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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兵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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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评估
)..$

年新兵心理健康水平并探讨相关因素!为实施新兵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

应用一般情况问卷&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

1*=X

$&应付方式问卷&艾森克个性问卷"

0"h

$&症状自评量表"

1%4#$.

$组成调查

表!对
&&.-

名新兵实施团体心理测试%结果
!

"

&

$新兵
1%4#$.

总分和各因子分均显著低于新兵常模"

!

%

.,.&

$!以成熟应对方

式为主#

1*=X

分显著高于国内常模"

!

%

.,.'

$%"

)

$神经质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负相关"

!

%

.,.&

$#不成熟性和混

合性应对方式&状态
#

特质焦虑总分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呈显著正相关"

!

%

.,.&

$%"

+

$以
1%4#$.

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逐

步线性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稳定性&状态焦虑&退避&荒分&自责&社会支持利用度!

(

个变量的决定系数
8

)

`

.,'--

!对方程检验!

" &̀)&,(-.

!

!

%

.,..&

%结论
!

)..$

年入伍新兵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以成熟应对方式为主%

关键词"军事人员#应激!心理学#焦虑#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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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新兵作为部队的特殊群体#面临新的军事训练管理环

境#将承受一系列心理应激和角色转换问题#能否在较短的训

练期完成角色转变#适应部队生活和工作环境#保持身心健康#

对于加强部队战斗力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
)..$

年入伍新兵

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并着手建立入伍新兵心理档

案#为新兵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训练提供心理学客观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整群抽样法#随机抽取某部队
)..$

年

&)

月入伍集训期新兵
&&+)

名作为调查对象#于入伍后第
+

周

进行现场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回收有效样本量
&&.-

份#有效

率为
$6,'+7

)均为男性#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其中文化程度!初中
)6$

名$

)',+7

&#高中
-.6

名

$

+(,$7

&#中专
)+$

名$

)&,(7

&#大专
&-6

名$

&+,+7

&#本科
+)

名$

),$7

&)独生子女
++-

名$

+.,+7

&#非独生子
66.

名

$

($,67

&)入伍地来自城镇
-+)

名$

+$,&7

&#农村
(6)

名

$

(.,$7

&)家庭结构来自单亲家庭
&.&

名$

$,&7

&#双亲家庭

$()

名$

/6,&7

&#其他
-&

名$

+,67

&)

@,A

!

方法
!

采用团体测试#问卷调查#所有测试统一指导语#

记名问卷#答卷当场收回)调查问卷由以下量表组成!$

&

&自编

一般情况调查表#要求提供年龄*文化程度*职务等基本信息)

$

)

&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

1*=X

&

'

&

(由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
)

个

分量表组成#共
-.

个项目#前
).

项为状态焦虑量表$

1#=X

&%后

).

项为特质焦虑量表$

*#=X

&)$

+

&应付方式问卷'

)

(

#其
()

个

条目#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
(

个分量

表)$

-

&症状自评量表$

1%4#$.

&

'

)

(

#共
$.

个条目#包括
$

个因

子#即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

神病性)$

'

&艾森克个性问卷$

0"h

&

'

)

(

#测定人格中的
-

个维

度#分别是精神质$

"

分&*内外向$

0

分&*神经质$

Q

分&*掩饰

性$

4

分&)$

(

&社会支持量表$

1121

&

'

+

(

#包括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
+

个测量因子#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说

明社会支持越差)

@,B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1"11&(,.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应用
9

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以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6

期

"

基金项目"成都军区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基金资助项目$

)../

&)



A

!

结
!!

果

A,@

!

)..$

年新兵心理健康状况
!

以
1%4#$.

总分大于
&(.

分#或阳性项目数大于
-+

项#或任一因子大于
+

分为筛查阳

性#

&&.-

名新兵中共筛查出阳性者
&&&

名#提示有
&.,.'7

的

新兵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不良心理反应)其中#新兵不良心

理症状主要表现为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和强迫等因子)

表
&

!!

新兵
1%4#$.

与中国军人常模比较%

F @̂

)分&

因子
新兵

$

&̀ &&.-

&

国内军人

$

&̀ &)-/(

&

新兵常模

$

&̀ (+6'

&

9

&

9

)

躯体化
&,-)̂ .,'& &,+(̂ .,-( &,'&̂ .,'' -,.)

