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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军校研究生的心理需要特点，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军校研究生心理教育和素质培养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在某军校选取硕博士研究生被试 １８１ 名，采用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ＥＰＰＳ）对被试进行心理需要倾向的
团体测试。结果　 共获得 １５６ 份可靠数据。①军校研究生前五位的需要倾向分别为：秩序需要（７６． １６ ± ２１． ７８）分、顺从需要
（６９． １１ ± ２５． ８１）分、成就需要（６６． １０ ± ２７． ５９）分、坚持需要（６１． ２５ ± ２６． １２）分、支配需要（６１． ０５ ± ２９． ４８）分；②硕博士研究生
在成就和谦卑需要上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 － １． ９９６、３． ０２７，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③不同生源性质的研究生在顺从需要、求
助需要、谦卑需要和异性恋需要评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３． ９７６ ～ ７． ０７９，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结论　 军校博士研究生
有较高的成就需要，硕士研究生则更加谦卑；不同生源性质的军校研究生表现出不同的顺从、求助、谦卑和异性恋需要特点；

部队在职干部研究生的高求助需要应给予特别关注。

【关键词】　 军校；研究生；需要；ＥＰＰＳ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４ ３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８６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３２５６． ２０１７． ０２． ０１５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Ｃａｏ Ｓｈｏｕｌｉａｎ１，２，Ｘｉａｎｇ Ｗａ１，Ｙｕ Ｏｕ１，Ｈｕ Ｓｈｕｊｉｎｇ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ｖ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　 ４０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 １７ ｔｈ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Ａｒｍ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１８１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ａｓ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ｄｗａｒｄｓ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ＥＰ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５６ ｄａｔａ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①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ｖ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ｗｅｒｅ ｏｒｄｅｒ （７６． １６ ±２１． ７８），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 （６９． １１ ± ２５． ８１），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６６． １０ ± ２７． ５９），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６１． ２５ ± ２６． １２）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６１． ０５ ± ２９． ４８）． ②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 ＝ － １． ９９６，３． ０２７，Ｐ ＜ ０． ０５ ｏｒ ０． ０１）． ③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ｈｅｌｐ，ｈｕｍ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 ＝ ３． ９７６ ～ ７． ０７９，Ｐ ＜ ０． ０５ ｏｒ ０． 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ｎｅｅｄ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ｈｕｍｂ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ｈｅｌｐ，ｈｕｍ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ｅｅｄｓ；ＥＰＰＳ

　 　 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表现在
有机体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的要

求［１］，是个体心理和行为活动的主要动力，也是个体

个性倾向性的重要成分和心理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个人心理健康乃至事业前景可产生重大影响。当

前，对各类在校学生需要现状的调查和探究是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现有文献

中有许多对地方大学生［２ － ７］、地方大学研究生［８ － １０］和

军校大学生［１１ － １３］的需要层次、需要特点的实证和理

论研究，但针对军校研究生的研究仅有寥寥数

篇［１４ － １５］，相关研究和论述明显不足。军校研究生身

兼军人和研究生的双重角色，其心理需要现状不仅与

院校日常的教育管理息息相关，更事关军队高学历高

层次人才的整体心理素质。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

解军校研究生的心理需要特点，旨在为有针对性地开

展研究生学员心理教育和素质培养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学员
队为单位，选取某军校 ２０１３ 级至 ２０１５ 级硕博士研究
生 １８１人，获得有效问卷 １７６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９７． ２４％。若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Ｅｄｗａｒｄ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ＥＰＰＳ）稳定性量表评分 ＞７分，表
明被试测试数据不可靠，应不予采用。共获得可靠数

据 １５６份。其中，硕士研究生 ６４ 人（４１． ０３％），博士
研究生 ９２人（５８． ９７％）；男生 １４６ 人（９３． ５９％），女生
１０人（６． ４１％）；生源性质方面，地方大学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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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人（４５． ５１％），军校应届毕业生 ６７ 人（４２． ９５％），
部队在职干部 １８人（１１． ５４％）。

１． ２　 评定工具

采用 ＥＰＰＳ 测查军校研究生心理需求。该量表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分半信度为 ０． ８８１２，与卡特尔
十六种人格因素（Ｃａｔｔｅｌｌ ＇ｓ １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１６ＰＦ）相同内容的相关为 ０． ５５７５。
ＥＰＰＳ由 １５ 个需要量表和 １ 个稳定性量表组成，１５
种需要分别为：成就、顺从、秩序、表现、自主、亲和、

