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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７章,分别介绍了基层部队不同时段的心理服务对

策,包括征兵期间的心理服务工作,新兵的心理服务工作,军事训

练中的心理服务及遂行重大任务时的心理服务工作,军人面对突

发事件的心理及其调适,官兵复、转、退期间的心理服务工作,战

时心理服务工作等内容,旨在提高基层部队心理服务工作质量水

平,促进官兵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本书理论性、知识性强,适用

于从事心理服务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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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习主席向全军发出的强军

兴军动员令,是赋予广大官兵重大而神圣的使命担当,对我军履

行历史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军人心理健康问题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一支心理素质良

好、心理状态健康的军队,必定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因此,重视

部队心理服务工作,对于保持官兵心理健康,促进官兵全面发展,
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开展心理服务

工作,是促进官兵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提高部队

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环节,是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的重要基

础性工作.新形势下,随着军事斗争准备任务和部队执行多样化

军事任务日益增多,官兵的精神和意志受到严峻考验,迫切需要

心理服务工作有新的推动和加强.
为不断提高基层部队心理服务工作质量水平,我们综合军区

心理服务工作研究成果,编印了«基层部队心理服务丛书».该丛

书从心理服务基础理论、心理咨询师工作知识、心理服务方法、不
同时段心理服务对策、官兵心理调适案例、官兵心理常识、心理骨

干辅导讲座、官兵经常性心理教育８个方面组织编写,基本涵盖

了心理服务工作各个领域,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知识性和专业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或者错误之处,诚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３月



第１章　征兵期间的心理服务工作 (１)

　　一、接兵人员心理知识培训内容 (２)

　　二、征兵家访中的心理工作 (７)

第２章　新兵的心理服务工作 (１１)

　　一、新训骨干的培训 (１２)

　　二、集训期的心理健康教育 (１３)

　　三、心理疏导 (２０)

　　四、心理素质训练 (２５)

　　五、心理复查及问题对策 (３１)

第３章　军事训练中的心理服务 (３５)

　　一、概述 (３６)

　　二、军事训练中常见心理问题 (３７)

　　三、怎样看待军事训练中出现的心理问题 (３９)

　　四、军事训练中的心理服务工作 (４３)

第４章　遂行重大任务时的心理服务工作 (５０)

　　一、遂行重大任务时军人的心理应激 (５１)

　　二、遂行重大任务时的心理服务原则 (５６)

　　三、遂行重大任务时的心理服务工作方法 (５７)

　　四、遂行重大任务时的心理服务注意事项 (６０)

第５章　军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及其调适 (６３)

　　一、分阶段分层次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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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突发事件对军人心理影响的一般规律 (６７)

　　三、常见心理表现 (６８)

　　四、心理问题的预防与调适 (７０)

第６章　官兵复、转、退期间的心理服务工作 (７７)

　　一、常见的心理问题 (７８)

　　二、产生心理问题的因素 (８０)

　　三、心理工作注意事项 (８１)

　　四、为心理问题支招 (８２)

第７章　战时心理服务工作 (９１)

　　一、急性战斗应激反应及其诊断 (９２)

　　二、急性战斗应激反应的诱发因素 (９５)

　　三、战时心理服务工作重点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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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员综合素质的高低、身心健康状况等是形成部队战斗力的

重要因素.或者说,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身心健康的、有战斗力

的队伍,必须经过一系列环节的严格把关和训练.这些环节中,

征兵是第一个关口,也是个源头问题.源头工作做好了,以后一

系列工作的开展才会成为可能.部队征招的新兵不仅要躯体健

康,而且要心理健康,包括智力正常、人格健全、有较好的社会适

应性、情绪稳定、能够保持良好的心境、心理特点符合心理年龄

等.这就要求部队征兵人员要有一定的心理科学知识,积极做好

征兵期间的心理服务工作,切实把好新兵入口关,确保部队兵员

质量.

