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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8_AE_AD_E7_c24_226843.htm 面向警察的“心理

中心” “这名民警反应速度灵敏，很适合做特警”、“这名

民警心理压力过大，需要做相关的心理辅助治疗，才能上岗

工作”⋯⋯上月31日，武汉市公安局公安民警心理行为训练

实验中心心理档案室，43岁的女民警徐芳拿着一摞记载着各

种数据的心理档案，向特警支队的领导们一一介绍。这些档

案，记录着对民警进行心理测试实验的基本情况，并得出了

初步结论。 徐芳，既是武汉市公安局的一名民警，也是武汉

市人民警察培训学院的心理学副教授，还是武汉市公安局公

安民警心理行为训练实验中心（以下简称“实验中心”）的

心理行为训练师，她所承担的工作是对民警做心理预防、咨

询和训练。在实验中心，像这样的训练师一共有7名，均经过

公安部的专业培训，拿到了国家注册的心理行为训练师的认

证证书。 “我们这项工作是预防为主，提高民警心理素质，

把患病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也是从优待警的一项重大举措

。”徐芳这样概括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她说，过去，单纯把

身体检查作为衡量民警身体素质的标准，现在则加大了心理

素质的检测力度。此外，实验中心的心理行为训练师们还针

对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开枪、目睹战友伤亡或家庭遭遇重大变

故等情况，进行心理辅导、矫治，以防民警因严重心理障碍

引发自杀或伤害他人事件的发生。 心理障碍困扰4000民警 有

研究表明，警察仅在任职头3年耳闻目睹的丑恶面，比普通人

一生中见到的还要多。警察已成为与各种阴暗面打交道最多



的群体，也是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之一。如1999年春

，某省某市公安局两名刚入警不久的民警在执行完当天的任

务后，相约到河边的一饭馆吃饭，两人坐定后要了几碟小菜

下酒。他们谈起了工作，继而谈起了因突发事件失约而惹恼

了女友，又谈起了郁积在心中的不快和苦闷，越谈越觉得心

灰意冷，并突然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同时开枪射死对方。

“砰”，一声枪响后，一名民警应声倒下，另一名民警在枪

响的同时突然惊醒。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战友，他意识到自己

闯下了大祸，急忙拨打急救电话，在把战友送往医院的途中

，他深感后果严重，也开枪自尽。 1994年，一向清贫的陕西

某派出所教导员张争振确诊患了乙肝，欠下几万元的债务。

第二年，他多病的妻子又下了岗，加上老父病重，他甚至连

儿子上幼儿园的50元学费都交不起。2001年5月15日，张争振

在仅10平方米的出租屋后院饮弹自尽，时年34岁。他在遗书

中写道：“亡命工作，无愧于心。留给妻儿之少，来生再报

。” 从2000年开始，一线民警的心理问题成为全国公安部门

关注的焦点。2006年，河南省公安厅针对该省千余民警进行

心理测试，结果显示52.74%的基层民警有心理问题；陕西省

公安厅对976名民警进行心理健康调研，结果发现存在心理问

题的比率高达66.5%⋯⋯ 武汉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陈骥向记者

披露，截至去年年底，武汉市1.8万民警中，有近4000名民警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问题。警方心理专家坦言，在武汉

