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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在军队康复疗养中心的效果分析 

丰丽娟，曹晨光，马 晶，李 菲* 

天津康复疗养中心  天津 

【摘要】目的 研究在军队康复疗养中心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成效。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 80 名军队康复疗

养中心的疗养员作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分配原则，将他们均衡地分为两个组别：对照组（40 名，接受常规性护

理）与研究组（40 名，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对两组疗养员的军人职业压力程度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得分

以及自我和谐量表（SCCS）评分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对比分析。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研究组的 SCL-90 量表得

分展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与此同时，其 SCCS 评分也显著下降，这些差异在统计分析上均呈现出高度的显著性

（P＜0.05）。结论 心理健康教育对军队康复疗养中心的疗养员的心理健康状态及自我和谐水平具有提升与优化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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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military rehabilitation and recuperation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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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military rehabilitation centers. 
Methods In this study, 80 convalescents from military rehabilitation center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assignment: control group (40 student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research group (40 students, receiv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onvalescent workers on the Self-Rating Scale for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Symptoms (SCL-90) and the Self-Harmony Scale (SCC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L-90 scal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ing trend, and at the same time, its SCCS 
score also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se differences showed a hig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elf-harmony 
level of the convalescents in the military rehabilitation and recuper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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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康复疗养中心肩负为军队体系内人员提供服

务的核心使命，这些疗养员出身各异，遍布多种职务范

畴与地域分布，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来自偏远地带的人

员。地处偏远使得这些人员难以与家人保持持续沟通，

加之日常任务的艰巨性和生活环境的严酷性，这些综

合因素可能会降低他们对工作的专注度和积极性，阻

碍他们有效融入职业角色，并时常伴随着负面的心理

状态[1]。另外，那些承担特殊职责的疗养员，在亲历极

端情境之后，其心理层面往往容易遭受显著的冲击与

心理创伤。康复疗养的日常生活常常显得单调、缺少新

意，并且，大多数疗养员在遵从军队严谨的规章制度方

面遭遇了不小的困难。多种因素的累积效应，使得疗养

员由起初的轻微担忧与紧张情绪，逐渐恶化成焦虑、恐

惧等深度的心理困扰，以至于部分疗养员步入了绝望

的边缘[2]。军人的心理韧性是其核心素质的关键组成部

分，其状态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成果的优劣。故

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对于增

强军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敏感度处理能力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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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战友之间的协作默契，提高军人间的心理契

合度，进而对军人的心理状态起到积极的优化与改善

作用[3]。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健康教育在军队

康复疗养中心中的实施效果，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聚焦于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时段

内，军队康复疗养中心所接纳的 80 例疗养员，将其作

为考察样本。针对所有满足条件的疗养员，详尽阐述了

研究的具体内容，并顺利取得了他们签署的知情同意

书。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分为对照组 40 例（男：女

=30:10，平均年龄为 35.59±5.11 岁）与研究组 40 例

（男：女=28:12，平均年龄为 35.71±5.39 岁）。经过

统计分析，两组疗养员在基线特征上并未展现出具有

统计学意义的明显区别（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了常规护理模式，而研究组则采用了

心理健康教育方案，以下是对其具体执行细节的详尽

阐述： 
（1）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基于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框架，对疗养员进行了严格的心理评估，并建立了详细

的心理健康档案，这份档案记录不仅包括了他们的基

本信息，如学历背景、职业状况、生活习惯、兴趣所在

及家庭结构，还详尽记录了他们的症状特点、心理状况

及认知表现等多方面的信息。 
（2）制定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基于测评数据的分

析，凭借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对疗养员当前的心理健

康水平进行深入探究，并结合疗养员的个性化需求，据

此制定出一套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 
（3）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期准备。为了保障心理健

康教育的质量，在启动健康教育之前，需事先征询疗养

员对于学习内容的期望与偏好。在教学环节中，应着重

围绕疗养员所关心的主题进行，诸如在任务执行期间

如何进行心理调适，以及如何高效管理人际关系等话

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每完成一轮后，需立即对经验进

行总结，识别出存在的问题点，并基于这些问题提出相

应的改进策略。护理人员需要掌握扎实基本的专业知

识，并且还要熟练运用多种沟通技巧，具备良好的人际

交往能力。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应确保健康教育内容既

科学严谨，又实用易懂，并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以此来

调动疗养员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兴趣与需求，促使他们

由被动接受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探索，逐渐养成自主学

习的良好习惯。最终在护理人员和疗养员的携手合作

下，共同增强心理健康意识，提高自我保健的能力。 
（4）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创造一种温馨

且轻松的环境，以及进行自然流畅的交谈过程中，着重

实施策略以激发疗养员的主动性，依据他们各自的兴

趣点、喜好以及需求，整合相关信息，采用既科学又合

理的方法来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通过加强与疗

养员的互动交流，来提高他们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

参与积极性。通过不断努力激发疗养员对心理健康教

育的兴趣，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心理学的

基础知识，并从中获得启迪与帮助。遇到专业性较高的

问题时，应立即与心理科室进行沟通，以保障疗养员能

够迅速获得专业且高效的心理支持与援助。 
（5）个体差异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由于疗养