一、接兵人员心理知识培训内容

接兵人员学习掌握心理知识和了解心理测量与评估的基本

方法,是减少心理问题应征青年进入部队的关键.征兵前夕,应

对征兵人员进行心理科学知识培训.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心理学基础知识

接兵人员要对心理学基础知识进行重点了解,以便接兵过程

中能够及时发现应征青年中存在的心理方面的问题,防止不合格

人员进入部队.这些知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心理健康的标准

(１)有正确的自我意识:心理学将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区分

“自我”和“非我”称为自我意识.心理健康的人,能在相互对比和

别人的评价中不断校正对自己的认识,充分地了解自己,并能对

自我能力、品质做出适度的评价,既不过高估计自己,又不过低估

计自己.

(２)有良好的智力水平:智力是心理活动认知功能的表现.
—２—



智力主要由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组成,良好的智力水

平是保持个体社会活动的心理基础.

(３)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的人,与人为善,能容纳别

人,也能被他人所接受;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关心别人,真心相

待,在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知心朋友.

(４)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一个人心理健康与否,应当主要依据

他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来判定.适应是指机体同环境关系的协调

平衡.如果某个人缺乏适应能力,就不能自觉能动地去认识和改

造环境,不能保持人与环境的平衡、协调,时常产生不满情绪而陷

入内心矛盾,并因此产生焦虑不安或对抗心理,这就属于不适应.

如有的人遇到一点点不幸或困难,就感到不得了;稍有一点挫折,

就无法容忍;对不可笑的事情捧腹大笑;对不可悲的事情悲痛欲

绝;对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就以为是攻击和侮辱他而暴跳如雷等.

而心理健康的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应对自如、处变不惊;

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能够自我安慰、自我解脱.

(５)有完整的人格特征:心理健康的人,其气质、能力、性格等

人格构成要素的各个方面均能获得平衡、健全地发展.对前途充

满信心,富有朝气,勇于上进;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积极热

情、认真负责、不怕困难、脚踏实地,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品质.

(６)有稳定乐观的情绪情感:情绪有积极情绪(如高兴、愉快、

惬意、舒畅、激奋、欣慰等)和消极情绪(如悲观、失意、苦闷、悲痛、

担忧、恐惧、愤怒、伤心、绝望等)之分,积极情绪能提高活动的水

平,有利于身心健康,而消极情绪则降低活动的水平,不利于身心

健康.心理健康的人,他的情绪是愉快和乐观的,这种乐观、愉快

的情绪是以对生活、工作和事业的正确态度为基础的.虽然也有

悲、忧、哀、愁等不良情绪,但能主动自我调节,同时能适度控制自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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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情绪,使自己成为良好心境的主人,做到喜不狂、忧不绝、胜

不骄、败不馁.

２ 心理问题　主要是指官兵在心理活动中产生的失调、障碍

和误区,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消极心理和心理疾病,常常以认识、

情感、意志、个性等方式表现出来,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心理

素质.

(二)常见的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是由各种不良刺激引起的心理异常现象.心理异

常是相对于心理正常而言的.所谓异常,就是不正常,故简言之,

心理异常就是偏离了正常的心理.心理障碍是多种多样的,常见

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 焦虑性障碍　焦虑是一种不明原因的恐惧,是因不能达到

目标和不能克服障碍时所表现的紧张不安、心烦意乱、忧心忡忡;

经常怨天尤人,自忧自怜,毫无缘由地悲叹不已;碰上一点小事,

往往坐立不安;遇到一点压力,便会慌张得不知所措,注意力难以

集中,难以完成工作任务,并伴有身体不适感,如出汗、口干、心

悸、喉部有堵塞感、失眠、记忆力减退等.

２ 抑郁性障碍　主要表现是情绪持续低落,愁眉不展,郁郁

寡欢,心理功能下降,自我评价低,不愿与人交往,情绪呆板,总以

“灰色”的心情看待一切,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内心体验多不幸、苦

闷和无助、无望、无用,感到活着没有意思.常常发生在心胸狭

窄、敏感多疑、固执、缺乏自信、人格不够健全的青年中,这种人在

生活中一旦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如考学落榜、婚恋受挫等,就会

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从心情抑郁开始,逐步发展为自责自罪、悲

观厌世,严重者可能产生自杀念头,认为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３ 恐怖性障碍　患有恐怖性障碍的人,所害怕的对象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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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仍出现强制性的回避意愿和紧张、

焦虑的心理反应.如处境恐怖、利器恐怖、动物恐怖及社交恐怖

等,其中社交恐怖较为常见,主要表现是赤面恐怖,也就是在众人

或异性面前脸红,面部表情惊恐失措,不敢正视对方,害怕别人看

透自己的心思而难堪,产生紧张不安又心慌、胸闷等症状.

