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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陆军男性新兵集训期的心理健康状况&个性&应付方式和社会支持水平的动态变化%方法
!

采用
/&

项

症状自评问卷"

D=L+/&

$&艾森克个性问卷&简易应付方式问卷"

D=D̀

$和领悟社会支持问卷"

DADD

$对
%

个旅所有入伍的
)"%)

名

新兵训练前后进行
0

次测试!测试结果均采用
DADD!*$&

统计软件进行
!

) 检验或
#

检验%结果
!

D=L+/&

分析显示新兵集训前的

情绪问题"抑郁与焦虑$&人际和集训中期的躯体症状较其他阶段明显!且在下连队两周后较集训末期有所升高"

$

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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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个性特征变化显示新兵神经质&掩饰性评分逐步降低!精神质评分呈整体升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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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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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不同阶段应付方式显示新兵在集训中期较多运用)自责*&)退避*方式!集训

末期运用)合理化*&)解决问题*方式较多!新兵下连后)幻想*&)求助*方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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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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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情况显示集训中期整体社会支持状况为最低阶段!随着集训结束与下连队后与各方面联系增加!

社会支持也随之提高%结论
!

集训期新兵心理状况存在两个明显的波动期!分别是集训中期和下连后两周!应加强这两个波动期

的心理干预%

%关键词&

!

陆军新兵#集训期#心理特点#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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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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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军人具有特殊的身份与使命)

!+%

*

"

新兵是这一群体的新生力量!正处于由社会青年向军人士兵这

一角色转变时期)

0+"

*

"与外界接触少!沟通面积小!再加上每天

严格的训练!单调的生活均会使新兵在集训时期的心理状态发

生不同的变化!只有有效地监测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对策加以预

防与改善"新兵的身心健康日益受到军队有关部门的高度关

注)

*+.

*

!这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安全

稳定"本文即针对新兵集训期的心理特点的变化进行动态监

测!为新兵心理素质的提高及心理卫生服务工作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三个建制旅所有

入伍新兵
)"%)

人!有效样本为
)!!.

人"由于新兵中因值勤'

出公差'生病等原因无法全部完成
0

次测试的将其剔除有效样

本!不作为后期处理数据"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全部为男性新

兵!年龄
!#

!

)"

岁!平均%

!.$#/N!$"/

&岁(文化程度#初中

)!)

名 %

!&$&!P

&!高 中
!%%0

名 %

*)$/.P

&!大 专
0&)

名

%

!.$/&P

&!本科
!#&

名%

.$&%P

&(独生子女
../

名%

0!$/#P

&!

非独生子女
!))/

名%

".$&%P

&(汉族
!.)!

名%

."$/.P

&为!少

*&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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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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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临床心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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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集训不同阶段新兵
D=L+/&

各因子比较!

*O)!!.

(

!N"

(分"

项目 集训前期%

I!

& 集训中期%

I)

& 集训末期%

I%

& 新兵下连后两周%

I0

&

$

排序

躯体
!$0/N&$0# !$".N&$""

B

!$"!N&$0/

C

!$"*N&$"%

B4X

!0$%% I)

%

I0

%

I%

%

I!

强迫
!$*.N&$". !$*%N&$""

B

!$".N&$*)

BC

!$*)N&$*&

B8

!&$%* I!

%

I)

!

I0

%

I%

人际
!$#&N&$*0 !$**N&$*&

?

!$*%N&$".

BC

!$*/N&$*"

CX

"$"0 I!

%

I0

%

I)

%

I%

抑郁
!$""N&$0/ !$")N&$0%

?

!$0#N&$0!

BC

!$")N&$00

?X

!!$." I!

%

I)

!

I0

%

I%

焦虑
!$"%N&$0/ !$0.N&$0"

B

!$0!N&$%#

BC

!$0*N&$0)

B4X

)#$*" I!

%

I)

%

I0

%

I%

敌对
!$0!N&$%# !$%#N&$%"

B

!$%!N&$)/

BC

!$%"N&$%!

B4X

%%$0& I!

%

I)

%

I0

%

I%

恐怖
!$%!N&$)/ !$)"N&$))

B

!$)&N&$!/

BC

!$!.N&$!#

BCX

!00$0) I!

%

I)

%

I%

%

I0

偏执
!$"%N&$0/ !$0.N&$0"

B

!$0!N&$0&

BC

!$%.N&$%#

BCX

")$#& I!

%

I)

%

I%

%

I0

精神
!$0.N&$0) !$0"N&$0%

?

!$%/N&$%*

BC

!$0&N&$%#

BC

)0$)/ I!

