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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训阶段新兵典型心理困扰

新兵入营到新兵下连前统称为新训阶段，新训阶段

是新兵从普通公民向合格士兵的过渡阶段，同时新兵又

处于由青年向成人过渡阶段，心理发育尚不成熟，面对

部队封闭的环境、严格的纪律、单调的生活、刻苦的训

练，容易产生不良心理状态以及心理困扰。

1.1 离开亲友的失落心理

失落心理是指因为对自己和他人的期待太高了，但

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程度，产生的一种沮丧、灰心的心情。

新兵入伍前基本上就读于高中或者大学，处在校园里的

他们始终在家长、老师和学校的关注爱护之中安逸成长，

入伍后需要自己动手洗衣，到食堂吃大锅饭，种种改变

和不适应不能及时地向亲友倾诉并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支

持，导致了对过去的生活产生怀念，易产生失落心理。

1.2 面对训练的恐惧心理

恐惧心理是在可怕情景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十分紧张

的情绪反应。新兵入伍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难免有攀比

心理，有的新兵因为学历低体质差感觉自己不如别人产

生自卑感，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担心训练成绩差会丢人、

跟不上训练节奏拖累整个班级，由此引发了恐惧心理。

有的新兵面对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时，则因为怕苦怕累怕

受伤产生恐惧心理。

1.3 不满环境的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指客观环境要求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所

产生的一种强烈的反抗心态。新兵入营时往往都处于青

春期，在家人的呵护关爱下，养成了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习惯，生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入伍后，对于部队的

集体生活适应困难，不能处理好与战友的人际关系，不

能理解部队严格的管理制度，不能心甘情愿地服从上级

的命令，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

1.4 遭遇挫折的封闭心理

封闭心理是指由于个人在生活及成长过程中遇到一

些挫折，引起个人的焦虑从而与外界隔绝，缺少社交活

动。当新兵在新训阶段学习、训练进步缓慢，或者受到

上级批评教育时，便会产生心理落差，感觉自己不如别

人，而且身边的战友来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差异大增

加了新兵间的沟通障碍，结交新朋友困难，久而久之形

成了封闭心理（辛阔林，2015）。

2　新训阶段新兵心理健康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心理健康服务是指运用心理学及医学的理论和方法，

预防或减少各类心理行为问题，促进心理健康，提高生

活质量。当前，新训阶段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受到高度重

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2.1 心理测量的组织不够专业

一是测验选择方面。军队普遍使用自陈测验进行心

理普查，一方面量表题量大新兵很难有耐心做完，另一

方面量表题目结构明确不可避免会使部分新兵产生防御

心理，刻意隐瞒或伪装自己的真实状态，从而降低测验

效度。二是施测过程方面。通常心理普查安排在新兵入

营后两周内完成，由于刚入营新兵还处于适应期，此时

测量容易高估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测量组织者多

由缺乏心理测试资质的干部骨干担任，也会影响心理测

试过程的规范性。三是结果处理方面。心理普查结果反

馈时，若缺乏专业的解读会导致结果解释不准确，若缺

乏保密意识，可能会对部分疑似心理问题新兵造成不必

要的伤害（李炳南，2021）。

2.2 服务方法的使用不够规范

一是基层部队尚无统一的服务方法使用规范，致使

各单位心理健康服务建设存在差异。如心理测量量表杂

多，缺乏权威的评价体系和衡量标准，导致了各单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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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心理健康筛查评价标准各异；团体心理训练模式缺乏

有效的团体心理训练标准及流程，各单位新兵团体心理

训练的安全性及全面性得不到保障（唐晓丽，2021）。二

是各种心理健康服务方法使用尚未得到有机结合，没有

充分发挥心理服务的效能。通常，对于心理测量筛查出

来可能存在心理疾患的新兵，只是单纯的向上级汇报一

个数据，而没有进一步准确评估他们的心理问题，进行

针对性的教育或治疗，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心理困扰，积

极适应融入部队的生活。（秦艳平等，2017）。

2.3 教育内容的设置不够灵活

一是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完全融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内容也仅局限于与思想政治相关的心理问题及现象，而

