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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检验卡特尔 !, 种人格因素问卷（!,JW）在中

国军人群体中的信度和效度，建立 !,JW 军人常模，并分析其

性别、军龄和级别特征/ 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

驻守在全国 *" 个省市的 !*)(" 名现役军人进行团体测试，分

析其信度和效度，建立军人常模，并比较性别、军龄和军衔差

异/ 结果：! 项目分析：各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 )!" a
"/ ,&! 之间（:! "/ "!）；" 信度和效度分析：同质性信度在

"/ (!! a "/ ’$& 之间，斯皮尔曼分半信度 "/ ()! a "/ ’*’ 之间，

重测信度在 "/ ((* a "/ ’)$ 之间；量表总分与绝大部分因子分

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 ,!$ a "/ ’)( 之间，而绝大部分各因子分

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 !’" a "/ (!" 之间，后者明显低于前者；

# 建立了 !,JW 军人总体和性别常模；$ 特征分析：除 P，]*，

^$，̂ * 和 _) 因子外，男性军人 T，N，5，U，1，K，-，\，

])，̂ ! 和 _$ 因子得分高于女性军人（: Z "/ "(），R，W，S，

]!，]$，̂ )，_! 和 _* 因子得分低于女性军人（: Z "/ "(）；不

同军龄之间，除 5，U 和 ^$ 因子外，其余因子均有统计学差异

（: Z "/ "(）；不同军衔之间，除 5，1，K 和 _$ 外，不同级别军

人之间 !,JW 初级因子和次级因子得分均有显著差异（: Z
"/ "(）/ 结论：!,JW 在军人群体中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和项目

区分度，军人 !,JW 的常模样本存在性别、军龄和级别特征/
【关键词】!,JW；军事人员；常模；信度；效度

【中图号】[*(&/ ,+ + + 【文献标识码】T

FG 前言

人格是军人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军人

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既往对军人人格进行了大

量研究，但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要么研究样本量太

小，不能充分反映问题；要么研究对象局限于某一单

一群体，如飞行员［$］、潜艇人员［*］、新兵［)］等，不能反

映军人全体/ 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问卷（N7EE344 !,
J3H@.;748ED W7CE.H ]B3@E8.;;78H3，!,JW）与其他人格测

验相比，该测验有许多优点，对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均

可利用，实用人群广泛［(］/ 已有人格研究［,］对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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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了大样本调查，建立了艾森克人格问卷（!"#）

军人常模$ %&"’ 在军人群体中已有广泛应用$ 本研

究选择 %&"’ 作为测评工具，抽取驻扎全国 () 个省市

的 %(*+) 名现役军人，进行大样本调查，对 %&"’ 在军

人群体中的的检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和效度检

验，了解军人人格发展的性别、军龄和级别特点，初步

建立军人的 %&"’ 的常模$

!" 对象和方法

!$ !" 对象" 从全国 ()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驻军

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现役军人 %+)))
人，每个省市抽取 +)) 人，分别取城市及农村驻军各

两个点，共 %,) 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约 %)) - %+)
人$ 一般以整群为测试单元，注意了各军种的代表

