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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军事飞行员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构成并建

构相应的测量工具+ 方法：通过对军事飞行员职业自我效能

感进行理论分析、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和验证性因子技术，对军事飞行员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内在结

构进行了探讨+ 结果：军事飞行员职业自我效能感由适应效

能、飞行效能、成就效能和体能效能等 ’ 个因子构成+ 并据此

建立了由 !N 个条目组成的军事飞行员职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结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关键词】军事人员；飞行员；自我效能感；量表编制

【中图号】O*N() ) ) 【文献标识码】E

DE 引言

自我效能感（=->;-2J-G 9-.6#-662;1;A，9-:9- 46 9-.6#
-662;1;A），其定义为“ 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

技能去完成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所指的并非一

个人的真实能力，而是其对自己实现特定活动能力的

自我评估和信心+ 它对行为的启动和维持有重要的

调节作用［$］：首先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其次调节动

机过程；第三，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情感反应模式+
如积极的自我效能感培养积极的承诺，并促进胜任能

力的发展+ 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愿意选择具有更多挑

战性的任务，愿意制定更高的行为目标+ 一旦行动开

始，会投入更多的努力，并长时间坚持，遇到挫折不容

易气馁；自我效能感越强，其努力越具有力度，越能够

坚持下去；自我效能感低的人遇到不利环境时，会过

多想到个人不足，并将潜在的困难看得比实际更严

重，使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可能的失败和不利的后果+
因此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工作绩效的重要变量，是近年

来的一个研究热点［(］+ 但对军事飞行员这一特殊领

域的自我效能感研究还是空白，因此我们探讨这一领

域的自我效能感的结构，并建立相应的测量工具+

FE 对象和方法

F+ FE 对象) !自我效能感项目和工作绩效考核指标

的访谈对象) 来自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男性飞行主

官 (" 名，包括正副团长、正副参谋长和飞行大队长，

均为一级或特级现役飞行员，平均飞行总时数 $’’*
B，平均年龄 (’+ % 岁+ "测试对象) N"% 名现役男性

飞行员，来自全军 !( 个部队，包括空军、陆军航空

兵、海军航空兵；飞行机种包括多乘员机型（ 轰炸机、

运输机、直升机）和单乘员机型（强、歼击机）；飞行等

级从未定级到特级，平均飞行总时数 !P$% B，年龄

$! Q NN（平均 ("+ "）岁+ #绩效考核评价人) 共 !"&
人，职务从飞行中队长到团长，平均飞行总时数 $"$(
B，为测试对象的直接指挥官，对被试各方面的情况有

全面了解+
F+ GE 方法［H］) 与飞行主官座谈，每 $ Q ( 名飞行员为

! 组，采用开放式访谈的形式，由飞行主官根据研究

者的要求进行自由列举和说明，研究者必要时进行

追问+
!+ $+ !) 搜集职业情境与工作行为的有关信息) 主要

包括 ( 个开放式问题：!您们在飞行职业生涯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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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遇到过许多方面的典型情境或情况，请您尽可能详

细地将它们列举出来；!您们在飞行职业生涯中，一

定会遇到各方面大大小小的困难或障碍，请您尽可能

详细地列举出来；"您们在飞行职业生涯中，为了进

步，都会做哪些事，完成哪些行为或活动？请详细列

举出来!
"! #! #$ 搜集工作绩效考核指标的有关信息$ 采用的

开放式问题为：如果要从您的部队中推荐几名优秀飞

行员报上级机关进行奖励和晋升，您会选择谁？理由

是什么？

"! #! %$ 参阅并分析$ 《 飞行训练工作条例》（ 空军，

#&&"）和《 空军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 总参谋部，

#&&"）等资料!
"! #! ’$ 测量工具初稿的形成$ #将飞行职业生涯中

影响其绩效，并具有不同困难程度的情境行为编制成

#& 个题目，如：“ 我确信能够很快地掌握各种新的飞

行科目”! 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 军事飞行员职业

自我效能感问卷”! 采用 ’ 点评 分（’()*+,- .+/01-(
-2)0），分别为：非常不肯定、相当不肯定、相当肯定、

非常肯定! !由两名心理学博士生和两名特级飞行

员（均为飞行团团长）共同整理访谈记录，获得 "" 个

条目的绩效考核表! 采用飞行员熟悉的 3 分制评判，

优秀（’! " 4 3! &）、良好（%! " 4 ’! &）、及格（#! " 4
%! &）、较差（"! " 4 #! &）、很差（&! " 4 "! &）!
"! #! 3$ 问卷测量$ 使用军事飞行员职业自我效能感

