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 月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an. 2020
第 37 卷第 1 期 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7,No. 1

　 　 收稿日期:2019-07-16
　 　 作者简介:王方(1997—),女,山东烟台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知现状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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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伴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公安工作

中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加,公安民警承受的心理压力也在不断增加。 公安民警心理健康一旦出现问

题,不仅会损害民警身心健康,也会影响公安工作顺利有效的开展。 本文选取山东省烟台市某公安分局的民

警随机发放纸质问卷,以获得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知现状,了解民警对心理疏导的看法和开展情况,从而采用

针对性的策略和办法。 问卷结果发现,公安机关存在对心理疏导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以及机构组织、人员

配置不健全等问题。 心理疏导以人为主体开展,合理地将心理疏导加以运用,不仅能够帮助民警解决心理问

题,对公安队伍建设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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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

式处理人际关系。” [1]32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两

个新名词展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2]。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

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3] 这是党面临国际国内

新形势,对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考和新认

识。 心理疏导的提出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
拓宽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视野,是党在新形势下对

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考和新认识[4]。
　 　 公安民警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面临的心理考

验也不容小觑。 根据相关调查可以发现,越来越多

的心理问题困扰着我们的人民警察。 他们有的焦

虑、紧张、自卑、惶恐,甚至出现失眠、抑郁,这对于

公安队伍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无疑起着阻碍作用。
心理疏导缘起于心理学,并综合囊括了哲学、教育

学、医学、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学科的内容和方法,
这为解决民警的心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一、公安民警心理疏导概述

　 　 心理咨询 20 世纪初产生于美国,20 世纪 80
年代被引入中国,并被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和

实际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进而引出了“心理疏导”
这一说法,使之逐渐发展为一种用于心理干预的

辅导方法和技术。
　 　 对于心理疏导的内涵,国内学者提出过许多

不同的看法。 尚春和杨胜认为心理疏导侧重于通

过研究人们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和生理机能,从
而达到对人进行研究的目的。 把握民警的心理特

征是心理疏导的关键,这种心理特征影响其职业

价值的发挥[5]。 屈健将心理疏导定义为“疏通”
和“引导”。 疏通是指通过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反

馈,使患者将内心的隐情和症结表达出来。 引导

是建立在沟通所获取的信息的基础上,将患者的

认知进行优化和改变,从而达到将患者引向健康

方向的目的[6]。 对此,通过对比学者们对心理疏

导概念的界定,可以将心理疏导的概念简单归纳

为“疏”和“导”。 “疏”即疏通,是去掉阻塞使畅

通,“导”即引导、传导、疏浚、疏导。 因此,心理疏

导就是心理工作者在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时,
引导患者吐露内心郁结,针对阻塞处为其排忧

解难。
　 　 公安民警在工作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扰,
例如人际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工作晋升、执法中

的暴力冲突等问题,对民警进行心理疏导即为其

内心驻防。 心理学上有研究指出,当个体在面临

困境时,如果能够得到来自家人、朋友或者外界的

精神、物质帮助,就会提高心理应激能力。 相反,

·19·



如果此时个体无法得到来自任何人的任何帮助,
会极度增加受挫情绪,进而激化个体内在的悲观

和失望,甚至引发与社会、单位及家庭的冲突和对

抗事件的发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公

安民警的情绪需要宣泄、需要“出口”,心理疏导

恰恰为民警情绪的释放提供了渠道。 公安民警通

过宣泄内心的敌对、不满等一系列消极情绪,有利

于个人的排解,从而恢复心理平衡,避免情绪不断

累积影响心理健康。 而心理疏导过程中的平等倾

听会增加民警的被尊重心理,使民警在讲述内心

不快时得到关怀。 把心理疏导作为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的途径、方法和过程,不仅可以切实地贯彻人

