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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理论根据与现状，着重指出该体系通过心理咨询、应激管理、心

理治疗以及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等多维度途径，有效缓解军人心理压力；随后深入分析了其在军队中的应

用，如提升心理弹性、改善情绪控制和增强社会支持等方面；最后提出了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路径、构

建智能化心理教育平台和加强专业化骨干队伍等优化心理健康体系的策略，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心理健康

支持体系提供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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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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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system,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system effectively alleviates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military personnel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such a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tress 
management, psychotherap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support network; then it deeply ana-
lyze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military, such as enhanc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mproving emo-
tional control and enhancing social support; finally, it proposes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mental 
health system, such as formulating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paths, constructing in-
telligent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platforms and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backbone teams, aim-
ing to provide feasible solution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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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官兵精神状态将对军队整体的战斗力、稳定性和未来的持续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传统上，我军都

倾向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增强官兵的政治觉悟、战斗精神和作风纪律，这样的措施有助于提振官兵斗

志和整体战斗力(雷高平，2023)。但是，随着现代战争形式的持续演变和社会心理环境的逐渐复杂化，仅

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官兵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和高强度的军事

训练时，军人的心理需求变化得更加明显。近年来，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和实际应用为军队战斗力的提升

提供了创新视角，它帮助提高军人心理弹性、情绪控制力和压力耐受性，从而助力官兵在应激情境下高

效完成任务(赵梦雪，冯正直，2022)。美军自 1838 年起正式建立了随军牧师职位体系，随军牧师通过信

仰辅导、心理咨询和情感疏导，帮助现役和退役军人解决心理问题，并在近年来进一步引入心理咨询和

应激管理技术，显著改善了士兵的心理状态与战斗意志(华建玲，2010)。随着心理学科逐渐成熟以及军队

现代化不断深化，中国军队也开始逐步融入心理健康体系，并在心理咨询、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治疗

和社会支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本研究深入剖析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理论基础，并对目前体系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后对心理健康支

持体系在军队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策略，为增强军队战斗力提供科学依据与实用路径。 

2. 心理健康支持体系概述 

2.1. 理论基础 

心理健康对个体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影响着个人的情绪、行为及生理健康，更是军人

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其高效完成军事作业的关键(赵梦雪，冯正直，2022)。魏雯雯等人研究发现，

通过定期心理调适活动培养积极情绪，增强军人面对逆境的心理弹性，并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可以显

著提升心理健康水平(魏雯雯等，2024)。冯正直等人认为军人心理健康是在军事作业情境中，人–机–环

关系的和谐与军事效能最大化，不断适应、平衡和发展的心理状态、心理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整合和优化

(冯正直，刘潇，2015)。心理健康支持体系通过提供心理咨询、应激管理和其他心理服务，帮助官兵解决

心理问题、应对高压环境、掌握压力缓解方法，使官兵的心理状态和团队合作能力得到提升，进而显著

提高整体士气和作战效能。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964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胡锦隆 等 
 

 

DOI: 10.12677/ap.2024.149649 302 心理学进展 
 

2.2. 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组成部分 

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主要由心理咨询服务、应激管理、心理治疗、社会支持四个重要部分组成。心理

咨询服务是帮助官兵应对各种心理问题和情感困扰的主要方式，通过心理咨询官兵得到专业的心理辅导

和支持。目前，各级部队中普遍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并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为官兵提供

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和危机干预等服务。应激管理是帮助官兵应对和管理压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增强适

应性的应激反应和防止不适应的应激反应，提高了部队应对作战应激反应(CSR)的准备状态，有助于维护

军人健康，确保最大限度减少因 CSR 影响而导致的减员(刘彬，2022)。心理治疗是应对 PTSD 等心理疾

病的关键手段，这些疾病在军队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减员因素，深刻影响着官兵的心理健康、日常生活

质量，并间接削弱了整体战斗力。当前，认知行为疗法、暴露疗法与药物治疗等方法是治疗 PTSD 的有

效手段(严雯婕等，2024)。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高水平支持促进正面情绪，减轻应激伤害，预

防抑郁(余苒等，2017)。解放军通过家庭心理教育、联谊活动及咨询服务，强化家庭支持，助力士兵平衡

工作与生活，显著提升心理健康与军队士气，构建稳固的支持体系。 

2.3. 现有体系分析 

近年来，我军通过高质量与广覆盖的心理健康服务，显著提升了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了部队

士气和战斗力。我军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主要针对现役军人的精神疾病治疗

与预防；1987 年，总政治部首次提出要重视军人的心理健康，并在部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

服务的试点工作；2000 年，《关于重视做好基层部队心理教育和疏导工作的意见》中明确了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部队开始设立心理咨询室，并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官兵提供心理服务；

2012 年，我军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军队心理服务工作的意见》详细规划了心理服务的组织体系、

工作内容、方法手段及保障措施，标志着军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全面构建进入新阶段(廖雅琴等，2005；
伍干东，2006；尹忠伟等，2007；王鑫强，何晓新，2015)。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军队心理健康工作也积极融入“互联网+”思维(陆宇洋，韩松柏，2017)。
军队内部开发了多款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和应用程序，如心理测评系统、在线心理咨询、心理教育视频课

程等，为官兵提供了优质的心理服务。2022 年，张亮等人通过对 935 名军人进行预测试和 1689 名军人

进行正式测试，编制了信效度良好的《军人心理健康综合评估问卷》，构建了评估军人多维心理健康的

有效工具(张亮等，2022)。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的心理健康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心理健康服务