性$ 考虑到军人的特殊性，抽样性别比控制在男女比

为 %).% 左右，层次比控制在军官：士官：士兵大约为 %
.,.($ 回收问卷 %*(,& 份，回收率为 /+$ +%0 $ 淘汰无

效问卷 12& 份，最后的有效问卷为 %(*+) 份，有效率

为 /($ 1/0 $ 其中，男性 %%2%+ 人（12$ %)0），女性

%2(+ 人（%,$ /)0）；年龄 %& - &2（ 平均 ,($ (）岁；军

龄：一年 (,)) 人（,($ /)0），二年 (,%+ 人（,&$ 20），

三年 %%&& 人（%%$ +0），四年 %%,1 人（&$ &0），五年

%)%/ 人（/$ 20），六年及以上 (2,, 人（,($ /)0）；士

兵 &+1* 人（*/$ )0），士官 *++1 人（(($ /0）；军官

,()1 人（%2$ ,0）$
!$ #" 方法

%$ ,$ %3 测评3 采用美国 45 67889:: 编制，戴忠恒、祝

蓓里 %//( 年 修 订 的 卡 特 尔 %& 项 个 性 因 素 问 卷

（ 67889::;< %& "9=<>?7:@8A ’7B8>=< #C9<8@>??7@=9，

%&"’）［+］作为测评工具$ %&"’ 由美国心理学家卡特

尔（67889::，D7E9< FBG99?）编制，测验共有 %12 题，采

用三级评分，问卷以 %& 种相对独立的基本个性因素

（即主要因素）、* 项次级个性因素类型和 * 项应用预

测个性因素（ 即 1 种次级个性因素）来评价个性特

征$ 其中，主要因素包括乐群性（H），聪慧性（5），稳

定性（6），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I），敢为

性（J），敏感性（ K），怀疑性（L），幻想性（F），世故性

（M），忧虑性（N），实验性（#%），独立性（#,），自律性

（#(）和紧张性（#* ）；次级因素包括适应与焦虑型

（O%），内向与外向型（O,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

（O(），怯懦与果断型（O*）；心理健康因素（P%），专业

成就因素（P,），创造能力因素（P(），新环境成长能力

因素（P*），对不同因素的组合进行综合性分析，从而

全面评价个体的个性特点和心理健康状况$
%$ ,$ ,3 实施3 正式测评前，我们对来自全军各单位

的 *+ 名参研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培训，主要

培训内容为人格的有关心理学理论、军人心理、心理

测评的原则、人格测评和 %&"’ 的具体测评方法等$
培训由长期从事军人心理研究的教研人员主持进行$
测量由参研人员具体实施，进行分批团体测量，每次

测量被试 +) - 1) 人，由 % 名主试和 % 名辅试主持进

行$ 被试无记名填写问卷，统一指导语，统一测试方

法和程序，测试在 ,))* 年 + - & 月进行，各测评点的

测评在 % 个月内完成，完成后问卷统一收回$
统计学处理：用 Q"QQ%%$ ) 录入数据，计算 %&"’

各因子的标准分，并进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 ! 检

验等统计学分析$

#" 结果

#$ !" 项目分析 " 各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表

明，绝 大 多 数 条 目 与 总 分 的 相 关 系 数 在 )$ *%) -
)$ &/%之间（" R )$ )%），说明各项目都有较好的区

分度$
#$ #" 信度检验" 采用同质性信度（6=>?S7BT !）与分

半信度（QU:@8VT7:W）考察该量表的信度$ 结果表明，同

质性信度在 )$ +%% - )$ 1,/ 之间，斯皮尔曼分半信度

在 )$ +*% - )$ 1(1 之间，重测信度在 )$ ++( - )$ 1*, 之

间$ 这表明 %&"’ 在军人被试群体中有较好的信度$
#$ $" 效度检验" 内容效度是指量表所能代表主题的

多少，各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可作为考察量表

内容效度的指标，该量表总量表分与分量表分之间的

相关系数，除少数低于 )$ +,) 外，绝大多数在 )$ &%,
- )$ 1*+ 之间（" R )$ )%）$ 该量表各分量表之间的相

关系数绝大多数在 )$ %1) - )$ +%) 之间，低于分量表

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该量表在军人群体有

较好的结构效度$
#% &" 军人 !’() 总体、性别、军龄和级别常模" 不同

性别的军人 %&"’ 各因子，除 K，#(，O,，O( 和 P* 因子

外，男性军人 H，6，!，I，L，F，M，N，#*，O% 和 P, 因子

得分高于女性军人，5，’，J，#%，#,，O*，P% 和 P( 因子

得分低于女性军人（表 % - (）$

$" 讨论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用 %&"’ 等人格测评工具对

军人的人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X (，& X 1］，但研究缺乏

军人群体的 %&"’ 大样本研究，未建立军人常模$ 因

此，本研究从全国现役海、陆、空军人中分层随机抽样

取得的容量为 %(*+) 的军人样本，经过对 %&"’ 的信、

效度检验，并依据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建立了军人

自我和谐的军龄、性别和级别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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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军人 !#$% 总体和性别常模 （! " #）