文关怀,体现以人为本,还可以使思想政治工作更

有效地开展。 心理疏导在于疏,思想政治工作在

于导,要注意先疏后导或边疏边导,即先帮助工作

对象进行一定的心理调适,使其不良情绪得到宣

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再进行思想上的引导,或
者在进行心理调适的过程中解决思想问题[7]。
心理疏导中宣泄疏导方法的鼻祖可以追溯到亚里

士多德。 他曾在《诗学》中提到,希腊悲剧能够帮

助人们有效地释放内心的恐惧、忧虑和悲伤等负

面情绪,释放此类负面情绪会推动个体的心理走

向积极,对社会秩序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作
为社会矛盾减压阀的心理疏导对于公安民警来

说,是心理疏导者与其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

上,逐渐了解内心真正诉求和真实想法,运用心理

学上的方法辅助解决内心困扰的有效方式。 重视

民警的心理动态,透过表面的问题发现民警心理

的症结所在,抓住本质,对症下药,在与民警产生

心理共鸣的过程中,帮助其解决心理上出现的问

题。 对公安民警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能够

缓解公安民警心理问题,促进民警个人的发展,实
现公安工作目标。

　 　 二、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知现状

　 　 为掌握当前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心理疏导

现状,本文选取山东省烟台市某公安分局为样本,
针对分局的各个部门、各个警种的民警进行了问

卷调查。 为充分体现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
次调查问卷采用的是纸质问卷的形式,共围绕公

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知情况设置 24 道题目。
本次调查共随机向各个警种发放问卷 250 份,回
收问卷 215 份,问卷回收率为 86% 。 其中 8 份为

无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6. 3% 。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

部分是对参与问卷的民警进行社会人口学统计,
主要是个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所在的部门、性别以

及年龄。 第二部分调查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

知现状,是问卷的主体部分,共有 20 道题目,外加

一道开放题目。 问卷中,第 6、7、11、12、21 题反映

了公安民警对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心理疏导的

看法。 第 14、15、16 题设置的目的在于反映公安

机关对心理疏导的关注程度。 第 13、17 题旨在反

映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配置人员的素质、能力程

度。 第 8、9、10 题旨在反映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

和心理咨询的区分程度。
　 　 (一)存在的问题

　 　 通过此次调查,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识

主要存在着民警自身对心理疏导缺乏必要的认

识、公安机关对心理疏导的关注度低以及公安机

关心理疏导机构和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1. 公安民警自身对心理疏导缺乏必要的认识

表 1　 公安民警对是否愿意接受心理疏导的看法

选项 占比(%)
您在 遇 到 心 理

问题时,愿意接

受心理疏导吗?

不愿意 38
愿意 55

不一定,看情况 7

　 　 从关于“您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愿意接受心

理疏导吗”的调查数据(表 1)中可以发现,55%的

民警表示自己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愿意接受心理疏

导,38%的民警表示自己在遇到问题时不一定愿

意接受心理疏导,需要看到时具体出现的问题和

具体的情况,仅有 7% 的民警表示自己不愿意接

受心理疏导。 由此表明,公安民警总体上并不排

斥心理疏导,在公安机关内部开展心理疏导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
表 2　 公安民警对接受心理疏导有什么看法

选项 占比(%)

您对 接 受 心 理

疏导 有 什 么 看

法?

认为很不好意思 16
认为没什么效果 25
担心秘密被泄露 16

不想讲自己的心事 17
其他 26

　 　 在谈到“对接受心理疏导有什么看法” (表
2)时,16%的民警认为接受心理疏导使人很不好

意思,25%的民警认为心理疏导没有效果,16%的

民警认为心理疏导者会泄露自己内心的秘密,
17%的民警不想对别人讲自己的心事。 从以上回

答可以发现,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识不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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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顾虑,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心理疏导对个体