问卷对 3&5 名现役飞行员进行了测量，在飞行部队现

场完成! 剔除不合格答卷 3’ 份，最后得到 ’3% 人的

数据! 将这些数据根据流水号的奇偶性分成大致相

等的两部分，将其中的 #56 人的数据用于探索性因子

分析（采用 7877 "#! 3 软件），将另外 #55 人的数据用

于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 9:;7 ’! & 软件）!
"! #! 6 $ 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 信度检验采用 <1*,(
=>?@’A 9B)@> 系数，即内部一致性信度；效度检验采

用效标关联效度检验! 首先根据访谈及《空军军事训

练与考核大纲》建立绩效考核提纲，分为作业绩效（’
个项目）和关系绩效（6 个项目）两部分内容，然后对

该提纲进行结构验证! 随后在被试接受自我效能感

测量 % C* 后进行工作绩效考核（作为自我效能感的

效标）［’］，保证每名被试有 % 人对其进行评价（" 名上

级，# 名同事）! 然后取 % 人评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被试工作绩效的最终得分，并与被试在“军事飞行员

职业自我效能感问卷”量表上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

!! #" 对职业自我效能感数据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首先对 #56 人的数据进行 D:; 和 E01-B0-- 球形检验，

结果：D:; 统计量 F &! G#%，E01-B0-- 球形检验，! H
&! &&"，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提

取，正交（ I>1+C>J）旋转! 根据碎石图和各因子特征

根取值情况分别提取 %，’，3 个因子! 然后根据各项

目在因子上的载荷，剔除同时在多个因子上具有大致

相当的负荷的项目，以及在任何一个因子上的负荷都

未超过 &! ’ 的项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采用

9:;7 ’! & 软件对上述 %，’，3 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所得模型拟合参数见 K>= "!

表 "$ 三个模型拟合指标

K>= "$ L,M0J *N -@0 C*M0B

:*M0B !# ON !# P ON QRL 9QRL S:7T9 URL <RL UURL

3 N>?-*1A #’G! ’GG V" %! &V& &! G%# &! VGG &! &6V &! G%’ &! G3’ &! G’"

’ N>?-*1A #53! 6"" V3 %! #’# &! G## &! VG& &! &5& &! G#% &! G’3 &! G%#

% N>?-*1A #65! 6G& 5’ %! 6"5 &! G"G &! VV3 &! &56 &! G#3 &! G’’ &! G%"

$ $ 从 K>= " 可见，三个模型的拟合质量近似，均较

优良! 因此选择保留信息量最大（保留条目最多），且

因子数相对省简的模型 #，最终形成含 "’ 个项目的

《军事飞行员职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 因子对总方

差的贡献率为：65! "VGW ! 各因子情况为：因子 "：

+-0C ""，"%，"5，"V，"G 和 #&；适应飞行部队环境的自

我效能感，简称“ 适应”! 如“ 我能够很好地与同事合

作”，<1*,=>?@’A 9B)@> 系数 F &! V5%；因子 #：+-0C "，

#，%，’，3；飞行技术掌握自我效能感，简称“ 飞行”；如

“我确信我能够牢固掌握各种飞行科目”，<1*,=>?@’A
9B)@> 系数 F &! V’#；因子 %：+-0C G，"&；个人成就自我

效能感，简称“ 成就”，如“ 我有能力达到一级飞行员

的水平”，<1*,=>?@’A 9B)@> 系数 F &! V’V；因子 ’：

+-0C "#；体能自我效能感，仅由一个项目构成，简称

“体 能”，改 项 目 为：“ 我 能 够 顺 利 通 过 各 项 体 能

测试”!
!! !" 绩效考核指标的结构效度验证" 在预试验中，

将 #55 名被试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

合参 数 为：!# F "’#! ’%"，ON F %’，!# P ON F ’! "VG，

QRL F &! G%G，9QRL F &! G&"，S:7T9 F &! &5&，URL F
&! G66，<RL F &! G5’，8URL F &! G63! 以上参数表明绩