%

I)

%

I0

!

I%

!!

?

#

)

"

&$&"

!

B

#

)

"

&$&!

!与集训前期比较(

4

#

)

"

&$&"

!

C

#

)

"

&$&!

!与集训中期比较(

8

#

)

"

&$&"

!

X

#

)

"

&$&!

!与集训末期比较"

数民族
)/#

名%

!0$&)P

&"

!$"

!

方法

!$"$!

!

调查工具及调查内容
!

症状自评问卷%

D=L+/&

&

)

/

*评

定近一个月新兵的心理症状!采用
!

!

"

的五级评分方法"艾

森克个性问卷%

Ầ

&

)

!&

*评定受试者的个性特征"简易应付方

式问卷%

D=D̀

&

)

!!

*研究新兵的应付行为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

变化与其他心理因素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ADDD

&

)

/

*评

定新兵领悟到的来自各种社会支持源如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

支持程度!同时以总分反映新兵感受的社会支持总程度"

!$"$"

!

团体无记名调查
!

每次调查前均说明调查目的和意

义!要求新兵按指导语逐一填写"采用追踪调查!新兵集训期

维持
%

个月!每个月为一个阶段!调查分为
0

次进行!首次调查

在第
&

周!第
)

次调查在第
0

周末!第
%

次调查在第
.

周末!第

0

次调查在下连队
)

周后"首次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及
0

个量表(第
)

次调查排除一般情况'

Ầ

(第
%

次'第
0

次调查

排除一般情况"排除
0

次调查中任一次失访的样本%包括确诊

或疑有心理问题的
0%

名&!

0

次调查中可用于前后自身对照的

有效样本为
)!!.

名%

.%$*"P

&!失访样本
0!0

名%

!*$%"P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ADD!*$&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N"

表示!行
#

检验!计数资料行
!

) 检验!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集训不同阶段的心理健康水平
!

对
0

次调查
D=L+/&

各

因子作方差分析表明!总体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新兵集训前的情绪问题%抑郁与焦虑&'人际和集训中

期的躯体症状较其他阶段明显!且在下连队两周后较集训末期

有所升高"见表
!

"

"$"

!

不同阶段个性特征变化
!

内外向得分变化不大"随着集

训时间的推移!新兵神经质'掩饰性评分显著降低!精神质评分

呈整体升高趋势"见表
)

"

"$#

!

集训不同阶段应付方式
!

新兵在集训中期较多运用/自

责0'/退避0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采用/解决问题0

的应付方式"而集训末期运用/合理化0'/解决问题0方式较

多!这对心理状态影响较大"新兵下连后/幻想0'/求助0方式

较多"见表
%

"

"$$

!

集训不同阶段的社会支持情况
!

集训中期整体社会支持

状况为最低阶段!与集训期间采取全封闭训练有关"随着集训

结束与下连队后与各方面联系增加!社会支持也随之提高"见

表
0

"

表
)

!!

集训前'末期(下连后
Ầ

各维度标准分

!!!

比较!

*O)!!.

(

!N"

(分"

因子 集训前期 集训末期 新兵下连后两周
$ )

精神质
0)$.0N/$)# "!$.#N.$0!

B

"0$/0N.$%.

B4

!!&#$/* &$&&

内外向
0%$!0N/$.% 0)$"*N/$#!

?

0)$*%N/$") )$)* &$!&

神经质
"*$&.N.$.& "0$).N/$%!

B

")$!.N.$/.

B4

/.$/! &$&&

掩饰性
0!$//N.$.* %/$%%N.$%)

B

%#$!/N.$"*

B4

!**$)* &$&&

!!

?

#

)

"

&$&"

!

B

#

)

"

&$&!

!与集训前期比较(

4

#

)

"

&$&!

!与集训末期

比较"

表
%

!!

集训不同阶段应付方式比较!

*O)!!.

(

!N"

(分"

项目 集训前期%

I!

& 集训中期%

I)

& 集训末期%

I%

& 新兵下连后两周%

I0

&

$

排序

解决问题
&$#/N&$%) &$#!N&$))

B

&$.&N&$%)

C

&$.)N&$)#

BC8

*&$*) I0

%

I%

%

I!

%

I)

自责
&$%"N&$%! &$0*N&$)/

B

&$%&N&$)*

BC

&$0"N&$)*

BX

!*)$/* I)

!

I0

%

I!

%

I%

求助
&$"&N&$)% &$0/N&$). &$"!N&$)%

4

&$".N&$%)

BCX

0/$)# I0

%

I%

%

I!

!

