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基层消防官兵心理工作的几点设想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9/2021_2022__E5_AF_B9_

E5_9F_BA_E5_B1_82_E6_c24_239312.htm 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

程度提高，人们除了重视身体健康外，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

康。加强官兵的心理保健和心理疾病防治，是改善官兵生活

质量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前消防部队基层

官兵心理状况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又有哪些普遍

性问题需要引起广泛重视呢？近期，本人与苏州市心理卫生

协会的部分心理咨询师两次走进基层部队营区，为官兵们进

行义务咨询；还在某消防中队举办了心理健康和心理成长的

专题讲座。通过一系列活动，调查了解到了官兵普遍比较开

朗自信，心理承受能力较强，意志坚韧，环境适应和谐；心

理活动稳定性特别好的人要明显多于普通人群。整体印象是

消防官兵的心理素质基础要高于一般人群。但是部分官兵存

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个别甚至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及疾

病。造成心理状况不良的主要原因有： （一）入伍以前的社

会心理原因。受社会竞争和压力剧增及家庭不稳定、学校和

家庭教育方式存在严重弊端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

的影响，青少年人群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率显著增加，加上

以往新兵入伍体检大都忽视了心理健康，大量的程度不同的

心理疾患仅靠有限的几次家访、面谈很难鉴别出来。因此，

一些自身心理健康不良或者本身已有心理障碍的人被选入部

队。这类人群被内心严重的矛盾、焦虑和痛苦控制，入伍后

不能把所有精力用于工作、学习和适应部队的要求。他们一

般业务水平处中下游，工作、娱乐或生活都提不起劲，或者



过分沉迷于某项事物，有的还易发生人际磨擦或暴力事件。

如果将这类人吸纳进部队而不加以引导教育，对部队的安全

稳定和工作效能带来了潜在的危害。 （二）新兵入伍适应的

原因。部队快节奏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约束令部分新兵感到

持久的紧张和压抑。亲人分离的思虑，单调环境的厌倦，高

强度训练的疲劳等等加剧了他们的不适反应。一般人在入伍4

、5个月内均能转为适应，但也有极个别的人因自身素质和成

长环境的原因始终不能适应，他们对部队极端厌恶，用各种

方式试图离开部队，或者沉闷消极，不思进取。 （三）职业

特点的原因。由于消防职业的特殊性，官兵们普遍长期承受

着超负荷的心理压力，对其心理健康的保持影响较大。这一

特点在干部和业务骨干中比较明显，一般来讲，短期经受这

样的心理压力的应激反应会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对心理健康

反而有益。但是有一些责任心强，自我要求高，谨慎内向且

长期承担重大责任的人会因持续的应激反应，从而感到疲劳

或不适应，甚至导致焦虑、抑郁、失眠等症状的发生。 （四

）官兵心理年龄特点。基层消防官兵年纪较经，个性冲动，

易受他人（群体）感染，遇事情绪化推理较多，理性思维较

少，判断事物往往以偏概全，好走极端。如对部队也存在一

些不太公正的现象，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不合理是正常的，

因而对部队失去信心，产生消极心理。再如对个人成长过程

中的困难估计不足，一遇挫折，即悲观失望。 （五）选择的

困扰。首要的就是面临走留选择的问题，个人发展的需要，

父母的期望，现实的经济压力，照顾家庭的需要，潜在的社

会竞争压力，对部队的依恋或抵触，对本职岗位的爱好或厌

倦等存在方方面面的矛盾与机缘，利与弊，选择与被选择，



这样的冲突在每一个面临满期退伍的士官身在都会存在。选

择的问题在平时如遇到严重家庭变故或恋爱婚姻矛盾升级时

可能会突然激化，给当事人以沉重的心理打击。 （六）长期

封闭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部队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有时一桩

小事引起的人际矛盾会越来越大，难以化解，甚至有可能激

发冲动行为。有的战士本身性格内向，或有明显的缺陷易受

他人嘲笑而抵触与人交往，交往范围的有限和长期固定更使

其内心充满了疑虑、内疚、自责而无法排解。如果团体的人

际关系不和谐或是个人与上级发生矛盾，性格内向的当事人

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听其倾诉和化解，可能造成持久的压

抑和痛苦，从而影响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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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