效考核表结构令人满意!
!! $" 自我效能感量表的效度检验" 由于一些客观原

因，仅追踪到 "63 名被试的数据，将被试的平均绩效

成绩和被试的自我效能感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表明：量表的 ’ 个因子与作业绩效均有显著相关；适

应效能感和飞行效能感与关系绩效有显著相关!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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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结果表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

表 $& 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绩效的相关分析

!"# $& ’()"*+,-./+0 #(*1((- */( 02,3(..+,-") .()34(33+5"56 ,3 7+)+4

*"26 "8+"*,2. "-9 1,2:+-; 0(23,27"-5( （! < =>?）

@*(7
A9"0* *,

.+*B"*+,-

C)6+-;

0(23,27"-5(

D(2.,-")

"5/+(8(7(-*

D(2.,-")

"5/+(8(7(-*
!".:
& 0(23,27"-5( E% $$F# E% $=G# E% $HI# E% $=E"

J,-*(K*B")
& 0(23,27"-5( E% $E?" E% =FF" E% ELF E% EGL

"" M E% E?，#" M E% E=%

!" 讨论

N"-9B2" =FFG 年 专 门 写 了 一 篇 名 为《OB+9( 3,2
5,-.*2B5*+-; .()34(33+5"56 .5")(.》的文章，强调在量表编

制过程中需要特别遵守的原则是“ 领域特殊性”和

“领域完整性”% 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需要针对所研究

领域的工作活动和行为% 因为在完成某项工作时，不

仅需要特定的能力和技能，还需要针对具体情境，将

几方面的技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有效地完成任

务% 而自我效能感正是对这些技能有效结合的自我

评价% 因此，这些具体行为或活动必须能够涵盖所研

究领域的所有方面［?］% 本研究的所有项目均来自对

现役军事飞行员的访谈，并参阅了《飞行训练工作条

例》和《空军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因此其具有较好

的领域代表性和普遍性%
本研究最终选择了 I 因子模型具有涵盖信息量

大、结构清晰、拟合参数良好的特点% I 个因子较好

地概括了军事飞行员职业的主要内容% 军事飞行职

业是高工作强度、高职业风险、责任重大同时又竞争

激烈的职业，因此P适应效能P 列为第一因素，表明适

应飞行部队的职业特点和工作环境是军事飞行员自

我效能感的首要因素；而飞行活动是飞行员最重要的

工作内容，飞行技能是评价军事飞行员工作最重要的

指标，因此“ 飞行效能”是军事飞行员职业效能感构

成中第二位的因素；“成就效能”位列第三，表明军事

飞行员对个人成就的预期和信心，这也是其职业自我

效能感的一个重要组成；体能水平是飞行员能否顺利

完成飞行任务，能否延长飞行年限的基本保证，因此

对体能的自我效能感也是一个重要因子% 在验证性

因子分析的过程中发现，I 个因子见存在较高的相

关，但将 I 个因子合并为 = 个因子，数据拟合很差，

如：JC@ < E% >HL，可见这 I 个因子还是相互独立的%
职务绩效是组织管理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N,24

7"- 和 Q,*,1+9),［>］于 =FFH 年提出，应将职务绩效划

分为作业绩效（ *".: 0(23,27"-5(）和关系绩效（5,-*(K4
*B") 0(23,27"-5(）% 作业绩效是指任务的完成情况，即

职务说明书所规定的绩效；关系绩效是指一种心理和

社会关系的人际和意志行为，是一种有助于完成组织

工作的活动［G］，包括与其他成员合作，保护组织免受

伤害，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建议等% 军事飞行员领域以

往现场研究中采用的工作绩效指标多采用飞行成绩

和事故（ 或事故征候）等非判断性效标来评价［L、F］%
虽然这些指标很客观，但却并不全面，这些指标意味

着仅靠飞行技术来代表一个飞行员全部的职能表现%
因此我们和飞行部队的管理人员共同编制了绩效考

核表，尝试从作业绩效和关系绩效在内的全面职业绩

效进行判断性效标评价% 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对军

事飞行员的工作绩效进行全面的评价%
自我效能感量表的 I 个因子基本反映了军事飞

行员的职业内容，从而使该量表具有了一定的实用价

值% 从效标验证方面看，其对 H 7, 后的工作绩效有

较好的预测性，这和其他领域所得出的结论一致［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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