F

W',6-

F

强迫
&,'-̂ .,-( &,'(̂ .,') &,6+̂ .,'+ W&,(' W&+,$(

F

人际关系
&,-(̂ .,-6 &,-'̂ .,-$ &,6)̂ .,'6 .,/& W&/,+.

F

抑郁
&,+.̂ .,-) &,-&̂ .,-$ &,'/̂ .,'' W/,-/

F

W)&,/)

F

焦虑
&,+-̂ .,-) &,+'̂ .,-( &,'+̂ .,'. W.,/- W&-,$'

F

敌对性
&,)6̂ .,-) &,+$̂ .,'. &,-/̂ .,'' W$,+.

F

W&(,-&

F

恐怖
&,)+̂ .,-. &,)'̂ .,-. &,+/̂ .,-6 W),&-

G

W&+,.'

F

偏执
&,+)̂ .,-) &,+$̂ .,'. &,'6̂ .,'6 W','/

F

W&$,/6

F

精神病性
&,+&̂ .,++ &,+)̂ .,'. &,'.̂ .,-6 W.,$( W&$,.+

F

总分
&)),6-̂ +),'-&)(,$(̂ +6,6(&+$,6+̂ )),-+ W-,)(

F

W&6,&(

F

!!

F

!

!

%

.,.&

#

G

!

!

%

.,.'

#

9

&

`

新兵与国内军人比较#

9

)

`

新兵与新

兵常模比较)

A,A

!

新兵
1%4#$.

*

1*=X

*

0"h

及应付方式问卷评定结果分析

!

调查显示#新兵
1%4#$.

总分和各因子分均显著低于新兵常

模$

!

%

.,.&

&

'

-

(

)与刘俊丽等'

'

(关于中国军人
1%4#$.

的研究

资料比较#躯体化因子分显著高于国内军人#抑郁*偏执*恐怖*

敌对性因子分及
1%4#$.

总分显著低于国内军人$

!

%

.,.'

&

$表
&

&)应对方式中解决问题*求助因子分显著高于军人常模

$

!

%

.,.&

&

'

(

(

#而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因子分均显著低于

军人常模$

!

%

.,.&

&$表
)

&)

)..$

年新兵状态焦虑因子分

$

+6,--̂ $,(.

&显著低于国内常模$

+$,6&̂ /,/$

&

'

&

(

$

9̀ 6,/6

#

!

%

.,.&

&#特质焦虑分$

+$,6'^/,$.

&显著低于国内常模

$

-&,&&̂ 6,6-

&$

9̀ ',./

#

!

%

.,.&

&)

表
)

!

新兵应付方式与中国军人常模比较%

F @̂

)分&

因子 新兵$

& &̀&.-

& 军人常模$

& )̀(-$

&

9

解决问题
.,/&̂ .,&$ .,)/̂ .,)) $-,&6

F

自责
.,)/̂ .,)+ .,6-̂ .,+. W(-,/-

F

求助
.,($̂ .,&$ .,-(̂ .,)( +/,$-

F

幻想
.,-.̂ .,)+ .,()̂ .,)/ W+.,+'

F

退避
.,-)̂ .,)- .,(.̂ .,)6 W)',/+

F

合理化
.,-.̂ .,)& .,'$̂ .,)' W)$,$/

F

!!

F

!

!

%

.,.&

#新兵与军人常模比较)

A,B

!

新兵个性特征*应对方式*状态
#

特质焦虑与
1%4#$.

各因

子分之间的相关分析
!

相关分析显示#

0"h

中精神质*稳定性

因子分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正相关$

!

%

.,.&

&%内外向*荒分因子分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

著负相关$

!

%

.,.&

&%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负相关$

!

%

.,.&

&#客观支持仅与敌

对*人际关系*抑郁因子分呈显著负相关$

!

%

.,.'

&%特质焦

虑*状态因子分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正相关$

!

%

.,.&

&%应对方式中不成熟应对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和混

合型应对方式$合理化&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

正相关$

!

%

.,.&

&%成熟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求助&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负相关$

!

%

.,.&

&#见表
+

)

表
+

!

新兵个性(应对方式(状态特质焦虑与
1%4#$.