员在文化水准、生活习性、期望值和社会背景方面存在

差异，因此他们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解和认识也各不

相同。一些疗养员可能持有心理健康教育非必需的观

点，认为它难以应对他们当前所面临的实际难题。面对

这种情况，必须加深他们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解，明确

阐述其益处与潜在挑战、目标及其核心价值，帮助他们

调整心理状态，缓解不良情绪。此外，还可以运用多样

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比如，将测评结果与心理健康

知识融合进行阐释，并在课程开始前播放一些与心理

议题紧密相关且能激发疗养员兴趣的视频或音乐供其

观赏。从而能够持续提升疗养员的心理健康认知水平，

增进他们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配合与参与度。 
1.3 观察指标 
采用军人职业压力指数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对两组疗养员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评估，该量表共含

90 个项目，细分为 10 个维度，每个项目依据严重程度

划分为 1 至 5 的五级评分体系。 
采用自我和谐量表（SCCS）对两组疗养员进行评

估，旨在衡量他们在保持自我认知一致性及调和自我

与经验间关系方面的效能。此量表由三个维度构成，分

别是：自我经验的不和谐、自我刻板性以及自我灵活性，

总共包含 35项评估条目。采用五级评分体系进行评分：

1 分代表“与您的情况完全不符”，2 分表示“与您的

情况有较大出入”，3 分表示“无法确定”，4 分意味

着“与您的情况较为吻合”，5 分则表明“与您的情况

非常一致”。 
1.4 统计学分析 
在本研究中，所收集的全部数据均已被录入 SPSS 

23.0 统计软件包中，以便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对于

计量资料，采用了 t检验和 sx ± 的统计方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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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计算得到的 P 值小于 0.05，则判断两组之间的差异

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 SCL-90 评分对比 
研究组的 SCL-90 评分总均分为（1.32±0.28）分，

对照组的 SCL-90 评分总均分为（1.54±0.26）分，

t=3.642，P=0.001；相较于对照组，研究组的 SCL-90 得

分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

极高的显著性水平（P＜0.05）。 
2.2 两组 SCCS 评分对比 
研究组的自我经验的不和谐评分为（33.13±7.17）

分，对照组的自我经验的不和谐评分为（40.14±6.86）
分，t=4.524，P=0.001；研究组的自我刻板性评分为

（26.55±7.45）分，对照组的自我刻板性评分为（31.57
±6.13）分，t=3.291，P=0.002；研究组的自我灵活性

评分为（14.68±7.22）分，对照组的自我灵活性评分为

（17.69±5.91）分，t=2.040，P=0.045；相较于对照组，

研究组的自我经验的不和谐的评分、自我刻板性的评

分以及自我灵活性的评分均显现出显著降低，这两组

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均具有极高的显著性水平（P＜
0.05）。 

3 讨论 
相较于其他行业，军人职业展现出其特有的性质，

有些军人必须在极其艰难且地处偏远的环境中长时间

地居住与工作。军人长期饱受与家人分隔两地的社会

心理重负，同时还面临着较大的职业危险，这些要素对

军人的心理健康构成了潜在的严重威胁，容易导致其

心理健康受损[4]。军人们需应对的不仅是军营里高强度

的日常训练任务及严苛的管理体系，还常常因担心训

练未能达标而产生恐惧、忧虑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教育在缓解抑郁病人的自杀

念头、调整其消极情绪与负面认知以及增强个体对心

理压力的适应能力方面展现出显著效果[5]。鉴于此，军

队康复疗养中心需要为疗养员开展切实有效的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旨在全方位提高其心理素质，加强其心理

韧性，以保障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对于提升军人的

战斗效能及优化其心理素养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 
心理健康教育以护理人员对疗养员的全面评价为

核心，特别重视角色认同、自我认知、沟通互动以及情

感体验等要素，力求贴合疗养员的个性化需求与期望。

基于护理人员与疗养员的共同商议，双方共同制定出

一个既切实可行又高度定制化的计划与目标，并携手

推进该计划的实施进程。在心理健康教育实施阶段，贯

彻了心理治疗的基本理念，采用了诸如倾听、解释、疏

导及提议等一系列支持性心理介入手段，旨在推动预

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帮助疗养员稳步恢复健康[6]。针对

疗养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能够帮助他们消除烦

恼与焦虑情绪，从而进一步提高疗养员的总体生活品

质。实施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计划，可以促使疗养员

由原先的被动接受医疗转向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流程，

进而提升其自我管控能力。这不仅帮助疗养员形成了

准确的疾病风险认知，还增强了他们克服疾病的信念，

从而加快了疗养员的康复速度[7]。本研究的数据揭示，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的 SCL-90 评分呈现出显著的下

降趋势，同时，其自我经验的不和谐的评分、自我刻板

性的评分以及自我灵活性的评分也明显降低（P＜

0.05），这一结果表明，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提升疗养员

的心理健康状态及促进自我和谐具有积极作用。分析

原因为心理健康教育对于疗养员而言，有助于其深刻

认识自身心理问题状况，明确心理问题的成因及具体

症状，缓解误解与恐惧情绪，从而增强其对治疗的遵从

度。此外，心理健康教育能够指引疗养员培养积极的心

态，增进自我调节的效能，确立自尊心与自信心，促使

康复过程加快进行。另外，经由心理健康教育，疗养员

可以习得针对心理问题的应对策略，加强自我管理的

技巧，有效阻止心理问题再次发作，进而提升他们的生

活品质。心理健康教育还能促进疗养员建立起一个更

为宽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涵盖战友圈与专业的护理支

持小组等，为他们带来多样的援助与扶持[8]。 
综上所述，在军队康复疗养中心，心理健康教育对

疗养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自我和谐程度起到了积极地

提升与优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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