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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軍為中華民國陸海空三軍之合稱，目的為保護國土完整，建立安全

防衛體系，而國軍兵力來源途徑以廣義來說，志願役與義務役併用制成為目前

國軍所依循的兵役制度，從中也更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階級和兵種。而國軍除

了戰場作戰能力外，政治作戰也為軍隊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隨著情勢和時代的

演變，國軍心理輔導體系也逐漸備受重視，為了趨向多元完整性發展，設立了

「三級防處」的作法，分別為初級預防處置、次級輔導處理與三級醫療處置的

層級體系。 

本文作者曾在服役期間擔任國軍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輔導老師，主要業務內容為

官兵晤談輔導及心理狀況評估，個案問題類型種類相當多元，有感情問題、部

隊不適應、工作壓力、行為偏差、成癮問題和精神疾病等，個案年齡大部分為

18歲到 22歲，年齡層介於青少年期及成年早期，而其中大多數都以「環境適

應」和「同儕相處」為主要之壓力源。在軍中從事心理輔導期間，深入晤談後

發現有許多部隊弟兄在青少年時期前就已有憂鬱的傾向或潛在因子，當他們到

了服役時期時，環境生活型態的改變和同儕相處壓力，某種程度上會去促發憂

鬱症狀的發生，而在軍中有著低自尊、情緒低落，沒有能力勝任軍中業務等狀

況。 

就環境適應問題而論，有相當多數的人從軍前的生活模式，可能剛從學生生活

轉變為軍人，兩者生活型態就作息、飲食、目標性差距甚大，且軍中更有著更

嚴謹的管理和階級制度，生活目標也從原本的「課業學習」轉變為「軍事訓

練」，對於環境適應較慢的人有著相當大的挑戰性，如個體無法應負此等程度的

挑戰，會有著情緒壓抑的狀況，而進一步影響軍中生活的適應性。而軍中也採

取了「新兵訓練」、「心理輔導宣教」等措施，為的是增加新兵適應環境的緩衝

期，和實施官兵心理健康調適，避免環境突然性的轉變產生的心理適應問題。 

而就同儕壓力而論，國外有相當多的研究指出，有著高社會支持的人通常有較

高程度的自尊，和健全正向心理功能，因個體穩定的自我價值，可能讓他們有

機會去經歷與其他人的正向互動經驗，並發展較好的和壓力評估，因此部隊中

同儕支持是心理體系非常重視的一環，在部隊裡也有很多時機需要同儕的情

緒、工具性支持的扶持與幫助，如缺乏同儕支持，個體會感到孤立、低自尊、

手足無措等狀況，更甚者會有憂鬱等情緒問題產生，國軍為了避免同儕問題情

況的發生，輔導長應於初 

級預防時，觀察及晤談官兵是否有同儕孤立等問題，進一步協調及提出解決問

題方案，也要有效的執行「雙輔導人」機制，同儕相互扶持幫助，避免個體邊



緣化、官兵情緒問題的狀況。 

 在有良好的作戰能力和有效的業務處理能力之前，官兵應要有完整、健康

的心理，而推行國軍心輔工作是未來的發展趨勢，體制和措施應更重視環境適

應和同儕壓力問題的預防，並定期強化輔導體系人員的輔導知能與技巧訓練，

以提升國軍整有形及無形的整體核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