这样一个特大城市里，民警面对的治安环境和工作压力都要

更加复杂和繁重，心理状况不容乐观。 2005年5月，武汉市公

安局成立民警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先后开设民警心理健康服

务热线和网站，1年半时间里，前后接待民警上门和电话咨



询1000余人次。去年11月，公安部首批8个公安民警心理行为

训练实验中心成立，其中一个就是武汉训练中心。 在游戏中

给心理减压 训练中心如何消除警察“心病”？这样的心理训

练需要药物辅助吗？3月30日，记者走进这个中南地区一流的

训练中心。 训练中心设在武汉市人民警察培训学院，这里有

民警心理档案室、心理素质测评室、心理能力训练室、心理

恢复舱及心理行为训练场。整套设备斥资百万元。 心理训练

师叶峰告诉记者，心理行为训练是应用行为心理学、认知心

理学和咨询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借助行为训练，来提

高受训人员的基础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在公安民警中

推行心理行为训练，不仅可以帮助有各种心理异常的民警尽

快缓解心理压力、消除心理危机，更重要的是能够使民警具

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品质，从而达到战胜心理恐惧、

激发心理潜能、增强敢为精神、锤炼坚强意志的训练目的。 

心理行为观察室分为实验区和观察区，实验区是对民警进行

情境类心理行为训练。其中一个叫“法柜奇兵”的训练项目

，来自好莱坞电影《法柜奇兵》中的创意。看过这部电影的

人一定会记得“魔窟历险”这幕场景。魔窟中遍布绊网，一

旦有人不小心碰到了绊网，毒箭就会从四面八方射来。民警

完成这个项目就如同一次类似的冒险，一根系在两个杆子之

间、距地面1.5米高的绳子被想象成“绊网”，整个小组都要

从绳子上端翻越过去，而且绝对不能碰到绳子。否则，整个

小组都会被“毒箭射死”。“这个项目的难度极大，以此来

培训民警的团队精神，开发团队潜能。至今全国只有两支团

队能够完成。”叶峰告诉记者。 心理素质测评室的主要功能

是对民警的心理素质进行测评及对民警的心理能力进行训练



。 训练中心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心理恢复舱。民警遇到一些突

发事件，心理受到影响时，就可以到这儿来恢复。比如，民

警因为处置劫持人质事件而产生心理影响，就可以从电脑中

选出一张类似的照片，在电脑程序的帮助下，完成对心理压

力水平的评估，然后“对症下药”提供合适的减压放松方式

，如音乐放松法、肌肉放松法、想象放松法等等。 民警在行

为观察室、心理测评与能力训练室、心理恢复舱进行的所有

活动结果汇集在一起，经整理形成心理档案。有了这些档案

，心理训练将更有针对性与时效性，也为民警的训练、选拔

、任职等提供参考依据。 记者体验“高空抗压”项目 除了室

内的心理行为训练项目，室外的各“心理行为训练器械”项

目都惊心动魄。 记者在训练中心的室外训练场上看到，耸立

在操场上的“心理行为训练器械”只不过是一个铁架，看上

去和平常见到的拓展训练器械差不多。叶峰警官介绍，整套

室外训练包括20余个科目，其中“凌空跨越”、“尖峰时刻

”等10余项目是高空训练，能够帮助民警磨练和强化在高危

险境中的适应能力、团队精神、自信心、意志力等，促进心

理素质的提升。 2006年11月，训练中心成立后，首先接纳的

是来自一线的特警队员。中心逐一为他们建立了心理档案。

在一次高空抗恐惧行为测试训练时，一名民警出现了严重的

恐高反应，心跳急剧加速。叶峰立即对其进行心理辅导，鼓

励他说：“对高空的恐惧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先天就有的，

就像孩子刚生下来对火不知恐惧，因此，一定要调整脑海中

固有的错误认知，激发潜能。”在叶峰和战友们的鼓励下，

这名民警克服了原有的恐惧心理，顺利完成测试。在第二天

进行的高空“依存共渡”训练项目中，该民警在克服心理障



碍后，主动第一个报名参加测试，并顺利完成。 在3名特警

队员的保护下，记者体验了其中一个心理测试项目——“尖

峰时刻”。这个项目要求测试者攀爬上8.5米高的柱子后，跳

起抓住距离自己1.3米的空中单杠。 上场之前，记者穿上全套

防护设施，系上了保险绳，看着3名身高体壮的特警牢牢抓住

保险绳，顿时感觉心中踏实了许多。开始的攀爬也较容易，

但到达顶端后，记者发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供

站立的圆盘只能容下一只脚，柱子一直在风中左右摇摆，摇

摇欲坠，令人一阵阵发晕，心跳加剧。 在训练师的指导和鼓

励下，记者在担心失衡坠落的巨大恐惧中，慢慢站起身来。

然而，1.3米远的空中单杠却显得遥不可及。每当记者准备起

跳时，总会被强烈的恐惧感击退。“沉思”5分钟后，记者鼓

足勇气，使上全身力气纵身一跳，双手仅碰到单杠的边缘，

身体掉了下去，被保险绳牢牢吊起。 这一跳虽然没有成功，

却博得了训练师们热烈的掌声。记者解下安全带，只感觉全

身发软，心脏狂跳不止。叶峰告诉记者，这个项目就是让受

训民警体验恐惧，面对恐惧，最终形成战胜恐惧的能力，培

养紧张恐惧情境里快速正确思维的能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