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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发一种测评中国军人心理适应性的专用

量表, 方法：采用个人构念积贮格技术搜集条目素材，经条目

分析、信度与效度检验，建构自评量表, 结果：! 经因子分析，

抽取特征根值 L ! 的 !! 个因子，包含 !(" 个条目，可解释总方

差的 I%J !M ；" !!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 系数均在 "J %"
以上，再测信度系数 L "J %"（; N "J "!）；$ 新兵和老兵群体之

间的区分效度良好（ < O ’J !$ K ((J $+，; N "J "!），军人心理适

应性量表与 !*PE 和 QHR#&" 的相容效度系数为 "J ’% K "J *%
（; N "J "!）；% 根据 $$%*$ 例数据建立了试用常模, 结论：军

人心理适应性量表可供基层官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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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引言

军人个性心理特征等基本素质是否适应军队生

活，是关系到部队安全稳定和战斗力成长的重要问题,
在掌握基层官兵个性心理特点的基础上，为了有针对

性地开展心理教育疏导工作，军内心理学工作者引用

国内修订的艾森克个性问卷（0PS）等国际通用工具在

军人群体中开展了大量工作，有的还制定了军人常

模［!］，有的对原量表作了较大的修订［$］, 可是由于国外

编制的个性测量工具一般着眼于不同群体的通用性，

国内心理学家尽管对其做了本土化工作，但在军人群

体中仍然感到不太适用, 特别是在测量基层官兵个性

心理是否适应部队环境要求这方面，尚缺乏专用工具,
为了研发贴近部队生活的以测查我军基层官兵心理适

应性为主要内容的个性测量工具，开展了此项研究,

ED 对象和方法

E, ED 对象D 某部基层官兵 $( I&! 人，其中干部$ "(I
人，战士 $! II* 人，男性 $$ *!I 人，女性 &%* 人，年龄

!*J I 岁 K (+J " 岁,
E, FD 方法

!, $, !) 探索量表维度) 采用个人构念积贮格技术［(］

进行现场调查, 第一步，请 !$ 名带兵班长将本班战士

的姓名写在卡片上，每张卡片写 ! 人, 每次随机抽出 (
张卡片，请班长根据某种心理特征或行为表现将 ( 名

战士分成两组，使组内特征相同，组间特征相异, 主试

记下班长的参照点, 将 ( 张卡片放回去，打乱顺序，再

随机抽取 ( 张卡片，重复进行，直到该班长提不出新的

参照点为止, 将 !$ 名班长的意见汇总成他评调查表,
第二步，请 I% 名班长用该调查表对 I’% 名战士进行他

评，将数据结果进行因子分析，寻找心理评定维度,
!, $, $) 条目分析) 参照初步建立的量表维度，结合

部队生活实际，编写量表条目初稿, 抽样试测后，经过

通过率分析、社会程序性评估和因子分析，确定测评

维度和相关条目,
!, $, ()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形成的量表进行内部一

致性信度、再测信度、区分效度和相容效度检验［’］,
!, $, ’) 建立常模) 扩大样本，建立常模,
!, $, I) 建立测评结果反馈信息库) 编写供被试者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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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专家提示意见!
统计学处理：采用 "#""$$% & 统计软件进行因子

分析、相关分析和 ! 检验［&］!

!" 结果

!! #" 测评维度与条目的确定’ 参照根据个人构念积

贮格调查结果初步建立的量表维度，结合部队生活实

际，编写了包含 ()* 个条目的军人心理量表第一稿! 用

第一稿对 )+, 名战士进行了测试! 通过率在 &-以下的

条目有 .) 个，占 $+% ,-，在 $*-以下的条目 $$$ 个，占

(*% )- ! 组织 $(, 名战士和 & 名干部对条目做了社会

称许性评估! &*- 以上的战士认为存在社会称许性影

响的条目有 (+ 个，/*-的干部认为存在社会称许性影

响的条目有 ,( 个! 据此调整了 &*- 以上的条目，形成

了包含 $)* 个条目的军人心理量表第二稿!
组织 $)$) 名战士接受了第二稿测试，并对结果进

行了因子分析!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0 )& .1(% /11，

"# 0 $/ $$*，$ 2 *% **$；%&’ 测度值为 *% ,(/，均表明

现有实验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根据特征值 3 $ 准则确定因子个数，采用

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将因子载荷绝对值 2 *% (
的条目剔除，保留 $(* 个条目，得出的 $$ 个因子对总

方差的累计贡献率为 &1% $- ! $$ 个因子可以解释为：

军队生活适应性、心理健康状况、掩饰性、内外向、报

复性、冲动性、戒备心理、自信心、从众性、冒险性和生

活事件!
!! ! " 信度检验结果

+! +! $’ 内部一致性信度’ 对由 $(* 个条目组成的军

人心理量表进行了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见 456
$! 从表中可见，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 系数大多

在 *% 1* 以上，达到信度检验质量要求!