在不同部队之间的覆盖和质量不均衡，部分偏远地区和基层部队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相对匮乏，官兵难

以及时获得有效的心理支持。而且部队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的一次性评估方法，缺乏纵向对比，无法对

官兵的个性心理特征纵向变化及其因果关系进行有效评估(顾春红，2016)。 

3. 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在军队中的应用 

3.1. 提升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在军人心理健康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军人面对压力和挫折时迅速恢复的能力，也是

维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其在高压环境中的表现。张建国等人对某海军陆战队官兵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在应激状态下的官兵在心理弹性各维度的得分较健康的被试者明显偏低，这一结果印证了心

理弹性能够帮助个体应对生活压力、缓解负性情绪(张建国等，2021)。2021 年，杜艳玲等人发现焦虑敏

感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心理弹性对部队官兵的焦虑敏感水平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

训练增强部队官兵的心理弹性，进而有效地减少他们的焦虑感(杜艳玲等，2021)。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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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军人心理弹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通过提供心理咨询、应激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多种服务，该体系

帮助军人识别并调整不良的心理模式，掌握有效的情绪管理技巧。 

3.2. 改善情绪控制 

军人常常面临高压、高风险的任务，这些任务对其情绪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有效的情绪控

制不仅能够帮助军人保持冷静与高效的决策能力，还能减少因情绪失控导致的内部摩擦和冲突，从而维

护团队的和谐与稳定(张晶轩等，2020)。2020 年，王慧中等人通过对 3330 名陆军军人进行量表调查发现，

陆军军人的抑郁水平与情感求助和自我安慰这两种减弱型情绪调节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减弱型情

绪调节方式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王慧中等，2020)。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为军人提供了全方位的心理咨询以

及情绪管理服务，助其更好地识别并深入了解情绪的真实反应，同时引导他们采取合适的调节方法。例

如，经过系统的情绪管理训练，军人能够学习到如何识别情感的触发点、调节负面情感，并掌握积极应

对压力的技巧，从而提高他们面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 

3.3. 增强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在军人心理健康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能够有效地减少军人心理压力，显著降低他

们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并有助于提高官兵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朱旗等，2021)。社会支持不仅来自

家庭和朋友，还涵盖了同事和上级。通过建立和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军人可以得到更深度的情感慰藉和

实际帮助，这种支持对于他们心理健康的维持和进一步上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能够为军人提供多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协助他们构建和维持一个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对军人及

其家庭成员进行家庭心理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掌握沟通手段，理解自己的需求和感情状态，从

而有助于减少家庭内部可能出现的冲突，并加强情感支持。研究表明，家庭的支持和理解不仅有助于军

人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压力，而且能够提高他们在团队环境中的表现和合作的意向(孙欣羊等，2013)。 

4. 心理健康支持体系提升策略 

4.1. 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路径 

作为现代新兴科技的 VR 技术能够为官兵打造了一个既真实又可控的虚拟战场，帮助官兵逐步适应

和应对各种高压挑战，从而有效提高其心理韧性和适应能力，使官兵在虚拟的挑战中不断地突破极限，

为实际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于伟成，韩立敏，2023)。同时，它还可以为官兵提供了

一个独特而安全私密的心理疗愈空间，通过沉浸式的心理放松训练和暴露疗法，让患者逐步、可控地暴

露于创伤性记忆或场景中，帮助他们在心理上逐步脱敏，为治疗 PTSD 等心理创伤探索了新方法(力光瑞

等，2023)。 

4.2. 构建智能化心理教育平台 

人工智能正逐步革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其利用 VR 技术不仅可以构建出高度沉浸式的教育场景，

让官兵在亲身体验中深刻理解教育内容，显著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还可以从多维度采集并分析

官兵的思想行为数据，为教育评估提供了更为科学、细致的数据支持(谢晋源，龚波，2024)。同时智能算

法以其卓越的能力，可以精准洞察每位官兵的独特学习需求，从而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利用，为每位

官兵量身打造专属学习路径，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高度个性化与高效化。最后 AI 还可以通过分析官兵

的言语、表情及行为模式，能够精准识别出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提前发出预警信号，为心理骨干队

伍提供了宝贵的干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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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专业化骨干队伍建设 

心理健康教育领域融入了众多的新技术，尤其是 AI 技术的引入，使心理骨干队伍的培训与考核发生

了革命性的变化。AI 技术因其出色的数据分析性能，具有深入探索每一名心理骨干个性化需求和特性的

能力，能精确地选择最符合其需求的学习工具和策略，确保每名心理骨干都能得到量身定制的培训，实

现教育资源的最优分配。通过实时的数据监控和复杂的算法分析，AI 考核系统得以对心理骨干的技能掌

握和学习成效进行全方位、客观的评估，这种及时的反馈机制不仅提高了评估效果，更为心理骨干队伍

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与方向。 

5. 总结 

本文对心理健康的支持体系的理论背景和当前状态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在军队中的具体使用中进

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优化的策略建议。心理健康支持体系通过心理咨询、应激管理、心理治疗和社会支

持等多种方法，能够显著地减轻官兵的心理负担，提升他们的心理弹性、改善情绪控制和增强社会支持。

本研究提出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路径、构建智能化心理教育平台和加强专业化骨干队伍等优化策略，旨

在为进一步完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贡献出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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