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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力功能个体差异呈正态分布有不同观点 :g 因素决定特殊能力分化程度差异论、因素搭配差异论 ;单一认知机能、认

知机能系统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认知机能缺陷影响智力功能差异论 ;认知发展理论的要素功能大小和要素关联关系强弱、结构差

异论 ;文化活动结构差异和遗传进化的神经效率差异论 ;神经活动特性水平和神经活动区域效率差异、人格中介情景任务和人

格限制成分功能表现说。已有智力个体差异研究有四个不足 ,未来研究有四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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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不乏朴素、思辨性的但缺乏实证的智力个体差异认

识 ,如 :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 ] ;柏拉图的哲学王、生

产者、卫国者三类不同智力品质的国民社会阶层 [2 ] 。继智力

测量出现后 ,智力个体差异研究进入了实证时期 ,形成了很多

实证性智力个体差异认识。本文介绍了智力个体差异的有关

研究 ,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了展望。

1 　智力个体差异的理论

1. 1 　因素论的智力个体差异认识

一般因素智力理论认为智力个体差异反映了 g 因素功能

高低以及受一般因素制约的不同群体智力结构的特殊能力分

化程度不同。以 g + s 智力结构理论为基础 ,斯皮尔曼 (1927)

认为影响智力功能差异的能力因素有两个方面 :一是受遗传

影响的一般能力的高低差异 ;二是受实践影响个别活动领域

的特殊能力优劣差异。一般能力潜在地决定了特殊能力可能

达到的水平 ,实践环境决定了特殊能力现实的水平 ,智力水平

低的群体能力结构分化程度低 ,特殊能力之间的独立程度随

着一般因素的功能提高而提高 ,一般因素功能高低在同等环

境下的个体间的智力功能水平个体差异、能力结构分化状态

具有潜在的决定作用 ,在相同的一般因素功能水平上 ,环境差

异现实地决定了特殊能力水平和能力结构分化状态 [3 ] ,这个

结果得到了 Jensen (2003)等人的研究证实[4 ] 。以晶态和液态

智力结构为基础 ,Cattell (1963) 、Horn & Cattell (1966 ,1967)