的重要性。
　 　 2. 公安机关对心理疏导关注度低

表 3　 公安民警参与单位心理疏导情况统计

选项 占比(%)
您是否参加过本单

位的心理疏导?
有 31

没有 69

　 　 在“您是否参加过本单位的心理疏导” (表
3)的问卷数据中,31% 的民警表示参加过,69%
的民警表示没有参加过本单位开展的心理疏导。
可见,绝大部分民警没有参与过本单位的心理疏

导,心理疏导的开展并未落实到每位民警。
表 4　 公安民警对本单位开展心理疏导的情况反应

选项 占比(%)

目 前 您

所 在 单

位 开 展

心 理 疏

导 的 情

况

有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及设施 13
有定期的心理专题讲座 17

定期对在职民警进行心理健康普查 11
定期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 13

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活动极少 18
不了解 28

　 　 在对“目前您所在单位开展心理疏导的情

况”(表 4)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中可以发现,13%
的民警表示本单位有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及设

施,17%的民警表示本单位定期开展心理专题讲

座,11%的民警表示单位定期面向在职民警开展

心理健康普查,13% 的民警提到单位定期开展心

理健康宣传活动,18% 的民警表示关于心理健康

方面的服务极少,28% 的民警表示自己不了解所

在单位开展心理疏导的情况。 由此可见,公安机

关对心理疏导的关注度不足,开展心理疏导相关

活动较少,绝大部分民警不清楚本单位开展心理

疏导的情况。
　 　 3. 公安机关心理疏导机构设置、体制机制不

健全
表 5　 公安民警对心理工作人员心理疏导能力的评价

选项 占比(%)
您认为所在单位

心理工作人员心

理疏导能力如何

有专业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 23
能力有待提高 19

不了解 58

　 　 针对“您对心理工作者能力的看法” (表 5)
这一问题,23%的民警认为具有专业的理论背景

和实践经验,19% 的民警认为有待提高心理工作

人员的能力,58% 的民警表示自己不了解单位心

理工作者的能力情况。 本数据显示,大部分民警

不了解本单位心理工作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安机

关的心理疏导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不科学、不合

理,工作人员的能力也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二)问题的成因

　 　 1. 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重视程度不够
表 6　 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识情况

选项 占比(%)

您认 为 的 心 理

疏导是什么?

治疗心理疾病 19
进行心理咨询 35
思想政治工作 11

从心理层面解决思想问题 30
不清楚 5

您认 为 心 理 疏

导的对象是谁?

心理健康的人 14
心理健康思想有障碍的人 54

心里不健康的人 18
不清楚 14

您认 为 心 理 疏

导等 同 于 心 理

咨询吗?

两者相同 20
两者不同 48
不清楚 32

　 　 综合分析表 6 所给出的三道题目的调查数

据,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民警能够区分心理疏导和

心理咨询,但仍有部分民警搞不清楚二者之间的

关系,并且仍有很大一部分民警认为心里不健康

的人才需要接受心理疏导。 可见,公安民警对心

理疏导的具体内涵缺乏必要的认识。
　 　 2. 公安机关对心理疏导的重视程度不够

表 7　 公安机关对心理疏导的重视情况

选项 占比(%)

您认 为 目 前 单

位是 否 重 视 心

理疏导工作?

领导高度重视 26
有充足的设备投入 8
设立心理咨询室 13

不了解 53

　 　 分析表 7 所给出的题目,参照问卷结果,绝大

多数民警表示自己不了解单位是否重视心理疏导

工作,可供心理疏导的设备以及场地供给不足。
可见,公安机关对心理疏导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

识。
　 　 3. 公安机关心理疏导机构、组织设置、人员配

置不合理
表 8　 公安机关心理疏导人员素质缺乏情况

选项 占比(%)

您认 为 本 单 位

心理 疏 导 者 主

要缺 乏 哪 方 面

的素质?