省察、求助、支配、谦卑、慈善、变化、坚持、异性恋和

攻击［１６］。此外，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被试

的性别、学历层次、年级、生源性质信息。

１． ３　 评定方法

在网络学习室进行团体施测，由 ４ 名专业心理
测评人员共同组织完成。测试采取不记名方式填

写，首先统一宣读指导语，说明测验的目的、作用和

要求；被试认真准确填写个人资料和 １６ＰＦ，最后由
测评人员现场收回所有调查问卷。测试耗时 ４５ ｍｉｎ。

１． 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ｘ— ± ｓ）表示，硕博士研究生 ＥＰＰＳ 评分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ｔ检验，不同生源性质研究生 ＥＰＰＳ评分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和事后多重比较分析。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

２　 结　 　 果

２． １　 １５６ 名军校研究生 ＥＰＰＳ评分

　 　 １５６ 名军校研究生 １５ 种需要倾向中排在前五
位的依次是：秩序需要、顺从需要、成就需要、坚持需

要、支配需要。ＥＰＰＳ评分见表 １。

表 １　 １５６ 名军校研究生 ＥＰＰＳ评分（ｘ— ± ｓ，分）

项　 　 目 评　 　 分 项　 　 目 评　 　 分 项　 　 目 评　 　 分

成就 ６６． １０ ± ２７． ５９ 亲和 ５５． １６ ± ２９． ７５ 慈善 ４５． ３０ ± ２９． ０５

顺从 ６９． １１ ± ２５． ８１ 省察 ５４． ２７ ± ２９． ００ 变化 ４０． ８３ ± ２７． ８５

秩序 ７６． １６ ± ２１． ７８ 求助 ４２． ２６ ± ２８． ７４ 坚持 ６１． ２５ ± ２６． １２

表现 ５８． ０４ ± ２６． ３２ 支配 ６１． ０５ ± ２９． ４８ 异性恋 ５２． ５９ ± ３０． ５３

自主 ４０． １５ ± ２６． ６３ 谦卑 ５０． ５３ ± ２７． １６ 攻击 ２３． ０２ ± ２３． ３８

２． ２　 军校硕士、博士研究生 ＥＰＰＳ评分比较

博士研究生成就需要评分高于硕士研究生

（ｔ ＝ － １． ９９６，Ｐ ＝ ０． ０４８），而硕士研究生的谦卑需

要评分高于博士研究生（ｔ ＝ ３． ０２７，Ｐ ＝ ０． ０３）。两
组 ＥＰＰＳ其他需要方面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均 ＞ ０． ０５）。见表 ２。

表 ２　 硕博士研究生 ＥＰＰＳ评分比较（ｘ— ± ｓ，分）

组　 　 别
ＥＰＰＳ评分

成就需要 顺从需要 秩序需要 表现需要 自主需要 亲和需要 省察需要 求助需要

硕士研究生

（ｎ ＝６４）
６０． ８６ ± ２９． ２８ ６８． ６９ ± ２６． ６１ ７６． ６９ ± ２０． ４３ ６０． １３ ± ２４． ７０ ４１． ９７ ± ２６． ５８ ５４． ４８ ± ２９． ０２ ５６． ５５ ± ２９． ８１ ４０． ２８ ± ２９． ９４

博士研究生

（ｎ ＝９２）
６９． ７４ ± ２５． ８９ ６９． ４０ ± ２４． ４６ ７５． ７９ ± ２２． ７８ ５６． ５９ ± ２７． ４３ ３８． ８８ ± ２６． ７４ ５５． ６３ ± ３０． ３９ ５２． ６８ ± ２８． ４７ ４３． ６３ ± ２７． ９５

ｔ －１． ９９６ － ０． １７３ ０． ２５１ ０． ８２５ ０． ７１１ － ０． ２３６ ０． ８１７ － ０． ７１５
Ｐ ０． ０４８ ０． ８６３ ０． ８０２ ０． ４１１ ０． ４７８ ０． ８１４ ０． ４１５ ０． ４７６

组　 　 别
ＥＰＰＳ评分

支配需要 谦卑需要 慈善需要 变化需要 坚持需要 异性恋需要 攻击需要

硕士研究生

（ｎ ＝６４）
５８． ７３ ± ２８． １４ ５８． ２２ ± ２５． ５０ ４３． １４ ± ３０． ３７ ４０． ３４ ± ２６． ９５ ６０． ６３ ± ２５． ２５ ５０． ７７ ± ３０． ４８ ２４． ３１ ± ２１． ４７

博士研究生

（ｎ ＝９２）
６２． ６６ ± ３０． ４３ ４５． １７ ± ２７． １３ ４６． ８０ ± ２８． １７ ４１． １７ ± ２８． ６０ ６１． ６８ ± ２６． ８４ ５３． ８６ ± ３０． ６７ ２２． １２ ± ２４． ７０