且，严肃且以说教为主的课堂氛围会使新兵接受度降低；

二是心理健康教育组织方式不够灵活多样，教育内容主

要通过集体上课进行知识灌输，课上没有讨论交流，课

后缺少反思运用，导致教育内容没有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新兵的心理困惑；三是心理健康教育

严格按照教育计划落实，没有针对新训不同时期新兵的

具体心理变化、存在不同心理困惑，进行教育内容的修

改与完善，致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

2.4 服务体系的构建不够科学

一是心理健康服务管理体制权责不明不统一。各单

位新训工作部门职责划分不够明确，制定的计划无法顺

利落实。二是心理健康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不够。部队

基层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主要由缺乏足够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的军医及骨干实施，使得开展的新兵心理健康服

务工作收效甚微。三是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缺乏评价环节。

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使用方法不够系统、评价机制不够

完善，致使针对新兵新训阶段心理特点的服务模式不够

完善（邱蔚祺，2018）。

3　提升新训阶段心理健康服务效果的策略

3.1 提高心理普查的可信性

一是测量技术的选取。心理测评作应当根据不同的

测量目的选取不同的测量技术。需要大规模取样时可以

采用问卷测验技术，若要避免文化背景影响同时减少被

试的防御性则可以采用投射测验技术。二是测量时机的

选择。新训阶段新兵出现心理、精神行为异常多集中在

入营 30 天左右，而且在《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中

也将心理异常退兵时限明确为 45 天（赵津京等，2020），

因此新兵的心理健康筛查应选择在入营后一个月更为合

适。三是测量人员的选用。心理测量是一项专业性很强

的工作，应当选用专业人员组织实施，可以减少无关因

素对测量过程的影响，提高测评结果的可信性。（宗建明

等，2017）。

3.2 重视服务方法的标准化

一要制定心理健康服务方法的操作标准。如在心理

测量方面，使用自陈量表与投射测验相结合的方式，可

以对下一步的治疗或者访谈起到节省时间、提供线索或

者辅助精神疾病诊断的作用；在团体心理训练方面，既

要根据不同新兵群体的心理特征构建不同的心理训练方

法模式，也要将团体训练向实战化倾斜，提高新兵的心

理承受能力和战场环境适应能力（索红梅，2018）。二要

明确心理健康服务方法有机结合的流程。采用骨干包干

负责、专业咨询师结对、地方专家问诊的方式，适时跟

进疏导，定期检查评估，确保不延误治疗，不影响正常

工作（赵春海等，2020）。

3.3 增强教育内容的针对性

一是将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地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等教育，可以

通过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促使新兵多角度了解，更易

于接受。二是部分心理教育单独备课授课。应该将针对

性较强心理健康教育（如适应心理），从政治教育内容中

分离出来单独备课，并由专业的心理工作者负责辅导授

课。三是灵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不应仅

仅局限于课堂上的时间和内容，在新兵训练和业余时间

都可以进行自训自学，使新兵根据自我需求更好地掌握

和运用心理知识（钱天月，2017）。四是完善心理健康教

育计划。心理健康教育计划应按照新训不同阶段新兵的

心理特点制定，在相应的时间进行相应内容教育。（陈林

珊等，2021）。

3.4 促进服务模式的体系化

一是形成全营区统一指挥、分工协作、职责明确、

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和工作体系。部队应成立新兵心理

健康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指定专人负责领导，军务、政

治、后勤部门共同参与，统一领导、规划、协调、组织

新兵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郭勇，2021）。二是将社会和

家庭两大保障力量联动起来，与部队相互配合共同做好

新兵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一方面部队要协调好驻地医

院、心理咨询机构可以每半月对新训期间新兵心理健康

进行巡回服务，对于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新兵提供专业

援助。另一方面部队与家长要经常互通新兵的心理情况，

让家长配合部队做好新兵的心理健康教育，为新兵营造

良好的心理氛围。三是设立心理健康服务评价系统，完

善心理健康服务全过程。新兵的心理健康服务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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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上级部门抽评、本级内部自评、同级单位互评，

通过评估有助于增强部队对新兵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视程

度，进一步了解新兵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及时对心

理健康服务工作进行整改和完善（王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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