倾听能力 21
沟通能力 27

心理学专业知识 22
心理疏导的技巧 25

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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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 8 的题目并参照表 7 的数据可以发

现,仅有少部分民警表示单位有足够的设备投入

或者设立心理咨询室,并且提到公安机关心理疏

导者的倾听和与人沟通能力,心理学相关专业知

识储备以及心理疏导的技能技巧方面都需要加

强。 由此可见,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设备的使用

不科学、不合理,为民警提供心理疏导服务的人员

综合素质也需亟待提高。

　 　 三、公安机关加强心理疏导的路径

　 　 (一)增强公安民警对心理疏导的认识

　 　 首先,加强宣传教育,改变传统观念,促使民

警转变思维方式。 调查发现,一部分民警认为,自
己接受心理疏导就是间接承认自己心里存在问

题、不健康,难以启齿,对内心的郁结多加隐藏;还
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心理疏导者吐露的心事容易被

泄露,不能信任他们,从而不能畅所欲言。 因此,
定期在公安队伍中开展心理健康方面的宣传教

育,多为民警普及心理健康和心理疏导方面的知

识,在潜移默化中使公安民警认识到心理疏导的

意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心理疏导并不是心理治

疗或者心理咨询,接受心理疏导属于调节自身的

情绪,而不是出现了心理疾病。 这一点对于后续

心理疏导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
　 　 其次,公安机关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发挥

微信小程序的群体效应,定期发起心理测试,民警

们在闲暇之余都可以点击。 如果心理测验题足够

有趣或者足够准确,符合民警们的心理,大家随手

转发到不同的群里,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宣传提醒

的目的。 心理测试题目的设计不需要直接使民警

意识到自己在接受心理方面的测验,只需要通过

有趣味的几道问题使其做出选择,在答案中涵盖

希望民警们了解的内容。 这与传统的发宣传册、
开宣讲会、开讲座等方式相比,不会占用大家太多

的时间,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年轻民警熟悉网络的

优势,为老民警教授网络知识,同时也将为公安民

警带来新的体验,宣传的效果将会更好。
　 　 (二)建设心理疏导机构,合理配置人员

　 　 香港警界对警察的心理健康问题关注较早,
早在 20 世纪就设立了心理服务组,由专门的心理

专家以电话或者面对面咨询的形式,对警察及其

家属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 香港《警察通

例》对类似心理疏导的内容规定较为详尽。 如果

警察在执行公务期间,发生了开枪或者出现击毙

犯罪分子等行为,不论自身受伤与否,都需要接受

统一的心理咨询服务,采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内心

遇到的困惑和障碍。 当前,中国大陆的心理疏导

机构还不健全,部分单位没有设立民警心理疏导

机构,部分单位即使设立了,但隶属于政工部门,
受到多重原因的影响,对于警察心理压力的缓解

并没有起到正向积极的作用。
　 　 面对人民警察心理健康问题愈加严重的现实

状况,除了成立专门的心理疏导机构外,配备一定

数量的专、兼职心理咨询师和政工师成为必要。
在选拔心理疏导人才的同时,还要注重公安政工

人员的心理疏导方面知识的培养,扎实的理论功

底是从事心理疏导的基础,心理疏导实践基于理

论才能顺利开展。 选拔一定数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者前往专门的心理咨询室学习,在掌握理论的基

础上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接触鲜活的实例,增进对

心理疏导的了解。 同时可以与当地心理疏导方面

的专家学者建立联系,持续沟通,作为心理疏导机

构的后备力量。
　 　 公安机关在拥有心理疏导机构和专、兼职心

理疏导人才的基础上,在政工部门的引导下,还需

要加强民警的心理档案建设,在日常工作中密切

关注民警思想动态,特别是曾经接受过心理疏导

的民警的后续动态,逐步形成巩固机制和反馈机

制,不仅要对民警进行疏导,还要与其进行后续的

交流,形成动态了解模式,以此来实现心理疏导者

和心理疏导对象的良性互动。
　 　 (三)健全公安机关心理疏导机制,体现人文

关怀

　 　 公安工作中运用心理疏导法是疏导者与被疏

导者之间的“钥匙”,正确合理的心理疏导能够帮

助民警打开心扉,解决内心郁结和困惑。 在本次

问卷调查以及座谈中可以发现,造成民警压力和

困扰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工作的压力、家庭其他成

员的不理解、人际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困扰等方面。
这些问题主要来自于社会、单位和家庭。 对此,我
们可以建立一个以单位为主导的社会-单位-家
庭三位一体的心理疏导模式,从单位入手,以家庭