４ 强迫性障碍　所谓强迫,并不是指客观上有什么人或事对

其施加压力进行强迫,而是指人在主观上感到有某种不可抗拒的

被迫无奈观念、情绪、意向或行为的存在,驱使人不得不去从事某

种活动或行为.明知不必想的事仍反复想,不该做的事仍反复

做,因而感到紧张、痛苦.强迫性症状中常见的有:一是强迫观

念,如强迫回忆、强迫怀疑等;二是强迫意向或强迫冲动等;三是

强迫动作,如反复检查门锁、反复洗手等.强迫症状几乎每个人

都曾出现过,但只要不成为其精神负担,不妨碍正常的工作、生

活,就不应视为强迫性障碍.

５ 疑病性障碍　主要表现为对自己健康状态过分关注,对身

体任何轻微的异常情况都不放过,深信自己患了某种疾病,经常

诉述不适,顽固地怀疑、担心自己有病,经医院多项检查和医师的

多次解释后仍不能接受,不仅对检查结果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还对医师的解释感到失望,继续坚持自己的疑病观念.如将心

慌、胃肠道不适感扩大为心脏病、癌症等,并到处求医觅药.为此

而产生不必要的紧张、烦恼、焦虑、担心等情绪反应.

(三)早期识别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的早期症状如同其他疾病一样,多症状轻、不够典

型.怎样才能早期识别心理障碍呢?

１ 生活规律的改变　如原来很讲究卫生、注意清洁,突然变

得不知更换衣服,不愿理发、洗澡,甚至满面污脏;原来工作认真

—５—



负责、雷厉风行,突然变得拖拉、松懈,原来生活节约的人突然变

得挥霍无度.

２ 脾气的改变　如原来热情、合群的人,变得沉默寡言、不合

群、待人冷淡,甚至避而不见;原来很有礼貌的人,变得对人

无礼.　　

３ 情绪的变化　早期的情绪变化表现有情绪高涨,如有的人

洋洋自得、爱管闲事,喜欢与人争执,自我评价过高,常做出一些

不符合实际的事来;有的人则情绪低落,整日抑郁寡欢、愁眉不

展、唉声叹气、悲观失望,或情绪极不稳定、易激动;有的人情绪反

应迟钝,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与人疏远;有的人则表现为焦虑

不安、心烦意乱、紧张、似乎感到将有大祸临头.

４ 行为的变化　如有的人动作增多或呆板重复,自由散漫;

有的人表现举止迟钝,生活懒散.

５ 记忆力下降　如有的人丢三落四,学习效率降低,这种情

况如反复发生,应引起重视.

６ 敏感多疑　如对人怀有戒心,对别人的一言一行都特别注

意,认为其言谈举止是有针对性的;觉得周围的许多事都十分费

解,有某种特殊的含义,甚至觉得报刊文章、影视内容也是有针对

性的.

以上表现是某些心理障碍的早期症状,但要确定心理障碍与

否,还应进行必要的心理测验或到心理门诊做进一步检查.应征

青年常用的心理测查有智力测验、人格测查、症状自评量表等.

这些测查项目的进行,需要专业人员参与,对于一般征兵人员只

是作为了解.此外,征兵人员还应学习和了解社会适应性的含

义、内容及判断的方法和标准,智力正常和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

评估标准及方法,以及人格的构成要素和判断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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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兵家访中的心理工作

(一)应征青年心理评估的主要方法

１ 观察法　观察法是在自然情况下,接兵人员通过观察应征

青年在从事实践活动时表现出来的外貌、言语、动作和行为等心

理现象的外在表现,从而分析应征青年心理活动的规律的方法.

要注意观察应征青年及其家庭主要成员有无特殊容貌,言语是否

符合逻辑,是否流畅,语量、语音是否适当,姿势、姿态是否自然,

对家访情境有无特殊反应,如恐惧、过分焦虑等,情绪反应是否与

情境相符,有无高涨或低落,行为举止是否刻板或多而杂乱,有无

幼稚、愚蠢行为等.观察法的优点是简便易行,材料真实,能保持

被观察者心理表现的自然性和客观性.其缺点是观察等待时间

较长且较被动.

