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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１６课,介绍了基层官兵最常见的心理问题,通过部队

心理服务人员授课的形式,教育引导基层官兵如何应对这些心理

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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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辅导讲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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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高度重视基层心理预防工作　着力构建官兵心理

　安全防线 (１)

第２课　健康战士“心”标准———引导青年官兵保持心理

　健康 (２１)

第３课　何不潇洒走一回———引导青年官兵学会珍爱生命

(３１)

第４课　天生我才必有用———引导青年官兵克服自卑心理

(４２)

第５课　做个有主见的人———引导青年官兵克服盲从心理

(５３)

第６课　走出虚荣的泥潭———引导青年官兵克服虚荣心理

(６４)

第７课　为你的战友喝彩———引导青年官兵克服嫉妒心理

(７４)

第８课　小不忍则乱大谋———引导青年官兵克服冲动心理

(８４)

第９课　不当“跑调”的音符———引导青年官兵克服逆反

　心理 (９６)

第１０课　风雨过后见彩虹———引导青年官兵正确看待

　挫折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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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课　让荣誉照亮军旅———引导青年官兵正确看待

　荣誉 (１１６)

第１２课　从虚幻回归现实———引导青年官兵自觉远离

　网瘾 (１２６)

第１３课　熔入军营铸“好钢”———引导青年官兵增强心

　理适应能力 (１３７)

第１４课　和谐催生战斗力———引导青年官兵建立和谐

　人际关系 (１４８)

第１５课　情趣高雅气自华———引导青年官兵培养健康

　生活情趣 (１５９)

第１６课　欲望之马需驾驭———引导青年官兵走出性与

　爱的误区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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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通过授课,使大家充分了解当前基层官兵心理问题的现状,

深刻认清心理问题的严重危害,分析产生心理问题的诱因,引导

官兵增强主动抓好心理预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授课提纲

１了解当前基层官兵主要存在哪些心理问题,深刻认清心理

问题所造成的主要危害.

２分析查找产生心理问题的诱因.

３着力构建基层官兵心理安全防线的思考.

授课内容

上课之前,先来看几个例子.

[例１]　新兵宁某是个孤儿,学医未能如愿取得执业资格,怀

着出人头地的想法当兵入伍.但入伍不久大病一场,体能未达

标,条令考核成绩差,顿感前途渺茫.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日站夜岗

时,他趁站副哨携弹时溜到厕所,从执勤弹匣内偷取一发实弹,借

与主哨互换获取执勤枪支后,称肚子不适去厕所;中午１时５０
分,宁某在厕所开枪自杀,最终走上轻生之路.

[例２]　某团新兵肖某是个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心胸狭

隘,受不得批评.肖某因怕苦怕累、训练偷懒,受到班长严厉批评

教育.肖某对此耿耿于怀,认为班长跟他过不去、故意整他.肖

某想:“你让我难受,我也不让你好过.”为报复班长,他利用凌晨

站岗之机携枪逃离部队,最终被抓获后,以盗窃武器装备罪判处２
—２—



年有期徒刑.

[例３]　某部干部李某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自己要求非常

严格,对领导、同事彬彬有礼,工作成绩很出色,大家对他评价都

很好.但李某有一个弱点,每次当别人问及“你老家在哪里?”“你

从哪里来?”等问题时,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非常激动,很容

易动怒.经了解,原来李某来自偏远山区,全家人都在务农,当兵

前几乎没有走出过大山.当兵后,他也因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

而闹过一些笑话.他很怕别人因为自己是偏远山区来的,笑他没

见过世面,看不起他,所以,每次在问到这个问题时,都会情绪激

动,甚至失控.

[例４]　某团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战士张某在一个父母因

感情不好而离异的家庭长大,性格比较内向、敏感、脆弱.入伍

后,面对部队封闭的环境、严格的管理、大强度的军事训练等,张

某不能很好适应,心情长期压抑,心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疏导,也

没有接受相应的治疗.久而久之,张某的心理和行为逐渐产生异

常,经常发呆、半夜说胡话、总是觉得有人要害他等.后被转往

１９１临床部接受治疗.在战友为其挂号时,张某跳入河中,战友下

去救他时,他不但不配合,反而殴打去救他的战友,最后溺水身

亡.

通过以上４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青年官兵不同程度地存

在心理问题.可见,由于官兵心理问题引发的事故案件是当前部

队建设中必须正视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它轻则

影响部队日常管理,重则损害官兵身心,甚至危及部队安全稳定.

下面,结合前段时间的调研情况,笔者就如何做好基层官兵的心

理预防工作,与大家一起交流个人的几点学习体会,主要讲４个

方面问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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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当前基层官兵主要存在哪些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是指人们心理上出现的问题,个体由现实因素激

发,产生内心冲突,出现持续时间较短的不良情绪或主观困惑状

态.如情绪消沉、心情不好、焦虑、恐惧、人格障碍等消极的不良

心理,都是心理问题.心理问题等级划分从健康状态到心理疾病

状态一般可分为４个等级:健康状态－不良状态－心理障碍－心

理疾病.从严重程度来分,可分为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

心理疾病.

