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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束缚监狱警察队伍建设的瓶颈，还直接关系到罪犯的

心理健康、人格发展和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本文就其存在

问题所带来的危害及产生的原因作了剖析，并有必要采取有

效的措施妥当解决这些问题来提高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促

进监狱警察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监狱 警察 心理问题 对策 近

年来，对罪犯的心理健康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是提高

罪犯改造质量的标志之一。然而，却很少有人关注监狱警察

的心理健康状况。当前，心理健康教育是亟待加强解决的薄

弱环节，而警察的心理健康更直接关系到罪犯的心理健康、

人格发展和改过自新。没有身心健康的警察，就谈不上罪犯

改造质量的提高。最近，对一所监狱的警察进行一项心理问

卷调查发现，许多警察把每天的工作变成了单调乏味的职业

义务和似乎是毫无新意的重复劳动，缺乏教育改造新观念的

萌动和教育改造最终目标的思考，缺乏与时俱进的意识和不

断进取的信心，缺乏心理健康的支撑，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

，已成为束缚监狱警察队伍建设的瓶颈。为此，对监狱警察

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如下探析。 一、监狱警察心理问题带来

的危害 心理问题犹如“感冒”一样，几乎人人都会遇到。

据WHO估计，世界上20%-3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行为异常。

据我国资料显示，目前正常人群心理障碍的比例在20%左右

。据心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1.23%的警察存在心理问题

，其中 32.18%的警察属于轻度心理障碍， 16.56%的警察存在



中度心理障碍，2.49%的警察已经构成心理疾病。目前监狱警

察的心理健康状况由此可见一斑。从调查数据来看，警察的

强迫症状、自卑心态严重，嫉妒情绪、焦虑水平也出现偏高

，忧郁化以及偏执倾向都比一般人群高等。从性别来看，女

警察的焦虑倾向高于男警察，而男警察的职业稳定性低于女

警察；从年龄来看，中老年警察的强迫症状和躯体化倾向比

较明显，而青年警察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人际敏感、偏执

等方面。这些数据可能有一定的具体性、局限性。但是，有

一点是毋庸质疑的：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越来越

多的警察遭受着心理困扰，并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职业行为和

职业体验。由于警察职业的特殊性，他们的心理问题具有更

大的隐蔽性和危险性。警察的心理健康是罪犯心理健康的必

要前提，警察的一言一行都是影响罪犯的教育改造资源，几

乎每个罪犯在改造过程中，都会因警察的影响而在心理上烙

下较深刻的痕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罪犯的心理健康就

无从谈起，源头性心理伤害就无法杜绝。由此，警察心问问

题带来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警察不经心

时心态的一点点偏差，对罪犯的伤害可能危及一生 警察心理

不健康，受害最大的是罪犯。警察的职业症状使之在教育改

造中容易产生心理偏差，在实际工作中显得焦虑和烦躁，遇

到事情不够冷静，反应过激，处理方法简单粗暴，甚至体罚

打骂罪犯。特别是一些年轻警察发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产生

冲突时，很快会向现实妥协，在焦躁、烦闷之时，对待不顺

眼的罪犯，训斥、责骂毕竟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警

察不经心时心态的一点点偏差，对罪犯的伤害可能危及一生

。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二）警察的职业



倦怠往往会伴随各种心理偏差，导致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 警

察心理不健康，也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警察在监狱工作中

面对的都是罪犯，做着带有一定重复性的工作。如何克服自

身的倦怠，保持对监狱工作的敬业和专心，对警察实在是一

个挑战。心理偏差的警察很可能凭自身的经验、感觉去处理

复杂多变的教育改造现象。警察的职业倦怠往往会伴随各种

心理偏差，导致缺乏积极进取和负责精神。患“心病”的警

察很可能会厌恶本职工作，以消极态度对待本职工作，最终

将影响自身工作水平的提高。 （三）警察长期处于心理重负

之中，若不能及时解脱，只能以牺牲健康作为代价 警察心理

不健康会导致身心健康受损。现今，警察难做，罪犯难教，

心态难好已成为不争的得到认可的说法之一。社会急剧变化

，警察也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带

来的角色模糊、角色冲撞、角色负荷增大使之感到前所未有

的压力。现实竞争与功利需求也往往让警察掩抑真情，而失

落造成的反差、奋斗中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又不断涌现心理问

题，殃及个体身心健康。在长期的抑郁和焦虑中，失眠、食

欲不振、心动过速、头晕目眩等结伴而来，成为常见的病症

，影响健康。可见，处于心理重负不能及时解脱，日积月累

，只能以牺牲健康作为代价。 （四）心理失衡容易使警察和

谐、互补的人际关系受到创伤 警察心理不健康还影响到人际

关系。有些警察遇到挫折、面临矛盾、身受重压之际，心理

失衡的重要表现就是在人际关系中不适应，如一味地倾诉自

身不满，毫无耐心听取他人劝告，拒绝周围的建议，情不自

禁发脾气，甚至显现出攻击性行为。由于在人际关系中缺乏

意识，缺少信心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一旦出现心理偏差，如



焦虑时不善于减压，冲动时不容易节制，使之在人际关系中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像说话交流时的“一本正经”，

做事急于求成时的“一相情愿”，面对复杂情形思考时的“

一种模式”，罪犯个别教育的“一锤定音”⋯⋯皆容易在有

的警察言行举止中显现出来。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自身

日积月累形成的心理偏差。现代社会，健全、和谐的人际关

系必不可少，一旦受挫，危害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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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