I)

幻想
&$%/N&$)! &$"/N&$)0

B

&$0%N&$)*

BC

&$"*N&$)%

BCX

%*!$/& I)

%

I0

%

I%

%

I!

退避
&$0"N&$!/ &$"*N&$)"

B

&$0)N&$)%

BC

&$0%N&$))

BC

!#*$"/ I)

%

I!

%

I0

!

I%

合理化
&$0/N&$)" &$0.N&$)! &$".N&$)%

BC

&$"#N&$)#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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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不同阶段的社会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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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项目 集训前期%

I!

& 集训中期%

I)

& 集训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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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兵下连后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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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N&$*& %$!"N&$"%

B

%$)0N&$"#

BC

%$%"N&$"*

BCX

..$0* I!

%

I0

%

I%

%

I)

家庭支持
%$%)N&$.! %$&.N&$##

B

%$!/N&$#"

BC

%$)/N&$#*

CX

0!$.0 I!

!

I0

%

I%

%

I)

朋友支持
%$)&N&$#& %$&)N&$*.

B

%$!.N&$#%

C

%$)%N&$*/

C8

%.$!) I!

!

I0

%

I%

%

I)

其他支持
%$"#N&$*! %$)#N&$"/

B

%$%"N&$*#

BC

%$*!N&$".

?CX

!"0$"# I0

%

I!

%

I%

%

I)

!!

?

#

)

"

&$&"

!

B

#

)

"

&$&!

!与集训前期比较(

4

#

)

"

&$&"

!

C

#

)

"

&$&!

!与集训中期比较(

8

#

)

"

&$&"

!

X

#

)

"

&$&!

!与集训末期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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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

新兵集训前的情绪问题%抑郁与焦虑&'人际关系突出!集

训中期躯体症状明显!这与新兵入伍时的思想准备不足有关!

因此!当入伍后面临突然的艰苦训练时!就容易产生畏难'抑郁

情绪"而且入伍后!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都发生巨大的改变!

势必使一些新兵难以适应)

!)+!%

*

"新兵在集训期与外界接触

少!加之严格的训练!单调的生活极易使战士们产生孤独感'无

助感'抑郁感"如果这些心理问题未能得到舒解!进而表现出

焦虑!烦躁!怀疑!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等!同时也会造成躯体症

状严重!这也是集训中期战士躯体化严重的原因"新兵在下连

队后的两周心理状态又有所浮动!主要是因为经过集训期!战

士们已经基本适应部队的生活!而且战友之间也产生了感情!

建立了友谊!集训使新兵的身心状况有很大的提高"战士下连

队面临刚刚建立的友谊及支持系统又发生变化!下连队之后会

进入真正的军队生活!面临各种人际关系!此时新兵的情绪问

题'人际关系问题可能会出现反弹!这时是心理工作者及连队

领导应该关注的重要时期!合理引导会使新兵成功地度过这一

心理问题多发期"此研究针对新兵集训期间进行了
0

次测试!

与相关研究)

!0+!"

*新兵集训期心理状态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的

研究有所不同!是进行整个集训期间新兵的心理动态研究!分

析期间的动态变化!更加精确地找出哪些阶段是最需要关注

的!为以后的心理预防及防治工作做好理论基础"

#$"

!

新兵的内外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显著性变化!神经质'掩

饰性随着集训的开展逐渐降低!精神质评分呈整体升高趋势!

这说明人的个性相对稳定性!以及随着集训的进行!新兵逐渐

适应了军人的角色!同时!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增高!对战友及周

围环境的信任提高了!降低了对心理测量内容的顾虑"精神质

评分呈整体升高趋势!可能与新兵随着集训的结束!对自己的

去向'未来军旅生涯的担忧等有关"

#$#

!

随着集训的进行!新兵的应对方式逐渐的由消极的/自

责0'/退避0转向积极的应对方式!趋向/合理化0'/解决问题0

的应对方式"这说明新兵在集训期间逐渐掌握了有效的应对

方式"新兵下连后趋向积极与消极%求助'幻想&两种应对方

式!这就需要心理工作者及军队领导重点培养积极的应对方

式'避免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新兵的整体社会支持在集训中

期呈现最低的情况!可能原因是在集训期间!采取全封闭的训

练形式!新兵与家庭'以往的朋友联系几乎中断!所有的支持几

乎来自于战友'军队领导"此时如果与战友互动沟通少!就会

出现整体支持系统严重匮乏!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新兵集训

期的心理状态是个动态的变化期!在集训期新兵出现两个明显

的波动期!我们应该及时地进行心理干预!提高新兵的心理健

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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