２ 实验法　实验法在心理学中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方法.如

对应征青年下达指令、提出要求后,在观察被测者活动的同时,对

其知识、记忆、灵敏性、坚定性、首创精神进行观察测定.在征兵

过程中,可以给应征青年一些任务,然后记录其反应以判断心理

健康程度.如一般的队列动作命令,可以观察肢体健康状况、反

应速度和精确度、协调性等;给予一些常识问题、数字连减等用以

判断智力程度;用开放式提问,考察应征青年理解、判断、归纳、推

理及言语的能力等.

３ 谈话法　是常用的一种方法.通过有目的的交谈,了解应

征青年内心世界想法和动机.谈话法不仅是了解应征青年的方

法,同时也是影响和教育他们的手段.谈话应该是平等的,以尊

重坦诚的态度进行.教训式的、审问式的,尤其是命令式的口吻,

会使谈话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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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问卷法　问卷法是心理学研究的常用方法.问卷应按测

试的目的编制相应的题目、表格,供应征青年填答,接兵人员对问

卷结果进行分析、概括和比较.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适

的调查问卷提供给接兵人员参考,以保证家访的科学性和可

靠性.

(二)应征青年心理评估的主要途径

家访中,评估应征青年心理状况的主要途径通常有４个,即

做到“四见面”.

１与应征青年本人及家长见面,深入其家庭面对面谈话,切

实了解其智力水平、个性特点、情绪反应及自我调节的能力.

２与应征青年的邻居及街道(村)干部见面,侧面了解其平时

表现和心理特点,看有无特殊嗜好及不良行为习惯.

３与当地派出所民警见面,查阅有关档案资料,进一步了解

其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和不良行为记录.

４与学校老师及单位领导见面,了解其在校学习、工作情况,

思想表现,心理特点及行为习惯.

(三)应征青年心理评估应注意的问题

征兵人员家访中须判断应征青年心理活动是否正常,是否能

适应部队的执勤、训练、遂行任务的需要.

１ 智力水平　部队有许多岗位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较高,应

征青年智力不足会影响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应用,影响部队的战

斗力.

２ 对自身及周围人际、社会环境的认识能力　有准确的认识

能力说明应征青年的现实性较佳,对事件、人际、环境的应对方式

得当,不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而认识有偏差的人员容易产生各种

各样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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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情绪稳定性　情绪稳定性良好者,较少激惹及较少出现冲

动、攻击言行,会对部队集体生活的适应及团体归属感的培养产

生有利影响.

４ 兴趣爱好　是否有特殊兴趣爱好,是否有网络、烟酒、药物

嗜好.一般来说,兴趣爱好广泛者心理健康程度相对较高,兴趣

贫乏、整日无所事事,或者兴趣减退者往往意志薄弱、情绪低落、

智能较差.

５ 行为表现　行为表现在判断一个人的心理特点时具有重

要的作用,沉默、孤僻、冲动、攻击言行及刻板、重复的动作都能够

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个人心理缺陷.

６ 社会适应性　部队是一个纪律性和组织性要求很高的团

体,新兵入伍后将面临长期的、严格管理的集体生活.社会化程

度较低的个体将很难适应部队生活,会给部队管理带来困难.

(四)应征青年常见心理问题及处理办法

应征青年心理异常可简单分为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

题、神经症性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征兵中的家访主要是对应征

青年的心理健康进行评估和判断,坚持从源头上把关,减少有严

重心理问题、神经症和精神疾病者入伍.

１ 一般心理问题　也称心理失调或心理失衡,是轻微的心理

异常,情感反应不强烈.通常不存在心理状态的病理性变化,具

有明确的诱因,故常与一定的背景相联系,内容不泛化,持续时间

较短.在脱离诱发情景的条件下,心理活动则可基本正常,社会

功能基本保持完整.

对于存在一般心理问题的应征青年,应详细了解其现实表

现、文化程度、年龄和家庭、社会关系以及个人性格、心理特点等

情况,全面分析其入伍后是否能够适应部队管理教育、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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