指出了智力功能的个体差异可能来源是遗传影响的液态智

力、文化环境影响的晶态智力以及三类速度因子的差异三个

方面[5 - 7 ] 。

多因素结构理论否认一般能力差异 ,智力功能差异反映

了各种基本能力因素功能搭配差异。Thurstone (1948)认为智

力个体差异不存在一般能力倾向差异 ,只存在各种基本心理

能力倾向差异 ,智力个体差异属于不同水平的各个基本心能

理搭配差异 ,个体的智力结构与个体对活动选择和兴趣具有

密切的联系 ,独特的智力结构具有了不同的功能水平 [8 ] 。以

内容、操作、产品维度的智力结构为基础 , Guilford (1959) 认为

智力结构内不存在普遍限制作用的一般能力 ,而只有由内容

维、操作维、产品维构成的 180 种基本能力 ;在基本能力结构

下 ,个体间的基本能力差异造成了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基本

能力结构 ,独特的基本能力结构决定了智力功能差异 [9 ] 。

1. 2 　认知理论的智力个体差异认识

单一认知机能决定论认为 g 因素是某一种认知能力 ,智

力个体差异的内在机制就是由注意资源的总量、速度、工作记

忆等单一认知能力差异导致的 ,智力个体差异只有认知能力

水平的量的差异 ,而没有认知结构的质的差异。(1) Earl Hunt

(1971) 、Lansman 等 (1982 ,1983) 、Yee 等 (1991) 采用多任务

范式研究注意与智力水平的相关 ,认为智力活动过程需要消

耗资源、要对不同来源信息给予监控注意并不断协调 ,一般智

力就是注意 ,智力个体差异反映的是注意差异 [10 - 13 ] 。后亦

有研究认为 :注意分配与智力联系更为紧密 ,注意是一般智力

有效预测因子 (Bates et al ,1998 ,Schweizer et al , 2005) [14 ,15 ] 。

(2) Vernon 和 Jensen (1984)Jensen (1998)等用检测时任务作为

速度指标来描述一般心理能力 ,认为速度是一般智力 ,速度是

智力水平有效预测因子 [16 ,17 ] 。然而有研究者认为加工速度

不是一般智力的全部 ,速度与智力关系受到其它变量调节 ,如

任务难度、似动策略、注意调节 ( Chaiken ,1994 ;Beauducel &

Brocke ,1993) [18 ,19 ] ,但 Knorr & Neubauer (1996) 运用复杂的

概念检测反应时和一般反应时任务得出的结论都支持了速度

说 ,而没有支持复杂调节说 [20 ] 。(3) 对工作记忆影响智力功

能个体差异研究中 ,工作记忆与一般智力相关稳定 ,相关系数

大致在 0. 4 - 0. 9 不等 ,以致有工作记忆就等于 g 因素的说法

(Kyllonen & Christal , 1990) [21 ] 。Engle 等 (1999) 以及 Klaus

Oberauer 等 (2003)认为工作记忆和一般流体智力反映了干扰

和分心情景下保持表征活跃、控制性注意等能力 [22 ,23 ] 。Em2
bretson(1995)认为工作记忆容量与控制加工过程与一般智力

之间有稳定相关 ,控制加工过程比工作记忆容量对一般智力

影响更为强大[24 ] 。

一般智力是多个相互作用的加工过程构成的结构 ,智商

个体差异是各个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有两种差异观点 :硬

件性认知能力差异和灵活的认知能力差异。Schweizer 等

(2000) 、Mackintosh & Bennett (2003) 、Schweizer & Moosbrug2
ger (2004)认为维持性注意、工作记忆、知觉速度都是流体智

力活动中必不可少因子 ,维持性注意使得长时信息加工得以

连续[25 - 27 ] 。Conway 等 (2002) 认为工作记忆与短时记忆是

相互独立的结构 ,速度作为工作记忆的调节因子出现 ,速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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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都是智力成就的有效预测变量[28 ] 。

Sternberg(1985)的成分理论包括了相互作用的操作成分、元

成份和知识获得成分三个成分 ,智力个体差异可能是由个体

在面对刺激情景时所采用的信息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的 ,而在

相互作用的信息处理过程中 ,元成份具有调节和控制各个成

份的功能 ,g 因素大部分代表了为元成分 ,是决定个体差异的

核心成分[29 ] 。

1. 3 　认知发展理论的智力个体差异认识

认知发展理论对智力个体差异有两对分歧 :纵向上的成

分关系强弱差异与结构差异分歧 ,以皮亚杰认知结构理论和

信息加工发展理论为代表 ;横向的领域特殊性与领域普遍性

差异分歧 ,以朴素理论和皮亚杰理论为代表。

皮亚杰认为智力本质是适应 ,智力发展受到遗传、成熟、

物理经验、逻辑经验限制 ,平衡化机制是智力发展的决定性机

制[30 ] 。横向差异是指对同一发展阶段内概念掌握的时间差

异 ,反映了受心理场和知觉场的线索数目、注意程度、激活的

图式是否融入更高层次结构等影响着图式活动水平差异 ,而

纵向差异是指不同年龄段解决问题时的图式相互协调和逻辑

数理经验导致的认知结构类型差异 , ( Pascual - Leone ,1969)