因子
总体

（$ & !’()*）
男性

（$ & !!+!)）
女性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0*# *- *01

2 (- +* / !- +1 (- +! / !- +1 (- .( / !- +1 3 (- !)* *- ***

4 )- )0 / !- #* )- )’ / !- #* )- ’1 / !- #’ 0- ..* *- **’

5 )- (’ / !- ’. )- () / !- ’1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3 0- 0*1 *- *0+

6 (- .. / !- (’ )- *! / !- (! (- 1! / !- )’ (- 0.( *- ***

7 #- !. / !- (0 #- !# / !- (! #- (0 / !- )* 3 )- ##0 *- ***

8 )- ’* / !- () )- ’* / !- () )- 00 / !- )’ !- +.. *- *+0

9 (- ’) / !- ## (- ’+ / !- ## (- !* / !- #! )- 00* *- ***

: )- ’* / !- ’# )- ’0 / !- ’) )- *1 / !- ’# )- +++ *- ***

; )- (* / !- (1 )- (! / !- (+ )- 0(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0*0 *- ***

=! (- 1) / !- ’( (- 1( / !- ’( (- .) / !- ’’ 3 0- )#+ *- *!*

=0 (- )+ / !- (0 (- )# / !- (0 (- +1 / !- (0 3 )- *0# *- ***

=’ )- 0* / !- ’+ )- 0! / !- ’+ )- 0* / !- ’. *- *#1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0 #- *1 / !- !! #- *+ / !- *. #- !’ / !- 0’ 3 !- )1* *- !!(

>’ )- (+ / !- !. )- (# / !- !1 )- )0 / !- 0+ 3 !- (1’ *- !’1

>( (- .# / *- +. (- .) / *- 1* )- *! / *- 1! 3 0- 0+1 *- *0’

?! )- (+ / !- 0* )- (# / !- 0! )- #0 / !- 0( 3 (- 0’( *- ***

?0 (- .# / !- !0 (- .1 / !- !! (- 1+ / !- !. 0- .00 *- **(

?’ (- (* / !- !1 (- (* / !- !1 (- )( / !- !1 3 ’- +)# *- ***

?( (- )’ / !- 0. (- )) / !- 01 (- )0 / !- ’1 *- +*( *- (1!

!" #$ #%&’ 的信度和效度 $ 祝蓓里等［.］对 !#$% 进

行了中国常模的修订，!#$% 在大学生群体的重测信

度是 *- ’+ @ *- 10，平均重测信度是 *- #!，量表有较好

的信度- 本研究结果提示，!#$% 的条目区分度大约

在 *- (! @ *- #. 之间，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在 *- )( @
*- 1( 之间，分量表相关性在 *- )0 以下，而分量表与

总量表的相关性在 *- #! 以上，以上结果说明 !#$% 在

军人群体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信度和效度，可以作

为评定军人人格的测量工具-
!" ($ #%&’ 军人常模的建立$ 从全国 ’* 个省市的驻

军中进行分层随机取样，地域覆盖全国大部和陆军、

海军和空军各军种- 考虑到军队人员结构的特殊性，

人员结构比大约控制在军官：士官：士兵为 !A0A’，性

别比大约控制在男女比为 !*A!；考虑到城市驻军与农

村驻军的差别，每个取样省市取城市与农村各两个

点，样本基本相等- 尽可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测评

前对人员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挑选和培训，同时严格控

制测评时间，各取样点的测评在一个月内完成，以保

证测评条件的一致性- 统计上对不符合测评要求的

问卷一律淘汰，回收率和有效率都能达到 .’B 以上，

样本缺失程度可以接受，样本取样及数据处理过程基

本符合建立常模的要求-
!" !$ 军人 #%&’ 性别、军龄和级别差异 $ 从性别上

看，男性军人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有恒性、怀疑

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紧张性、内向与外向型及

专业成就因素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军人，而聪慧性、兴

奋性、敢为性、实验性、独立性、怯懦与果断型、心理健

康因素及创造能力因素得分显著低于女性军人- 提

表 0" 军人 !#$% 的军龄常模 （! " #）

因子 !（$ & ’0**） 0（$ & ’0!)） ’（$ & !!##） (（$ & !!01） )（$ & !*!.） #（$ & ’+00） % $

, #- *( / !- 0. #- !( / !- 0* #- *. / !- 0+ #- !’ / !- 0) #- *+ / !- ’0 )- +1 / !- (( 0.- #.0 *- ***