ｔ －０． ８１８ ３． ０２７ － ０． ７７４ － ０． １８３ － ０． ２４９ － ０． ６２１ ０． ５７５
Ｐ ０． ４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４４０ ０． ８５５ ０． ８０４ ０． ５３５ ０． ５６６

注：ＥＰＰＳ，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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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不同生源性质军校研究生 ＥＰＰＳ评分比较

不同生源性质研究生顺从需要、求助需要、谦卑

需要和异性恋需要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见表 ３。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地方生源研究生顺从需要、秩序需要、谦卑需要评

分高于军校生源研究生（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部队
生源研究生的求助需要评分高于地方和军校生源

研究生（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军校生源研究生的变化
需要评分高于部队生源研究生（Ｐ ＜ ０． ０５），同时其
异性恋需要评分高于地方生源研究生（Ｐ ＜ ０． ０１）。
见表 ４。

表 ３　 不同生源性质研究生 ＥＰＰＳ评分比较（ｘ— ± ｓ，分）

组　 　 别
ＥＰＰＳ评分

成就需要 顺从需要 秩序需要 表现需要 自主需要 亲和需要 省察需要 求助需要

地方生源

（ｎ ＝ ７１）
６３． ２８ ± ２７． ９７ ７７． ００ ± ２２． ４５ ８０． １５ ± ２０． ０６ ５５． ３０ ± ２５． ７８ ３９． ５５ ± ２５． ７８ ５９． １０ ± ３０． ０３ ５３． ６６ ± ２７． ０４ ３８． ３２ ± ２７． ６４

军校生源

（ｎ ＝ ６７）
６６． ９９ ± ２６． ６７ ６１． ５８ ± ２６． ４７ ７１． ９６ ± ２４． １３ ６３． ０４ ± ２６． ６６ ４１． １９ ± ２８． ３８ ５１． ０６ ± ２９． １９ ５４． ００ ± ３０． ９６ ４１． ８５ ± ２８． ０７

部队生源

（ｎ ＝ １８）
７３． ８９ ± ２９． ３１ ６６． ００ ± ２３． ２０ ７６． ０６ ± １６． ５０ ５０． ２２ ± ２５． ０１ ３８． ６１ ± ２５． ３７ ５４． ８９ ± ３０． ２４ ５７． ６７ ± ３０． ３７ ５９． ２８ ± ３０． ８６

Ｆ １． １２４ ７． ０７９ ２． ４８９ ２． ４３５ ０． ０９８ １． ２６４ ０． １４０ ３． ９７６

Ｐ ０． ３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１ ０． ９０６ ０． ２８５ ０． ８６９ ０． ０２１

组　 　 别
ＥＰＰＳ评分

支配需要 谦卑需要 慈善需要 变化需要 坚持需要 异性恋需要 攻击需要

地方生源

（ｎ ＝ ７１）
５９． １５ ± ２７． ４５ ５７． ２１ ± ２７． ６９ ４７． ４２ ± ２８． ８５ ４０． ０４ ± ２７． ８９ ６４． ３０ ± ２６． ０４ ４２． ４８ ± ２９． ０７ ２０． ２５ ± ２０． ２６

军校生源

（ｎ ＝ ６７）
６３． ７９ ± ３０． ３８ ４４． ２５ ± ２５． ５１ ４４． ６６ ± ２９． ９０ ４４． ９６ ± ２８． ５３ ５８． ９０ ± ２６． ３６ ６３． ４３ ± ２８． ２６ ２５． １５ ± ２５． ７７

部队生源

（ｎ ＝ １８）
５８． ３３ ± ３４． ４９ ４７． ５０ ± ２６． ３２ ３９． ３３ ± ２７． ２３ ２８． ６１ ± ２１． ９５ ５８． ００ ± ２５． ７０ ５２． １１ ± ３２． ０８ ２６． ００ ± ２５． ６４