表 $’ 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456 $’ 789:56:9:;< => :?;8@?59 A=?B:B;8?A< => BC6;8B;B

"C6;8B;
4@5:?88（( 0 $.++）

"
";5?D5@D8D

:;8E "

F8;8@5?（( 0 )(.）

"’
";5?D5@D8D

:;8E "
GD5H;:=? >=@ 5@E< 9:>8 *% 1/ *% 1/ *% )$ *% )$
";5;8 => E8?;59 I859;I *% )+ *% )( *% ). *% ).

78J8?K8 *% 1+ *% 1+ *% 1& *% 1&
7:BL:?K *% /. *% // *% /& *% /1

"89>MA=?>:D8?A8 *% 1+ *% 1+ *% 1. *% 1&
N=?>=@E:;< *% /, *% 1* *% 1. *% 1&

OC5@D:?K *% 1$ *% 1$ *% 1( *% 1(
PEHC9B8 *% 1& *% 1& *% )* *% )$

Q:>8 8J8?;B *% /, *% /, *% 1$ *% 1+
P?;@=M 5?D 8R;@5J8@B:=? *% 1( *% 1. *% 1) *% 1,

S5BL:?K *% )+ *% )+ *% )+ *% )(

+! +! +’ 再测信度’ 用军人心理量表对 $** 名战士进

行了间隔 $* D 的两次测试! 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关系

数 ) 值均 3 *% 1*（$ 2 *% *$），表明该量表测试效果稳

定，可靠性好!
!! $" 效度检验结果" 采用区分效度和相容效度检验

军人心理适应性量表的效度!
+! (! $’ 区分效度’ 随机抽样测试 $ ./* 新兵和$ (*(
名老兵，检验了该量表的区分效度，结果见456 +! 除

了从众性，其余 $* 个分量表的测评结果在新兵和老

兵群 体 之 间 都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0 .% $+ T ((% +)，

$ 2 *% *$）!

表 +’ 各分量表的区分效度

456 +’ U:BA@:E:?5?; J59:D:;< => BC6;8B; （* + ,）

"C6;8B;
4@5:?88

（( 0 $./*）

F8;8@5?

（( 0 $(*(）

GD5H;:=? >=@ 5@E< 9:>8 &% ,. V (% ,$ +% +/ V $% )(6

";5;8 => E8?;59 I859;I (% ,/ V +% ,/ /% ($ V (% //6

78J8?K8 +% *1 V $% ,) (% +. V +% .,6

7:BL:?K &% ,& V $% ,( &% /+ V +% $)6

"89>MA=?>:D8?A8 &% /1 V $% ,1 /% (1 V +% *+6

N=?>=@E:;< (% .$ V $% /* (% &( V $% 1)

OC5@D:?K $% )* V $% /1 $% +, V $% +*6

PEHC9B8 $% )/ V $% &. +% ,) V +% (16

Q:>8 8J8?; +% *( V $% (. +% )& V $% 1.6

P?;@=M 5?D 8R;@5J8@B:=? 1% )+ V $% ,/ /% // V +% ((6

S5BL:?K /% ++ V +% ., .% 1. V +% .+6

6$ 2 *% *$ -, ;@5:?88

表 ( 军人心理适应性量表与 $/#W、"NQM,* 的相关

456 ( N=@@895;:=? 68;X88? SGPMNG 5?D $/#W、"NQM,*
（( 0 ,(）

SGPMNG $/#W "NQM,* )

GD5H;:=? >=@ 5@E< 9:>8 O@=X:?K 56:9:;< *% &1 6

";5;8 => E8?;59 I859;I S8?;59 I859;I Y *% &. 6

";5;8 => E8?;59 I859;I "CE => BA=@8 *% .1 6

";5;8 => E8?;59 I859;I GJ8@5K8 BA=@8 *% .1 6

P?;@=M 5?D 8R;@5J8@B:=? P?;@=M 5?D 8R;@5J8@B:=? *% /1 6

6$ 2*% *$

+! (! +’ 相容效度’ 对 ,( 名战士同时施测军人心理

适应性量表（SGPMNG）、卡特尔 $/ 种个性因素量表

（$/#W）和临床症状自评量表（"NQM,*）! "NQM,* 是采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 部队健康综合评

价》（OZ[ +$+&M,.）中的条目和评分标准［/］! ( 个量表

的对照情况见 456 (! 从中可以看出，军人心理适应性

量表与 $/#W、"NQM,* 有关因素的相关达到较高水平，

表明该量表与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比较成熟的相关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 +,- +./ 01,2）"##3；"!（""）4 *))5：6 6 7&’(18-9 :;;’9 ./’9 <1



量表具有较好的相容效度!
!! "# 常模建立# 根据 "" #$" 名基层官兵测试结果，

制定了军人心理适应性量表试用常模（%&’ (）!