纵向的认知结构差异具有跨领域的一致性 [31 ] 。现实化认识

风格、形式化认知风格是影响横向和纵向智力个体差异的重

要因素 (杜丹. 皮埃尔 - 安德烈 ,1994) [32 ] 。

Sternberg 把认知发展看做是元成份、操作成份、知识获

得成份、保持成份和迁移成份的发展和各个成分之间整合速

度的发展 ,智力个体差异的认知机制是各成分分配时间和各

成分整合速度差异 [33 ] 。Case (1982) 认为认知发展是储存和

操作两个空间变化过程 ,储存空间主要是存储知识和策略 ,操

作空间主要是进行信息处理 ,智力个体差异的认知机制是操

作空间和存储空间的知识策略的差异 [34 ] 。Sigeler (1989)认为

认知发展是个体信息加工能力提高过程 ,神经系统变化、联想

竞争、编码水平、类比策略以及策略选择影响信息加工能力发

展[35 ] 。纵向和横向的智力个体差异的认知机制是功能性的 ,

包括各个功能成分的发展和各个功能成分之间联系强弱变

化 ,而不是结构构成差异。

Wellman (1990)认为对心理、物理和生物现象的理解和信

念构成了个体的知识系统 [36 ] ,这些核心知识有对不同领域事

物作本体区分、进行因果解释且能做一致性因果解释推理系

统特征 (Wellman ,1992) [37 ] 。该派倾向于认为认知发展是连

续的 ,领域的 ,朴素理论差异是智力个体差异的重要来源。

1. 4 　来源论的智力个体差异认识

文化活动理论认为活动结构、个性、意识结构、生态文化

环境是智力个体差异的重要来源。维果茨基认为心理机能包

括人类进化中获得的低级心理机能和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获

得的高级心理机能两部分 ,由作为集体和社会活动中的心理

间机能向作为个体活动、儿童内部思维方式的内部心理机能

转化是人的心理发展机制 (王光荣 ,2004) [38 ] ,智慧活动经历

了活动定向、物质化活动、有声言语、无声外部言语、内部言语

阶段 (加里培林) [39 ] ,智力活动还受到态度、性格等的影响 ,最

近发展区是个体真正的智力发展水平 ,智力个体差异是最近

发展区差异 ,包括个别差异和情境差异 ,个别差异是不同个体

之间最近发展区不同 ,情景差异是在同一个体在不同情景可

能有不同的最近发展区 (王淑合 ,2004) [40 ] 。语言、社会活动

结构、智慧活动阶段的质量、个性等是影响智力个体差异的重

要因素。

Berry(1976)认为人类个体在接受生态影响、遗传影响和

文化传递之后才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行为心理特

征 ,其中生态力量是文化和行为的原动力 ,一定的文化模式塑

造养育人的心理和行为 [41 ] 。自然栖息地的生态学环境、个体

学习和成长的背景的经验性环境、影响特定行为的操作性环

境、人为设置的情景性实验环境是影响智力个体差异的四个

层次环境类型。对智力的理解、适应性训练受生态文化环境

多重影响 ,智力个体差异具有文化相对性 [42 ] 。这些观点得到

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支持 (陈中永、郑雪 , 1995 ; 方富熹 ,

1987) [43 ,44 ] 。

种族主义者认为种族间智力水平差异受进化水平影响。

从物种进化角度 ,艾森克、詹森等论述了智力个体差异有神

经效率的基础。艾森克认为生理维的加工速度、解决问题的

坚持性、检查核对错误的各个水平组合构成了智力个体差异

的根本[45 ] ;Jensen (1998) 认为有意识的大脑在同一时间内只

能够处理有限数量的信息 ,处理信息在短时间内会很快消

退 ,为了弥补信息加工资源有限和消退特点 ,那么就会求助

于复述策略以及长时记忆系统加以保存 ,然而存储的过程也

需要消耗时间 ,因此心理速度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能够处理

较多信息 ,超过认知负载可能性就减少 ,认知功能就会较

高 ,速度愈快 ,在认知负载情况下其优势愈明显 [46 ] 。智力个

体差异根源性的因素是生理层面的信息加工速度 ,速度几乎

就等同于一般因素。而速度差异有着种族进化历程中的进

化水平贡献。

1. 5 　神经活动效能的智力个体差异认识

智力个体差异有着大脑工作效率差异基础 ,神经加工特

性论者认为智力个体差异源于神经加工特性水平差异。(1)

