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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 陈 帅 阳 恒

“我觉得我可能活不下去了。”
研究生学员张浩万万没有想到，自
己在被论文虐得死去活来的那个晚
上，随手在朋友圈发的一个搞笑表
情 包 ， 竟 会 让 大 家 “ 如 临 大
敌”——

先是被研究生队政委请去聊天，
然后导师特地把他叫到家里“吃了
顿饭”，时不时还会有作为心理骨干
的 同 学 到 宿 舍 “ 串 门 ”。“ 那 种 感
觉，就好像某个广告：一直有人在
你耳边问你，你没事吧？”

在今年 9月底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
院举办的心理健康文化节上，张浩上
台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乌龙”事件，
引起同学们大笑。
“在学习的路上，有人关心你

走得远不远，还有人关心你走得累
不累。”他的一句话打开了同学们的
心门，引起大家共鸣。如同平静的
湖面被投下一颗石子，心理健康文
化节的举办，也让人们得以窥见研
究生学员在军校荡起的阵阵“心理
涟漪”。

心理问题就像感冒一

样普通，没有什么大不了

“牛得不讲道理，感觉智商被压制
了。”研究生学员陈钻钻的话多少显得有
些无可奈何。他身边的同学有的是“SCI
专业户”，有的堪称“奖牌收割机”，还
有的年纪轻轻就成了《Science》 评委。
虽然陈钻钻拿了几个全国竞赛的奖
项，但他始终感觉有些拿不出手。

陈钻钻的话语中，透露出影响研
究生心理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学
业压力。今年 5月，国防科技大学在
研究生群体中开展了近 2000 人次心
理测评。统计结果显示，该校研究
生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平 均 发 生 率 为
13.2%。仅 2017 年，就有 131 人次研
究生学员前往学校心理健康指导中
心寻求面谈咨询。但还有更多人，
选择独自面对压力与困惑。

在该校研究生院开办的心理健康
文化节上，不少同学像陈钻钻一样，
被鼓励走上台去，说说自己的困惑、
压力。这也是活动举办方的一个初
衷：让学员们放开说、大胆说，不要
一讲到心理问题就谈虎色变。

研究生院政委吴小松说，作为高
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
自主创新的高地，国防科技大学的
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上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学员可以直接参与到“天
河”“北斗”等重大科研项目……种
种夺目的学术光环，让很多人觉得，
国防科大的研究生仿佛是一个异于常
人的优秀群体。但这个群体其实与普
通人一样，也会经历心理问题的困
扰，同样需要“心理照料”。

征集最美笑脸、设计文化节徽
章、校园随访、团体辅导与训练、
心理知识讲座……随着心理文化节
活动的一项项展开，研究生学员少
了一些难以启齿的尴尬，多了一些
“吐槽”之后的畅快。

“我们办文化节，就是想让更多
的学员知道，人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
候，心理问题就像感冒一样普通，没
有 什 么 大 不 了 ， 也 没 有 必 要 难 为
情。”谈及活动初衷，吴小松说。

一场美丽的心灵之

约背后，是团队多年的心

理服务付出

“浓厚的学习氛围和优越的学习
条件在给学员们动力的同时，无形中
也给了他们压力。要战胜这种压力，
不仅需要最强大脑，更需要最强心
脏。”从文化节活动的前期策划到现
场组织，该校军事心理学教研室主任
韩立敏与她的团队一直活跃其间。这
是她从事心理服务工作的第 16 个年
头，这场与研究生学员的美丽心灵之
约，是团队多年心理服务工作的一个
缩影。
“不谦虚地说，我们有着跟军内同

行比起来堪称豪华的阵容。”谈及“心
之桥”心理服务团队，韩立敏信心满

满。他们聘请了 2名专职心理咨询师开
展学校心理服务工作，24名值班心理
咨询师每年要接受 40学时左右的督导
培训，前往学员队进行心理知识宣讲
的志愿者也常年保持在 50人左右的规
模。因为心理咨询师的庞大规模，他
们甚至定了一个近乎奢侈的门槛：必
须达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才允许进
行面对面心理服务。
“我们现在是专职老师、核心骨

干队伍和外围服务团队三位一体的
团队。”文理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系协
理员曹静说，“即使这样，跟研究生
学员打交道时，我们也得打起十二
分精神。”

叩开研究生学员的“心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高学历群体往
往是有备而来。一次，专职心理咨询
教员郭莉萍在面谈咨询时惊讶地发
现，对面坐着的学员了解的心理学知
识不比自己少，“社交回避”“原生家
庭”等专业术语张嘴就来。“与别人不
同的是，他做了很多功课，自己找书
学过大量心理学知识，对自己表现出

什么症状，甚至引起问题的原因都分
析得一清二楚，他来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尝试心理自愈失败之后的求助。”
这对郭莉萍们提出了很大的考验，一
来要用专业的素养打消戒备赢得信
赖，二来要确实想出开解的办法不辜
负学员的期待。
“其实，军校研究生学员的心理