为背景,然后辅之以社会疏导。
　 　 李秀和桑青松认为,团体心理疏导德育实践

模式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
运用各种团体辅导的理论和技术将认知德育、情
感德育、生活德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青少年的道

德问题进行认知、情感、思想、社会适应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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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导,有效地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促
进青少年道德全面发展[8]。 这种积极引导与自

我调节的结合也可以对公安民警加以运用,全方

位、动态地考虑民警的各方面需求,消除其后顾之

忧,为他们解疑释难,以此缓解民警的心理健康问

题,提升队伍的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公安机关

树立良好形象、赢得民心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作

用。
　 　 加强“爱警护警”工程建设,充分展现人文关

怀。 杭州四季青派出所的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
该派出所专设一个房间用来作为儿童休息区,方
便民警对孩子进行照顾,为民警解决孩子的看管

问题。 结合民警的访谈记录,基层民警关心最多

的则是孩子、家庭。 对此,基层所队可以定期安排

广大警嫂进警营的活动,让民警在忙碌之余能够

吃上亲人为自己准备的饭菜。 这能使警嫂近距离

接触公安机关工作,体会这其中的辛苦,增加对民

警的体谅。 同时,可以为民警的父母设立专门的

休息区,在不影响其工作的条件下增加见面机会,
民警父母们互相之间进行交流也可以增加人民群

众对警察职业的了解,促进警察职业自豪感和荣

誉感的形成。 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知道个人

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通过

类似小活动,可以将民警们连成一体,将一个一个

家庭连成一体,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助推整

个公安队伍的发展。
　 　 正确引导舆论,为公安民警减负。 随着全媒

体时代的来临,民警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闪光灯下

无限放大,舆论成为公安民警的又一巨大压力。
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微博、公众号推送的强大

影响力,第一时间引导群众的关注点,对权益受到

侵犯的民警及时给予慰问,表达关怀,提供恰当的

心理疏导,为其减负。
　 　 心理疏导的研究和应用为公安机关缓解民警

的心理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全新的思路,为
解决民警的心理问题搭建了桥梁。 心理疏导法的

应用不仅可以引发公安机关对民警心理问题的关

注,对公安工作的运行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可以相信,政工干部将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心理

疏导技巧相结合能够推动公安工作卓有成效的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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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gnition Situation and
Ways of Police’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ANG Fang

(School of Marxism,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both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ublic security work
and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police are increasing. Once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police emerge,
they not only harm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police, but also affect the smooth and effective de-

·59·



velopment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policemen of certain public security subbureau in
Yantai, Shandong province to randomly issue paper questionnaires so as to obtain their cognition situation 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understand their views and the progres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us adopting
the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attention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mperfect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allo-
cation. Carrying out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ith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and using it rationally can not
only help the police solve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ut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e
team.
　 　 Key words: police; psychological problem;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gnition situatio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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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ve Factors and Educational Inspirations of Social Adjustmen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ory

DONG Yinghong, SUN Yanho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adjustmen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which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whether they have protective factors to deal with unfavorable situations. The sup-
port and care received from the community, family, and school,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 positive psychologi-
cal quality, are important to promote social adjustmen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Based on the psychologi-
cal resilience theory, three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social adjustmen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Firstly, the family function should be realized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condly, the social support level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should be increased from the multi-dimensions.
Finally, the autonomy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to for advancing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rural left-
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 adjustment; protective facto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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