Garlick(2002)认为神经网络可塑性就是智力的一般因素 ,可

塑性程度差异导致了神经网络的连接程度和模块化速度差

异 ,智力个体差异有坚实的脑基础 [47 ] 。(2) Schafer 神经适应

理论认为 :高效率的大脑处理熟悉刺激时会使用较少的神经

元群 ,处理较陌生的新异刺激时会使用较多的神经元群 ,高智

商个体有较快的习惯化过程和去习惯化的过程 ,低智商个体

需要较长时间建立习惯化过程和去习惯化 ,智力个体差异根

本是神经暂时联系过程时相和空间差异 [48 ] 。(3) Robison 认

为信息加工过程必须处于适度唤醒状态 ,皮层下唤醒水平是

制约信息加工质量的重要因素 ,反应性和坚持性是唤醒能力

的两个指标 ,高反应性和低坚持性的皮质唤醒活动有助于液

态智力成分的活动 ,低反应性和高坚持性有助于概念思维活

动 ,而中等反应性和中等坚持性有助于记忆加工 ,一般来说反

应性影响对具体事物的初级和次级表征 ,而坚持性会影响知

觉和概念的形成 (Robinson ,1997) [49 ] ,智力个体差异有唤醒能

力差异基础。(4) 吴天敏 (1980) 提出了智力是脑神经活动的

针对性、广扩性、深入性和灵活性在任何一项神经活动和由它

引起并与它相互作用的意识性的心理活动中的协调反映。这

四种特性又是可塑的 ,其可塑性是以神经机能的有限可塑性

为基础的。这四种特性是神经活动中神经联系的方向性、扩

散和集中、心理和生理相互作用的灵活性的反应。他认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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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个体差异是四种特性的综合作用 ,灵活性是智力个体差异

的更为重要的指标。

脑区加工特性论者认为智力个体差异反映了特定脑区加

工效率差异。很多研究者认为个体越聪明者那么与任务相关

的脑区工作越高效的 ,而智力程度较低者的任务相关脑区不

仅低效而且很多与任务无关脑区也处于工作状态 ,聪明者具

有较为高效的皮质工作定位 ,结果具有较少的脑活动 ,智力较

低者的神经组织的组合较少且不高效 ( Haier et al , 1988 ,

1992 ;Jausovec ,1996 ,1998) [50 - 53 ] 。这种观点更倾向于认为大

脑的机能区域分化和整合水平决定了智力个体差异 ,可能不

是单纯的神经信息加工速度。

1. 6 　人格分化差异理论

智力功能水平和智力结构内部状态受认知风格、自我、人

格特征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是通过人格中介特定情景影响

智力 ,也可能是人格在各种情景下普遍限制智力功能。

对智力个体差异与认知风格的认识并不一致。比奈非常

重视错误答案和正确答案背后的主观/ 客观、意识/ 无意识、科

学/ 文学的思维风格 ,认为正是这些体现了质的智力个体差异

(Siegler ,1992) [54 ] 。Witkin 等 (1971) 认为认知风格是知觉和

智力活动过程表现出来的具有自我一致的机能模式特征 ,认

知风格与智力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 ,认知风格影响着流体智

力操作成就 ,场独立型个体倾向于取得较好的瑞文推理成绩

(王有智 ,欧阳伦 ,2004) [55 ] 。也有研究认为认知风格与智力

活动成就不存在相关 (Riding1994) [56 ] 。也有研究者认为认知

风格与智力之间的关系受问题类型的制约 ,人际社会问题则

有利于场依存型个体的智力表现 ,而非人际社会问题则有利

于场独立型个体智力表现。

对智力个体差异与人格类型相关研究发现 :神经质与智

力、特殊能力呈负相关 ,意味着个体神经质水平越高则在测验

情景中具有较多的焦虑成分 ,焦虑则导致个体远离解决问题

活动、导向与任务无关的活动 ,神经质的影响是整体性 ,低神

经质水平群体低于高神经质水平群体的智力分测验相关

( Bonaccio &Reeve , 2006 , Chamorro - Premuzic et al. ,

2005) [57 ,58 ] ;智力成就与外向型呈正相关 ,外向型个体的皮质

静息状态水平较低 ,能够迅速启动 ,而内向型个体的静息水平

较高 ,导致个体从静息到动作电位的转化水平较高 ,外向型程

度高的个体在测验长度较短、限时测验中会有较高的皮质激

活优势 ,而高精神质的个体则一般具有较高的创造性 ( Rawl2
ings & Carnie , 1989) [59 ] 。

智力与大五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发现 :开放性能够部分

预测言语因子 ,开放性较高的个体会倾向于卷入言语和文化

特点的智力活动 ,进而就发展了言语推理能力 (Austin et al. ,

2002 ;Bates & Shieles , 2003) [60 ,61 ] ,开放性和智力成就呈中等

相关 ,开放性和流体智力是相互独立的结构 ,但是二者联合起

来决定了知识 (Chamorro - Premuzic ,2006) [62 ] 。外向型与智

力成就相关方向受测验情景和测验类型调节 ,宜人性、责任心

与智力呈负相关或者无相关 ,智力水平越低 ,则个体会在适应

中会投入更多的努力 (Ackerman & Heggestad , 1997 ; Furn2
ham et al. , 1998 ; Moutafi. et al. , 2006 , 2005) [63 - 66 ] 。