现状，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心理
咨询大多面对的是发展性和适应性问
题，障碍性问题占少数。对于研究生
学员来说，前两类问题已经被他们通
过自我学习和自我调节解决得很好
了，来到咨询师面前的，大多属于难
啃的硬骨头。”尽管面谈咨询的数据
结果显示“不那么美”，但对于研究
生学员的心理现状，韩立敏有着不一
样的解读。多年与研究生学员面对面
的咨询经历，让心理服务团队更容易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心理健康文化
节的组织过程中格外顺畅。
“老师们的辅导包括他们设计的游

戏，都能打到我们心坎上，感觉很放
松。”一名学员说道。

让阳光照进心灵，

需要打开多扇窗口

国防科技大学校园网选课系统开
放不到半天，选修课《心理健康与幸福
人生》的100多个名额就被预订一空。

文理学院的研究生教学参谋沈丽
莉找到任课教员兰芬“走后门”：“能否
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学
员们宁可旁听都要来这个教室。”兰芬
告诉他：“学生们爱听这堂课，就好像万
物喜欢阳光一样。”

一扇窗，洒进一缕阳光。为了让研
究生这个优秀群体始终洋溢着青春与
阳光，校、院、队、教研室、导师，都在不
遗余力地作出努力。

心理咨询室的一份资料显示，研究
生学员咨询问题类型主要集中在关系问
题、学业困扰和自身困扰三大方面。关
系问题占 35.55%，主要包括婚恋、亲子、
一般人际以及和导师的关系四类；学业
困扰占 24.1%，主要是日常学业压力、毕
业论文压力、专业兴趣问题等；自身困扰
占17%，主要指个体的性格问题、身心症
状等。这也与本科学员主要集中在如何
适应严格正规的管理、繁重的课业任务
和高强度的训练问题表现有所区别。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6 年初，学
校专门制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
校心理服务工作的意见》，机关制订了
具体的《实施方案》，设立专项经费保
障心理服务条件建设；研究生院组织
心理健康文化节，发放服务手册、组织
专家讲座、开展心理辅导；学员队建立
心理骨干队伍，把服务工作做在平时；
教研室一方面开设《军人心理学》《心
理健康与幸福人生》等选修课，一方面
依托“心之桥”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普及心理知识，并接受学员们的点
名面谈预约。

除了从心理知识角度进行普及和开
解，学校的一些暖心举措也起到了很好
的效果。该校留校博士黄贤俊至今仍清
楚地记得出国留学时赶上的第一个圣诞
节。“当时初到异国他乡，也找不到人交
流，特别孤单，幸好后来学校海外党支部
组织活动，才感觉心里暖暖的。”他说。
“让研究生们智慧的心灵充满阳光，

不仅是心理服务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所
有院校教育工作者共同的义务。这些
年，多方力量一直都在努力，只不过今年
形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这样便于引起更
多人的关注，吸纳更多的力量。”研究生
院院长沈林成说。

尾声

9 月 25 日，阳光正好。国防科技
大学篮球场上走来一群年轻的研究生
学员。他们围成一团，放开心扉地体
验“风中劲草”“低空飞行” 等心理
游戏，空中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心理健康文化节虽已近尾声，但
这个活动引发的原生效应仍在继续。
这是一个理应奋发有为而且必将有所
作为的群体，这是一个理应朝气蓬勃
而且必须朝气蓬勃的年纪，如何让这
个充满希望的群体永远洋溢着阳光与
激情，军校人永远在路上。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举办心理健康文化节—