2 (- +1 / !- 1’ (- (! / !- 10 (- )’ / !- +1 (- )( / !- +* (- #’ / !- ++ (- .+ / !- +! ’)- #0+ *- ***

4 )- #1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1+ *- ***

5 )- (+ / !- (0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10 / !- )! )- .* / !- )# #- *# / !- (. #- !1 / !- #* !(- +)+ *- ***

6 )- *0 / !- (1 (- .0 / !- (0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1 !*- (10 *- ***

8 )- )0 / !- ’( )- )* / !- (0 )- (1 / !- (! )- ’’ / !- (! )- ’+ / !- (( (- .* / !- )* 1(- 0+’ *- ***

9 (- ’! / !- ## (- ’) / !- #0 (- 0) / !- #( (- 0!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1 )- 0# / !- ’1 !- (’. *- 0*+

; )- )! / !- (1 )- (( / !- (0 )- 0. / !- (* )- ’+ / !- (1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1 )- (1 / !- (1 )- #* / !- () )- )’ / !- (’ )- 00 / !- )! 0!- +.# *- ***
=! (- 1! / !- ’( (- +) / !- ’# (- .( / !- ’( (- 10 / !- ’’ (- 1+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1 / !- ’1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0# *- **!

=( )- .( / !- (# #- *! / !- ’1( )- .* / !- (* )- .0 / !- (( #- *# / !- )* )- 1*! /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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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军人 #$%& 的军龄常模 （! " #）

因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2#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2!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2(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2+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表 (" 军人 #$%& 的级别常模（! " #）

因子
士兵

（$ ’ $*,+）
士官

（$ ’ +**,）
军官

（$ ’ !(),）
& %

3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4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5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6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7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8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9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2#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2!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2(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2+ +0 *! 1 #0 !- +0 *) 1 #0 !+ +0 $( 1 #0 (- ,0 $-$ )0 )))

示男女军人个性特征存在明显差异，男性军人个性稳

定合群，个性外倾，有较强的坚持精神，专业成就性较

高，但有较高的紧张性和忧虑性，个性中有一定的幻

想性0 女性军人则显得更聪慧、敢为和独立，心理更

为健康，创造力较强0 上述与既往研究［$］类似0
从军龄上看，#$%& 的各因子表现出明显的军龄

特征0 #$%& 总分变化趋势出现“?”字型发展特征，提

示军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均衡的，存在发展的关键点0
进一步分析 #$%& 一级及二级因子的军龄发展特征，

大概出现四种类型的发展特征有上升型，下降型，先

升后降型，先降后升型0
从级别上看，#$%& 的各因子也表现出明显的级

别特征0 随着级别的提升，聪慧性、兴奋性、敢为性、

怀疑性、实验性、独立性、感情用事与安全机警型、怯

懦与果断型、心理健康因素、创造能力因素、新环境成

长能力因素得分呈上升趋势；乐群性、稳定性、敏感

性、世故性、忧虑性、紧张性、适应与焦虑型呈下降趋

势；有恒性、内向与外向型呈先升高后下降的发展趋

势；自律性呈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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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心理学教研室刘云波、汪涛、张艳、廖雅琴、刘俊丽、姜巍、汪

凤、张均、戴琴，$(,!) 部队张继春、王普杰、张庭武、占振亚、孙

珉，..#)( 部队王平、崔洪强、罗旭东、吴树洪、王伟林，.#,(+
部队王江澜、王丽、袁鸿雁，$(,.) 部队闫红、赵蕾、韩华，-!*(,
部队王海鹰，$(,*) 部队赵湘莲、冯小武、张运刚，解放军 +$.
医院秦爱粉，-*..+ 部队俞建华，-*$-$ 部队杨虹，-*$+( 部队

赵勇，-*$,* 部队陈学庚，-*$)* 部队颜修会，$($*) 部队马恒

太、高洪岩，$(.#) 部队王继光、徐蕴芝，$(,,) 部队王培民，

$(-,( 部队翟新志，$(-*$ 部队任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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