各因子分之间的
"BFD59<\5

相关分析%

8

值)

& &̀&.-

&

因子 精神质 内外向 稳定性 荒分
客观

支持

主观

支持
利用度

状态

焦虑

特质

焦虑

解决

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躯体化
.,)-/

F

W.,&$(

F

.,'+$

F

W.,)/&

F

W.,.6- W.,)&-

F

W.,+.'

F

.,-6+

F

.,+$(

F

W.,&))

F

.,-.)

F

W.,).(

F

.,+&6

F

.,+))

F

.,)$(

F

强迫症状
.,).+

F

W.,&$'

F

.,'-/

F

W.,+.-

F

W.,.') W.,)&&

F

W.,)6+

F

.,-&+

F

.,+(+

F

W.,.(&G .,-'/

F

W.,&')

F

.,-.'

F

.,+6-

F

.,+(&

F

人际关系
.,)-&

F

W.,)--

F

.,'6&

F

W.,+++

F

W.,.$&

G

W.,)6&

F

W.,)$/

F

.,-+&

F

.,+6.

F

W.,./&

F

.,-'+

F

W.,&$+

F

.,-.)

F

.,+(6

F

.,+-.

F

抑郁
.,)$&

F

W.,)/'

F

.,((+

F

W.,++)

F

W.,./$

G

W.,)6'

F

W.,+-(

F

.,''+

F

.,-6'

F

W.,&/6

F

.,'&&

F

W.,)'.

F

.,+/(

F

.,+/6

F

.,+'/

F

焦虑
.,)+'

F

W.,)&)

F

.,'$-

F

W.,)$/

F

W.,.)- W.,)&$

F

W.,)')

F

.,-$&

F

.,-.+

F

W.,&.6

F

.,-'6

F

W.,&/6

F

.,+6+

F

.,+'+

F

.,++)

F

敌对
.,-&/

F

W.,&+-

F

.,'(.

F

W.,+6&

F

W.,&.+

F

W.,)-(

F

W.,)$&

F

.,-&&

F

.,+(+

F

W.,&-&

F

.,+$+

F

W.,&$+

F

.,+6$

F

.,+)6

F

.,+.)

F

恐怖
.,)6/

F

W.,)6.

F

.,'''

F

W.,+.(

F

W.,.(6 W.,))$

F

W.,)/+

F

.,--.

F

.,+$)

F

W.,&'$

F

.,-)'

F

W.,&$'

F

.,+-&

F

.,+)/

F

.,+.&

F

偏执
.,++.

F

W.,&)/

F

.,'.-

F

W.,+/(

F

W.,.$/

G

W.,)$(

F

W.,)/)

F

.,+$)

F

.,+-+

F

W.,./+

F

.,---

F

W.,&''

F

.,+$$

F

.,++$

F

.,+(+

F

精神病
.,)(6

F

W.,&&.

F

.,'.'

F

W.,+).

F

W.,.(( W.,)'&

F

W.,)+6

F

.,+6-

F

.,+&.

F

W.,.'$ .,+6)

F

W.,&(.

F

.,+'+

F

.,)$6

F

.,+.+

F

总分
.,+).

F

W.,)-'

F

.,(6'

F

W.,+/+

F

W.,.$.

G

W.,+.(

F

W.,+-'

F

.,'+(

F

.,-'6

F

W.,&+&

F

.,').

F

W.,))-

F

.,--'

F

.,-.$

F

.,+/6

F

!

F

!

!

%

.,.&

#

G

!

!

%

.,.'

)

A,C

!

新兵个性*应对*

1*=X

与
1%4#$.

总分的逐步回归分析

!

以
1%4#$.

总分作为因变量$

$

&#以
0"h

*

1*=X

及应对方式

各因子分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共

有
(

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分别为!稳定性*状态焦虑*退避*荒

分*自责*社会支持利用度)对方程内变量单独检验#

(

个自变

量对因变量$

1%4#$.

总分&均有显著性影响$

!

%

.,.'

&#

(

个变

量的决定系数
8

)

.̀,'--

#对方程检验#

" &̀)&,(-.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建立回归方程模型为!

$`$+,./.a

),6))1

稳定性
a.,'6/1

状态焦虑
a&',.$&1

退避
W.,/-61

自责荒分
a

&+,&(61

自责
W&,&+'1

利用度#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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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0"h

(

1*=X

及应对方式各因子与
1%4#$.