一场智慧与心灵的美丽约会
■武啸剑

闭上双眼，双手放在胸前，任由

身边同学一双双有力的臂膀控制着自

己的平衡。在国防科技大学心理健康

文化节“风中劲草”游戏环节中，学

员陈钻钻在经历从不知所措到全身放

松的变化同时，也体验到了从忐忑不

安到沉着冷静的心路历程。

一个小小的游戏，带给学员不一

样的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理健

康文化节，如同平静的湖面投下一

颗小石子，激起阵阵涟漪，荡漾在

学员心田。

当军校学员遇上心理健康文化

节，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烙印，一个年龄段有

一个年龄段的心情。作为人们眼中的

天之骄子，军校学员与伟大的时代同

频心跳，尤其是高学历的研究生学

员，他们屡获佳绩、光环夺目。但如

果去掉这些耀眼的学术光环，我们发

现，他们也还只是一群 20岁出头的

年轻人。我们喜爱他们特有的阳光与

朝气，也要承认他们会遭遇这个年纪

无法避免的困惑与烦恼；我们欣赏他

们刚毅、果敢、坚韧的特有品质，也

要接受他们偶尔的情绪低落。举办心

理健康文化节，就是希望更多的人以

科学理性的眼光看待军校学员的心理

状态。

“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数字样本背

后的故事。”心理健康文化节上，一名

心理咨询教员说起一个引人思考的现

象。从数据上来说，从地方大学考入

的研究生学员前往心理咨询室的比例

要大得多。但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的情况更严重，反而是因为他们

在本科期间已经接收了较好的心理普

及教育，将心理咨询看作“感冒发烧

之后去看病”一样。“他们在登记时会

毫无芥蒂地填上个人信息，而大多数

军校本科毕业的研究生会有所取舍地

填写。”举办心理文化节，就是希望更

多的人了解心理知识，乐于接受心理

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理健康文化

节就像一堂课，教会学生们在诉说苦闷

中消除苦闷、在感受快乐中寻找快乐，

也许课时不长，影响却很远；它像一团

火，用坦诚与沟通点亮一张张阳光绽放

的笑脸，驱散那些可能被忽视的阴霾，

也许热度不高，但传递很广；它像一粒

种，埋下希望，静待收获，也许时间不

定，但终会萌芽。

“世间最纯粹、最暖人胸怀的乐

事，恐怕莫过于看见一颗伟大的心

灵对自己开诚相见吧。”两百多年

前，作家歌德以少年维特的口吻在

信中写下对伟大的心灵的向往。人

的一生总会面对诸多困苦，唯有乐

观强大的心灵让人战胜烦恼、迎来

希望。心理文化节也是如此，也许

在 不 经 意 间 ， 一 阵 笑 声 、 一 次 交

流 、 一 场 游 戏 ， 就 埋 下 了 快 乐 成

长、乐观阳光的心灵种子。

且让我们静待花开。

当军校学员遇上心理健康文化节
■王微粒

从靶场走进课堂，张浩的瞄准镜里

有了新目标：成为“学战研战的高徒”。

入学前，国防大学研究生学员张浩

是一名特战狙击手。瞄准目标，扣动扳

机，张浩总是百发百中。然而，从熟悉

的训练场走进陌生的课堂，他有些手足

无措，一时不知该瞄准什么目标。

正当张浩陷入迷茫时，一场名为

“后天沙龙”的特色讲堂，让他重新找

到了靶标。高科技武器、新作战理论，

让张浩见识到，什么才是“明天的战

争”、未来的战场。争做“学战研战的

高徒”成为他的新目标。

从此，校园里多了一个忙碌的身

影。精品课程、特色讲堂、高端论坛，

张浩不放过任何一次“充电”的机会。

充实的学习生活，让他每天都清晰地

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从苦练枪法到拓展格局，变的是

思维层次，不变的是学战研战的从军

初心。每每想到未来军队建设的实

践，张浩和战友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

高 徒

吴忆平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

刚开学，陆军边海防学院新学员

徐峰，就在轻便炮兵训练上和教授吴

忆平较上了劲儿。

入学前，徐峰是迫击炮手，两年“炮

龄”的他没把眼前这个慢吞吞的老教授

“放在眼里”。在一次戈壁靶场实弹射

击中，徐峰打算在教授面前露一手。

架好迫击炮，徐峰信心十足。没

承想，连开3炮全部脱靶！那一刻，徐

峰就像泄气的皮球。

这时，吴教授取下瞄准镜，卸掉炮

架，手扶炮管简易发射，一炮命中靶

心。从瞄准到发射，整个过程不到3秒

钟，徐峰服了面前这个“神炮手”。后

来，徐峰才知道，看似轻松的动作背后，

是时光雕刻的“肌肉记忆”，是吴忆平对

迫击炮30年如一日的痴迷钻研。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神炮手”吴忆平并没有什么诀窍，他

只是用一生将一件事做到了极致。将

职业当事业，视工作为艺术，吴忆平用

一颗匠心，诠释了一名良匠对完美的

不懈追求。

良 匠

在战友们眼中，杨文奇是有一手

剪纸绝活儿的“大师”。

剪刀一起一落，平淡无奇的彩纸

变成精美的艺术品。国防科技大学信

息通信学院战士杨文奇，用剪刀勾勒

出精彩的强军故事。

一幅幅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作

品，几乎占用了杨文奇全部业余时

间。耗时7个月创作65幅抗日战争群

体画像集、耗时3个月创作32幅我军

英雄模范肖像集……

如今，这位战士又有了新的创

意：“明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

想用 70幅剪纸作品向亲爱的祖国

献礼！”

以文化人，方能致远。一张彩纸，

一把剪刀，讲述的是小故事，反映的是

大时代。气势恢宏的红色历史在小小

的剪纸上定格聚焦，杨文奇听到自己

心中久久回响的英雄乐章。

（本组稿件由刘志尚、王 杰提

供资料）

大 师

心手相牵、放飞梦想。图为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开展“信任背摔”心理趣味游戏。 杨 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