Ｆ ０． ５０９ ４． ２１７ ０． ５８２ ２． ５４５ ０． ８９３ ８． ９５４ ０． ９２０

Ｐ ０． ６０２ ０． ０１６ ０． ５６０ ０． ０８２ ０． ４１２ ＜ ０． ０１ ０． ４０１

注：ＥＰＰＳ，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

表 ４　 不同生源研究生 ＥＰＰＳ事后多重比较

项　 　 目
地方生源与军校

生源差异比较

地方生源与部队

生源差异比较

军校生源与部队

生源差异比较

成就需要 － ３． ７０３ － １０． ６０７ － ６． ９０４

顺从需要 １５． ４１８ａ １１． ０００ － ４． ４１８

秩序需要 ８． ２００ｂ ４． ０９９ － ４． １００

表现需要 － ７． ７４９ ５． ０７４ １２． ８２３

自主需要 － １． ６４５ ０． ９３８ ２． ５８３

亲和需要 ８． ０３９ ４． ２１０ － ３． ８２９

省察需要 － ０． ３３８ － ４． ００５ ． － ３． ６６７

求助需要 － ３． ５２７ － ２０． ９５４ａ － １７． ４２７ｂ

支配需要 － ４． ６３６ ０． ８２２ ５． ４５８

谦卑需要 １２． ９５８ａ ９． ７１１ － ３． ２４６

慈善需要 ２． ７６６ ８． ０８９ ５． ３２３

变化需要 － ４． ９１３ １１． ４３１ １６． ３４４ｂ

坚持需要 ５． ４００ ６． ２９６ ０． ８９６

异性恋需要 － ２０． ９５４ａ － ９． ６３２ １１． ３２２

攻击需要 － ４． ８９６ － ５． ７４６ － ０． ８５１

注：
ａＰ≤０． ０１，ｂＰ≤０． ０５

３　 讨　 　 论

已有研究提示，个体需要倾向可能与职业相关，

或者说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人在心理需要上有着某

些特点，如医学专业大学生慈善需要排在其心理需

要的首位［４］，心理咨询师较高的需要倾向是省察、

慈善和变化［１７］。本调查显示，军校研究生排在前五

位的需要倾向依次是：秩序需要、顺从需要、成就需

要、坚持需要、支配需要。这一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

结果［４，１５］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可以认为军校研究

生的优势需要体现了明显的军事职业特点。军队严

格的军事化管理和整齐划一的生活制度，使得军校

研究生做事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喜欢井然有序的

学习和生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校研究生

们乐于遵从和接受领导，体现出较高的顺从需要。

军队教育倡导“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这种崇

尚荣誉、勇争第一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激发了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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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成就需要。坚持需要体现为全力以赴，坚

持到底，这也与军旅生涯对个人意志力和坚毅品质

的要求与培养锻炼有内在联系。支配需要看似与顺

从需要相矛盾，实则不然，军人一方面要服从上级的

领导，另一方面，作为未来的军官，每一个军校学员

都将成为带兵人，作为团队领导者，需要具有支配

力，所以军校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在有意识地培养

其领导素质和管理能力。总之，军校研究生的总体

需要具有明显的军人特色，与军事职业密切相关。

本调查显示，博士研究生成就需要评分高于硕

士研究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历层次的提升，

特别是学术科研能力的提高，博士研究生更希望有

所成就，渴望在学术上取得更好成绩，在专业领域内

有所创造。这一结果与刘学敏等［１５］的研究结果一

致，但仍需更多的实证支持。

此外，不同生源性质的军校研究生在需要特点

上存在差异。部队生源研究生的求助需要显著高于

地方和军校生源研究生。有研究认为，心理需要对

心理健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求助需要强烈容易表

现为心理不健康［８］。事实上，对同类群体的相关研

究的确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在心理健康因素上，部队

生源研究生较军校生源和地方大学生源差［１８］。究

其原因，可能与部队在职干部研究生在学习和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和烦恼更多有关，实际上，部队生源研

究生面临着较多的现实问题，年龄较应届大学毕业

生大，有的已经结婚生子，在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

有很多生活问题需要解决，并且，部队在职干部考研

往往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另外，脱离院校学习几年之后

再重新开始学习和科研，身份角色由干部转变为学

员、主要任务也由工作变为学习，诸多的变化可能会

带来较大的压力感甚至是身心疲惫的感觉。军校生

源研究生的异性恋需要高于地方生源研究生。这可

能与军校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有关，军校生源研究生在

四年本科阶段接触异性的机会较地方大学生要少很

多，加之由军人职业特点带来诸多现实问题使得很多

军校学员在恋爱过程中缺少很多与异性朝夕相处的

感情慰藉。但作为青年人，与性本能相关的情感需求

却是强烈的、不容忽视的。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军校研究生的需要特点与军

校环境和军事职业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军人特色。

在军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军校研究生管理单位和心理

教育机构应特别关注在职干部研究生群体，及时给予

他们必要的引导和帮助。同时，军校德育和心理教育

工作者应适时开展军人婚恋教育和辅导活动，引导军

校学员以正确的方式满足合理的情感需要。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较小且未能涵盖

更多军队院校进行大规模取样，而且由于军校的实

际原因很难做到按需要分层抽样；调查所使用的量

表单一，未能进行更全面的相关研究和更细致的相

关影响因素分析；此外，由于可直接进行比较的相关

研究较少，部分研究结果尚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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