!!

总分的
1>B

I

H:5B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9 1:

M

常数
$+,./. /,&66 W W .,...

稳定性
),66) .,)'- .,-.- &.,$)$ .,...

状态焦虑
.,'6/ .,&&+ .,&/) ',&+. .,...

退避
&',.$& ',&-/ .,&.6 ),$+) .,..+

荒分
W.,/-6 .,)6' W.,.$' W+,./+ .,..)

自责
&+,&(6 ',.$+ .,&.' ),'/' .,.&.

利用度
W&,&+' .,-// W.,.($ W),+)' .,.).

!!

W

!此项无数据)

B

!

讨
!!

论

本次心理测试选择在
)..$

年新兵入伍后第
+

周进行#此

时#新兵正面临完成角色转换*逐步适应军营生活的关键心理

应激期)研究结果显示#

)..$

年入伍新兵
1%4#$.

测量结果与

)...

年新兵常模比较#总分和各因子分数均显著性下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刘俊丽等'

'

(对
&)/-(

名军人

1%4#$.

测试结果比较#除躯体化因子分显著性增高外#抑郁*

偏执*恐怖*敌对性因子分及
1%4#$.

总分均显著性下降$

!

%

.,.'

&)说明
)..$

年新兵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好于过去及

一般军人#兵源心理素质较高)该调查结果与近几年新兵心理

状况调查相似'

6#/

(

)原因可能与
)..$

年应征入伍的新兵在文

化程度上较前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且在征兵过程中加强对新兵

进行心理健康状况筛查有关)新兵入伍后#部队积极开展了相

应的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在军事训练和管

理上针对新兵的心理特点#更注重人文化*科学化施训#也对提

高新兵心理状况起到促进作用)

本调查显示#

)..$

年新兵不良心理症状主要表现为躯体

化*人际关系敏感和强迫#可能因为新兵由于入伍时间短#对部

队还缺乏了解和适应#人际关系尚未完善#产生的心理问题多

以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应对方式上#新兵更多选择解决

问题*求助等成熟型应对方式#而较少选择不成熟和混合型应

对方式#说明
)..$

年新兵面对应激能积极应对)状态*特质焦

虑分均显著低于国内常模$

!

%

.,.'

&#说明新兵面对入伍这一

应激性事件#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

年新兵整体上表现出成熟稳重的人格特征和积极的应对方式#

情绪稳定)

人格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变量#是个体对应激的认知

评价及应付等心理调控能力的重要基础'

$

(

)应对方式是应激

的中介因素#应对方式可通过改变对应激事件的认知评价#调

节相应的躯体或情感反应等来影响应激的强度'

&.

(

)有研究表

明#神经质与
1%4#$.

得分及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应

对方式与其特质焦虑高低有密切关系#低焦虑主要采用成熟应

对方式#对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

&&

(

)本研究着重分析了

)..$

年新兵的人格特征*应对方式*

1*=X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交互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神经质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

均呈显著负相关%

1*=X

总分*不成熟应对方式和混合型应对

方式与
1%4#$.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开朗

的性格*稳定的情绪*成熟的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

同时也提示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应注意个体差异并重视培养其

成熟应对方式#有利于维护新兵身心健康'

&)

(

)

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对新兵心理健康有显著性影响的

(

因子依次为!情绪稳定性*状态焦虑*退避*荒分*自责*社会

支持利用度)能解释
1%4#$.

总分值数变异的
'-,-7

#说明这

(

个因子可作为新兵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预测指标)其中情

绪稳定性*状态焦虑*不成熟应对方式$退避*自责&和对社会支

持的利用度均可通过积极有效的心理干预得以改变'

&)

(

#也为

新兵入伍后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提高其心理应

激水平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

)..$

年入伍新兵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好于过去#

不良心理症状主要表现为!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和强迫#心理

健康受个性*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
1*=X

的综合影响#其中情

绪不稳定*状态焦虑*不成熟应对方式仍是新兵心理健康状况

的主要影响因素#提示在以后对新兵进行心理素质训练时#要

充分考虑新兵个性差异#针对新兵焦虑情绪加以调控#引导新

兵更多采用成熟性应付方式)本研究以回顾性研究为主#但新

兵的心理发展是一动态过程#提示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新

兵进行纵向跟踪式研究#以提高新兵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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