ １０７％

３７ 失窃或其他意外财产损失 １９ １０７％

３８ 与恋爱对象／夫妻关系紧张 １８ １０１％

３９ 参与组织大型活动 １７ ９６％

４０ 遭遇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 １５ ８４％

４１ 准备出国交流 １４ ７９％

４２ 子女管教困难 １１ ６２％

４３ 参加演习、实习 １０ ５６％

　　为进一步分析入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与
应激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心

理健康是否异常与应激生活事件进行回归分析

（见表５）。共１２项应激生活事件解释了心理健康
异常程度的１８６％ （校正后 Ｒ２＝０１８６）。建立回
归方程：Ｙ＝０２３２Ｘ１＋０１７９Ｘ２＋０１０９Ｘ３
＋０１４３Ｘ４－００９４Ｘ５＋０１４７Ｘ６＋００９８
Ｘ７－００５１Ｘ８＋０１２１Ｘ９＋０１２１Ｘ１０－００６３

Ｘ１１＋００８８Ｘ１２。其中，Ｙ代表军校研究生心
理不健康度；Ｘ１代表被人误会错怪；Ｘ２代表感到
孤独；Ｘ３代表工作或学习遇到困难；Ｘ４代表家庭
经济困难；Ｘ５代表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Ｘ６代表
考核或考试失败；Ｘ７代表学习科研过于忙碌；Ｘ８
代表与家人通过网络联系；Ｘ９代表恋爱失败分手；
Ｘ１０代表参加相亲联谊等活动；Ｘ１１代表发表取得学
位所要求的论文；Ｘ１２代表不适应导师的教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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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军校研究生心理是否异常与应激生活事件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摘要表

复相关系

数Ｒ

校正后判定

系数Ｒ２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值 标准误 Ｂｅｔａ值
Ｔ值 显著性水平

（常数） １６２ ０１２ １３３２２ ０００

被人误会错怪

感到孤独

工作或学习遇到困难

家庭经济困难

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

考核或考试失败

学习／科研过于忙碌

与家人通过网络联系

恋爱失败分手

参加相亲联谊等活动

发表取得学位所要求的论文

不适应导师的教导方式

４３８ １８６

２３２ ０３９ １４２ ５９７４ ０００

１７９ ０３７ １１５ ４８３５ ０００

１０９ ０２７ １０１ ４０９６ ０００

１４３ ０３３ １００ ４２９５ 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２０ －１０９ －４６５１ ０００

１４７ ０３７ ０８９ ３９２３ 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２４ ０９８ ４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２０ －０６１ －２５９５ ０１０

１２１ ０３７ ０７６ ３２６３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４６ ０６１ ２６６４ ００８

－０６３ ０２５ －０６２ －２５６８ ０１０

０８８ ０３７ ０５５ ２３６８ ０１８

四、结论与分析

（一）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一般状况分析

军校研究生群体特殊，既要完成普通大学生

所必需的学业，又要完成军事训练任务。女性研

究生占比较少，在学业和军事任务上与男性研究

生有着相同的要求，同时需更多兼顾家庭，承担

的压力会更大，因此心理健康水平更低。工科研

究生相对文科和理科研究生，要完成更多的实验，

学业要求更高，因此心理健康水平更低。博士研

究生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不如硕士研究生，尤其是

博二学生既要完成课程学习，又面临开题、确定

博士阶段研究方向等压力，因此心理健康水平最

低。家庭生活模式为 “非双亲”的研究生隐含着

家庭生活冲突大、不稳定或混乱，抚养人可能无

暇顾及研究生本人，其得到的关注和社会支持较

少，因此心理健康水平最低；而家庭模式为 “双

亲”的研究生多数会得到父母双方的关注，能更

好地缓解压力，因此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家庭月

收入在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研究生，家庭生活水平比较
贫困，可能隐含着家庭教育较弱，家庭矛盾较多，

造成其心理健康水平较差。不同的集体氛围对研

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极其显著，争吵的氛围

极大地增加了心理不健康比例。导师作为研究生

思想学业的主要负责人，研究生的学业、出国甚

至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导师的影响，导师对研究生

具有一定的决定权，如果导师不关心研究生生活，

会对研究生心理健康带来影响。军校非常注重群

体生活，对人际关系漠不关心的研究生也难以得

到朋友的帮助，在遇到挫折时可能倾向于自我压

抑，因此会造成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常模比较分析

军校研究生呈阳性的前 ５项因子，依次为强
迫、抑郁、敌对、人际敏感、偏执；而军人群体

呈阳性的前５项因子，依次为强迫、人际敏感、敌
对、抑郁、偏执［１２］。从因子得分看，军校研究生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与军人常模各因子得分大部分相
近。可以看出，军校研究生的心理卫生状况与我

军军人群体具有相似性。军校研究生相对军人群

体抑郁因子排名靠前，且得分差异极其显著。其

原因可能是，军校研究生工作节奏虽没有那么紧

张，但多数人一直在学校的象牙塔环境里成长，

其抗挫折能力相对较弱，面对学业、军事训练、

毕业分配等压力可能更容易感觉无助，造成抑郁。

人际关系敏感因子相对军人群体排名靠后，因子

得分也极其显著，主要是因为军人群体的等级观

念森严，下属和上级之间关系更为敏感，而军校

氛围相对部队更加宽松，人际互动不会那么敏感。

军校研究生强迫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军人常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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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因为军人群体要求具有更高的道德感责任感，

工作追求完美，日常生活要求分秒不差，纪律要

求严厉等。相对而言，军校研究生在这方面要求

稍显轻松，生活节奏、工作强度也低于军人群体，

因此强迫因子得分较低。

通过军校研究生 ＳＣＬ－９０因子与大学生常模
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军校研究生因子得分大部分

显著低于大学生群体，说明经过大学期间的军事

化管理训练，其身心素质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心

理健康状况优于大学生群体。躯体化因子得分略

高于大学生常模，可能是因为军校研究生长期从

事军事体能训练，训练造成的躯体症状更加突出。

（三）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应激生活事件

分析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影响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
的前十大生活事件依次是就业／分配压力大、学习
／科研过于忙碌、进行体能锻炼、工作或学习成绩
不满意、与家人通过网络联系、工作或学习遇到

困难、刷社交软件、异地恋或异地夫妻、培养兴

趣爱好、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前１０项中，涉及
工作学习就业的共 ５项。从表 ５回归分析可以看
出，应激生活事件能部分解释军校研究生心理不

健康程度，影响系数最大的被人误解错怪、感到

孤独、考核或考试失败、家庭经济困难、恋爱失

败或分手，在１２项影响指标中与学业有关的共５
项。而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与家人通过网络联

系和发表取得学位所要求的论文３项指标能对心理
健康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由此可见，对军校研究生来讲，最影响心理

健康的还是关于工作就业、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

方面，学校需要着重从这些方面对其进行必要指

导，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但本研究不足之处

在于所用工具 《军校研究生应激事件调查表》为

自编量表，因时间精力所限，未经信效度检验，

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带来一定影响，需要在下一步

研究中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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