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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效果观察 
王明芹  付华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 

摘要：新兵是军队组成主体部分，也是军队构成重要人力资源。在我国部队发展建设中新兵入伍是推动我国国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

前对军队战斗力产生较大的影响要素就是新兵心理素质，在新兵入伍考核中，要注重对其心理适应能力进行综合考核。本文对新兵心理健康以

及相关因素效果进行观察，旨在为国防军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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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入伍之后受到多项要素的影响，新兵会产生较多心理问题，

对军队军事作业活动以及日常生活质量具有较大影响，长期发展会产

生不同程度情感障碍。因此当前要注重做好新兵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

析，开展心理保健引导工作。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对某部 9 月新入伍的新兵展开问卷调查，新兵调查主要内容

是新兵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入伍动机、入伍前经济收入、家庭环

境等。在新兵开始集训第 10 天，选取现场调查问卷方式，测量中主

要应用工具为抑郁自评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在评定中，当标准分

大于 50 分则视为焦虑，大于 52 分为抑郁。之后进行统计学处理，对

计量资料进行检验[1]。 

二、结果统计 

在接受调查的新兵中，检测出焦虑人数 62 人，抑郁人数 36 人，

均高于正常标准。应用 DXC-6 型多项群体心理测评仪进行评测，具

体测评结果通过计算机自动化采集。结合统计结果，对相关因素进行

分析能得出，在农村入伍、入伍前有固定经济收入、独生子女家庭、

遵从家庭意见、初中以下学历的新兵心理健康问题发生远远要高于城

市入伍、非独生子女家庭、持有积极发展态度、入伍前无收入、高中

以及大学学历的新兵。其中女性新兵更容易焦虑，18 岁以及 19 岁新

兵更容易出现焦虑。 

三、讨论 

（一）新兵心理健康相关因素 

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具备健康的心理环境，当前大多数新兵都处于

17 至 19 岁年龄段，其生理以及心理环境发育处于青春过渡期，心理

环境变化较快且不稳定，容易诱发较多心理问题。目前新兵诱发焦虑

以及抑郁的比率为 1.24%、0.72%，抑郁发生概率较高。在各类心理

健康问题中，焦虑以及抑郁发生率较高，要高出中国常模，其还具有

显著的区域性差异。从调查中能得出，独生子女家庭、从农村地区入

伍、遵从家庭意见入伍、入伍之前有固定收入、抱有履行参军义务的

新兵更容易患上心理健康病症，其中性别与年龄和心理健康疾病发生

之间存有具体对应关系，但是和抑郁发生之间没有明显关联性[2]。 

农村籍新兵受到家庭内部经济现状、自身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

能力、个人发展信心等要素作用，其对心理健康具有较大影响。但是

他们大多都能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其入伍之后要想学习更多理论知

识、锻炼个人能力，寻找更多能证明自我、改变自我的机会，英雄动

机较为强烈。到了新环境之后，部队严格现状，新兵在理论学习、体

能训练、日常生活中会小心谨慎，抵抗挫折的能力较弱，有时会进入

到自我封闭状态。其次，诸多独生子女家庭的新兵，在入伍之前在家

庭当中饱受溺爱、照顾，自身独立意识以及集体生活经验不足。长期

在优越的物质环境中成长，吃苦精神不足，在各项决定中都是基于自

我为发展中心，这样在入伍之后针对军队生活难以有效适应，内心环

境中自我评价矛盾性较高，与他人相处中存有的各项矛盾均会激发心

理健康问题。其次，据统计在本组调查中有部分新兵在入伍之前具有

固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入伍之后经济收入以及生存环境发生较大变

化，此类外部环境反差以及自我评价反差将会导致心理健康系统发生

紊乱。部队内部生活中，行为举止受到多项制度与条例严格限制，和

目前市场经济相对自由的发展环境较为冲突，长期发展将会产生突出

的心理冲突问题。有部分新兵遵循家长意见入伍，也有新兵持有履行

义务的态度参军入伍。此类新兵种有部分人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

样在参与日常军事训练中缺乏积极性，怕苦怕累，对自己没有明确要

求，自我评价不足，人际关系组成较为紧张，对于部队生活缺乏良好

的适应能力。有部分新兵文化程度不高，属于初中以下文化，其由于

受到自身年龄与认知能力限制，社会实践经验不足，社会交往能力较

差。面对各项问题之后难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利弊分析，问题独立解决

能力缺乏，自我心境调节能力较差。 

（二）新兵心理保健对策 

新兵入伍之后，要及时为其讲述部队生活特点以及各项注意事

项。带领新兵深入学习军旅生活相关常识，自我探究军队生活基本规

律。积极克服水土不服问题，调节精神状态、身体状态，更好地参与

到各项训练中。定期组织开展各类新兵集体活动，促使其在团队参与

训练中消除不良情绪，融入到部队生活中。设定新兵心理咨询中心，

对存有心理问题的新兵进行心理引导，帮助其走出心理困境。定期学

习开展各类常见疾病以及训练意外伤害紧急防治知识，定期开展各项

心理讲座，实现新兵自我保健。在节假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

动，强化新兵集体交流，提升其集体意识。 

结语： 

综合上述，当前各个部队新兵均是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区，初进入

军营训练与生活受到多项要素影响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本

文对新兵问题影响要素进行分析，当前在掌握新兵心理健康问题分布

现状之后，要及时选取保健、预防措施，促使新兵心理健康能保持在

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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