从近几年对官兵进行心理调查和测试的结果看,分部官兵的

心理健康形势总体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正常,大部分基层

官兵工作生活态度积极认真,乐于交往,能够与周围的同志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愿意信任和帮助他人,对工作和事业有一定的

追求.但也有少部分官兵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通常以一般性心

理问题为主,少数同志存在心理障碍,极个别患有心理疾病.通

过总结分析,归纳梳理,目前官兵的心理问题主要有５类.

１ 认知型心理问题　少数官兵由于认知水平不高,思维较狭

窄,对自我评价存在盲目性,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缺乏全面性,对外

界信息的判断缺乏公允性,很难公正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

主要表现为:①有些官兵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能力,对未来的

设计理想化.当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不能如愿时,便产生了理

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困惑.一旦受挫就怨天尤人,悲观消沉,

甚至走向极端.②在认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方面,少数官兵

往往在自尊与自卑、自信与自负、自控与失控等矛盾中把握不准,

不能正确地对待表扬、荣誉、进步、得失,由此产生一些误解、争

执,造成自卑心理、精神抑郁现象.
—４—



２ 适应型心理问题　部分官兵由于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交

往能力弱,吃苦精神差,依赖性强,到部队后,在适应新的环境、扮

演新的角色、执行新的任务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心理不适应问题.

主要表现为:①对快节奏的生活不适应,感到紧张.②对艰

苦的环境、高强度的训练不适应,感到心理疲劳.③对严格的管

理不适应,感到压力大.④对远离亲人不适应,感到孤独.

３ 关系型心理问题　官兵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精

神生活相对贫乏,容易变得封闭孤僻.特别是部队的等级观念和

职业特点,常常使青年官兵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在人际交往方

面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主要表现为:①矛盾心理.一方面不善言谈,敞开心扉与人

交往,另一方面又渴望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二者往往容易产

生矛盾冲突,引发心理问题.②猜疑心理.有的官兵在发展进步

中遇到挫折、愿望不能实现时,便疑心谁跟自己过不去.当受到

领导批评时,总是疑心谁向领导打了小报告,疑心是与自己有过

节的人伺机报复等.个人一旦掉进无端猜疑的陷阱,必定对战友

失去信任,对自己心生疑窦,既损害正常的人际交往,又影响个人

的身心健康.

４ 人格型心理问题　受不良生活环境的影响,一些官兵形成

了不良的人格特征,如偏执、古怪、孤僻等.这些人在某种特定环

境的作用下,其人格问题就可能变本加厉地表现出来.据调查显

示,在部队发生的自杀案件中,近７０％的人存在人格缺陷.

人格上的缺陷通常表现出一些不良的性格特征:①“闷葫芦”

性格.这类人沉默寡言,敏感忧郁,孤僻离群.据调查发现,在发

生自杀事件的人中,多数属于这种性格.②偏执性格.这类人做

事一意孤行,刚愎自用,遇事总喜欢钻“牛角尖”,与周围人格格不

—５—



入,常常用警惕的眼光看待别人.③反社会的人格倾向.这类人

情绪无常,对社会、他人冷酷,无信任感,缺乏责任心和道德观念,

是非观念混淆,藐视和反抗一切权威,对社会抱有抑郁敌视的态

度,常有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报复心理较强,易爆发过激行为.

５ 性心理问题　随着官兵生理发育的逐步成熟,心理上对异

性的好奇与探求欲望也随之增强,会出现性幻想以及与性内容有

关的梦境等,这些表现应该说属于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但由

于性教育的缺乏和官兵自身认识的不足,常常造成性意识困扰,

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冲突,表现为焦虑、厌恶、内心恐惧不安、自

责等.以手淫为例,手淫是构成青年心理困扰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上对手淫行为的生理和道德评价也普遍持否定态度.据调

查,手淫后产生焦虑不安情绪的青年官兵占４０４％;对手淫持否

定评价,认为是“恶习”“坏毛病”,属“有害行为”的青年官兵占

３１８％.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

二、深刻认清心理问题所造成的主要危害

官兵的心理问题往往表现出“四性”.

１ 隐蔽性

(１)不典型:心理问题早期表现为神经衰竭症状,如夜间入睡

困难、多梦易醒、日间精力下降、工作效率不高等非特异性症状,

往往不易引起重视.如海军军官张某,出现入睡困难、早醒、食欲

减退长达３年,内科就诊未见好转,最后被诊断为抑郁症,经专科

治疗很快康复.

(２)易混淆:有些心理问题与思想问题界限模糊,有极大的相

似之处,一般人很容易把心理问题当成思想问题来处理.

(３)难鉴别:心理疾病主要表现心理活动异常,多数没有组织

—６—



器官病变,不同于其他内外科疾病,其诊断主要依靠病史、心理测

验、临床观察和精神状况检查,专业性强.

２ 突发性　一些心理疾病在重大精神刺激下可能急性发作,

病情突然加重,患者或出现错觉、幻觉,或思维荒谬离奇,或情绪

喜怒无常,或行为冲动失控,处理起来往往措手不及.