表 () 军人心理适应性量表试用常模

%&’ () %*+,&,-.* +/01 /2 345674 （! 8 "" #$"）

9&:,/0
;<1 /2

-,*1
=&+>* 2/0 ?,&+@&0@ ?:/0*

A " B ( C
7D&0&:,*0 /2 C E/-+,?

4@&E,-/+ 2/0 &01F G-2* AH I A J " B J # H J A" AB J AH K&@ &@&E,-/+
L,&,* /2 1*+,&G D*&G,D AH I J A " J B ( J H M J AB A( J AH K&@ ?,&,* /2 1*+,&G D*&G,D

=*.*+>* AI I A " J C $ J H M J AI L,0/+> 0*.*+>*
=-?N-+> AI I J " B J ( C J # H J M AI 3/0* 0-?N-+>

L*G26:/+2-@*+:* AI I J " B J ( C J # H M J AI L,0/+> ?*G26:/+2-@*+:*
7/+2/01-,F AI I J A " B J C $ J # H J AI L,0/+> :/+2/01-,F
O<&0@-+> AI I A " J ( C J # H J AI L<?E-:-/<?
51E<G?* AI I A " J ( C J # H J AI 3/0* -1E<G?*

P-2* *.*+, A( I A " J ( C J H M J A( 3/0* G-2* *.*+,?
5+,0/6 &+@ *Q,0&.*0?-/+ AI I J " B J C $ J H M AI RQ,0&.*0?-/+

3&?N-+> AI I J A " J B ( J # H J M AI L,0/+> 1&?N-+>
=&,* /2 ,D*/0F (S AMS C(S AMS (S

$#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编制一种适用于测查中国军人

心理适应性的自评量表! 自评量表的编制方法大体可

以分为逻辑分析法、经验法、因素分析法和综合法［#］!
本研究采用了以经验法为主、因素分析法为辅的综合

法! 之所以采用经验法，是由于笔者将“ 贴近部队生

活”作为该自评量表的首要技术指标! 在设计量表维

度和所含条目时，确定了“从官兵中来，到官兵中去”的

技术路线，事先不给被调查的官兵设定任何框框! 具体

手段采用了美国心理学家 O! 4! 凯利（O! 4! T*GGF）提出

的个人构念积贮格（=*E*0,/0F >0-@）技术! 个人构念是

O! 4! 凯利人格理论的核心! 该理论强调认知在人格

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在世界中生活，经验到世

界上各种现象及各种事件，经过对现象的分析、综合、

抽象、概括，发展成个人构念，形成一种思想、一种观

点，用以指导其行为［H］! 笔者采用该项技术进行调查，

就是要从官兵的个人构念系统中提取关于军人心理

特点和行为表现的描述! 这些描述生动具体，非常贴

近部队生活，用的是军人的语言! 以此为素材编制量

表条目，基层官兵感到熟悉亲切，容易理解!
易受社会称许性影响是自评量表的先天性不足!

当将自评量表用于军人这个特殊群体时，该问题更加

突出! 为了尽量避免社会称许性影响，笔者完全尊重

干部、战士的意见，删除了初稿中一半以上的条目! 根

据因子分析结果，最终生成的军队生活适应性、心理

健康状况等 AA 个因素比较贴近部队需要，都是我们

在开展军人心理卫生工作中应当关注的内容!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的是传统方法! 同

质性信度是计算克伦巴赫 ! 系数，重测信度是依据

AII 人间隔 AI @ 的测试数据! 两项信度检验指标都达

到了心理测量学所要求的标准! 效度检验采用的是区

分效度和相容效度! 从区分效度和相容效度检验结果

来看，该量表可基本满足要求!
根据随机抽取的 ""#$" 名某部基层官兵的测试数

据建立了试用常模! 但是在该样本中战士占 MIS以上，

所以目前提出的试用常模主要适用于战士，用于干部

还有些问题! 常模样本的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

些问题都需要在深入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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