３ 多样性　一旦病情发作,往往表现出多种心理、行为异常.

４ 反复性　一些心理疾病容易反复发作,病情时好时坏,很

难根治.

患有心理问题的官兵如果不及时疏导、自我调适、早期干预,

任其发展,不仅给官兵个人带来精神痛苦和折磨,给家庭和社会

带来巨大的负担,而且增大案件事故发生的概率,严重影响部队

安全稳定和战斗力生成.概括起来,心理问题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５个方面.

１ 扰乱部队“四个秩序”　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官兵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不良心理反应,主要表现在认识、情绪、意志、人际关系

上的障碍,导致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情绪不稳、意志消沉等不

良现象,造成“４个方面难题”.

(１)工作难开展:很多存在焦虑、烦闷等心理问题的官兵,白

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动不动就发脾气,干什么都没劲,甚

至会产生很强的抵触情绪,造成正常工作无法开展.

(２)学习难接受:有的官兵产生心理问题后常常一言不发、表

情呆滞、情绪低落,对平时喜欢的东西失去兴趣,特别是接受能力

变差,记忆力减弱,学习效率很低.

(３)训练难提高:在特殊环境和紧张训练中,一些官兵出现惊

异、紧张情绪,协调能力会降低、训练热情会减弱,直接影响指战

员的判断和对情况的处置,影响训练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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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管理难控制:心理问题达到一定程度后,患者的情绪极度

不稳,思想相当偏执,行为比较古怪,管控难度很大,有的甚至是

无理取闹,扰乱了部队正常管理秩序.

２ 损害官兵身体健康　人的心理和身体相互依存,相互影

响.中医所说“悲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忧伤胃,百病生

于气.”可见心理问题容易诱发多种身体功能紊乱,甚至造成身体

疾病,比如过度焦虑,会引起失眠多梦、心慌气短;过度忧愁,会引

起食欲减退、性欲减退;过度恐惧,会导致血压升高、脑出血、胃溃

疡等严重身体疾病;有自伤自残行为的心理疾病患者,可直接造

成身体伤害.此外,有的心理问题可能使原有身体疾病加重,迁

延难愈.

３ 危害部队安全稳定　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如不能及时有

效干预,可能导致各种冲动危险行为,给部队造成极大安全隐患.

据１９１临床部专家分析,有命令性幻听的患者,可能听到有声音

命令他跳楼自杀;有被控制感的患者可能机械地执行自我伤害性

指令;有罪恶妄想的患者,认为自己对不起家人和部队,罪该万

死,以致自杀.情绪高涨的躁狂患者,常为小事大打出手,毁物伤

人;有恐怖性错觉的患者,会将他人看成魔鬼野兽,因而发起攻

击;有被害妄想的患者,总认为别人伤害他,甚至演变成先下手为

强,将他人杀死.自杀是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高危行为之一.据

调查,自杀率最高的精神心理疾病是抑郁症,其自杀危险高于一

般人的２５~３０倍;其次是精神分裂症,在死亡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自杀者约占１３％.一般心理问题或心理压力也可能导致自我

伤害行为.某部战士杨某因站岗打瞌睡被罚走鸭子步,事发当日

又连续工作、执勤,导致身心疲惫、不能承受而开枪自杀,给部队

安全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当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出现攻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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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破坏公物等危险行为时,多会对被攻击者的心理和身体造成

不同程度的伤害,对部队公共财产造成损害.个别案犯直接因严

重心理障碍滥杀无辜.某部干部林某被确定转业后,到服务社要

纸箱装行李,看到纸箱发霉,突然发病,认为有人要他“倒霉”,随

手拿了一把菜刀,见人就砍,致１人死亡、５人重伤、３人轻伤的凶

杀案件.

４ 损耗部队大量资源　官兵心理问题特别是精神疾病不仅

存在安全隐患,还消耗了部队大量资源,主要表现为“三力”.

(１)消耗财力:精神疾病的干预治疗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

元.精神病评残安置,按最低等级６级计算,国家每年人均医药

费近万元,评残至寿命结束估算每人需补贴３０万~５０万元.

(２)占用人力:单位若有精神病患者,往往是一人患病,多人

围着转,有负责陪护的、跟着看管的,还有护送就医的,既耽误了

工作训练,也增加了新的隐患苗头.

(３)移交费力:多种精神疾病,一般服役期内很难治愈,医疗

难以终结,造成患者不愿离开部队,地方不愿接收,移交的阻力非

常大,导致部队资源损耗.某单位一女干部,患精神分裂症近１０
年,反复发作,３次住院,不能正常工作,家属对其不管不问.按部

队规定,单位多次建议其办理病退手续,但患者本人及其家属不

同意进行丧失劳动能力鉴定,长期滞留部队,牵扯单位和领导大

量精力.

５ 造成家庭社会负担　心理疾病患者不仅不能很好地适应

社会生活,还有可能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

(１)殃及家庭:一人患病,全家受累.一次犯病,一生受罪.

据了解,很多家庭因为难以承受高昂、持续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

疗,导致患者病情恶化、复发,给家庭带来新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