Demetriou(2003) [67 ]提出了智力与人格并行层次模型 ,一

层为领域特殊性的认知模块与人格因子 ,前者引导着信息加

工系统活动的领域 ,后者决定着个体在社会 - 环境水平的互

动关系模式 ;二层为认知过程和气质 ,前者决定信息加工的复

杂性和信息类型 ,后者决定了信息如何接受如何反映 ;三层为

目标设定、加工资源分配、难度评价、高层认知与自我防御与

通透性、工作的自我概念 ,前者是关于加工过程的自我监控 ,

后者是关于自我价值感的自我监控 ;四层为认知效能与自我

价值感 ,是关于认知效能和自我价值的认识 ;五层为自我表征

的认知模块与人格因子的自我表征 ,是关于各个领域特殊性

的认知和人格因子的自我认识 ,六层为共有的思维风格。他

发现在相同层次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但是在非同层之间的

相关关系较弱 ,高层制约低层。

2 　智力个体差异研究展望

　　众多的智力个体差异研究表明智力是一个多层次、多维

度、多形态、多要素的介于环境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中介性调节

机能结构。从要素上看 ,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成份 ;从

形态看包括着非知识形态和知识形态的智力成份 ;从层次来

看 ,包括着非意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智力成份。造成智力个

体差异的因素是多样的 ,既有智力结构内部的原因 ,也有智力

结构外部的原因 ,从智力结构来看 ,既有要素水平的 ,也有要

素关系水平的 ,还有要素结构性质的 ;从智力个体差异的来源

上看 ,主要有社会历史活动和遗传因素。但已有研究仍有诸

多不足 :

整群研究有余 ,而对中常的不同智力水平群体的差异机

制研究不足。智商正态分布可以划分为智力水平不同的几

个群体 ,其中天才 ( IQ 大于 130) 和智力缺陷 ( IQ 小于 70) 分

别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 IQ 在 70 - 130 之间又可以分为

低能边缘、中下、中等、中上、优秀几个群体 ,其中一般将 IQ

在 80 - 120 界定为中常。很多研究被试多取自中、高等学校

的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群体 ,不加区分的整群相关研究的结

论只能解释中常整群的智力水平差异中较为重要因素。而

群体间智力功能差异可能由于能力要素水平和能力结构形

态不同导致的。因此 ,需要对中常的不同水平群体的智力结

构要素水平、各要素水平形态结构、智力活动的基本特点进

行研究 ,以揭示不同智力功能水平群体的智力活动特有的机

制。

智力与人格相关研究忽略了不同智力成分与其它系统

的非线性事实。神经水平的表征、映像表征、表象表征、言

语表征等是智力活动必不可少的表征层次 ;从加工对象来

看涉及到对外部信息的加工和对加工过程的自我意识的加

工 ;从意识层次来看既有有意识的控制加工也有无意识的

非控制加工的卷入。从加工背景来看 ,人格以其潜在的、稳

定的心理活动模式制约着智力活动过程中对外部信息的开

放状态、情感反应模式、加工方式、自我资源投入的多少 ;智

力表征活动总是需要一定的意志和情绪的参入 ,他们对智

力表征效果的影响存在着人格中非自我部分以神经活动状

态影响神经表征层面的智力活动效果、人格中的自我层面

的则以自我资源的多少来影响智力活动过程中的持久性和

唤醒程度、习惯化的认知方式又制约着表征过程的组织等

多种途径影响的可能。可以说 ,智力加工效果受多重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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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影响 ,各种影响因素以系统的整体方式影响着智力表

征效果 ,而非线性叠加。

对影响不同性质的智力个体差异的因素需细化研究。智

力水平差异有质和量两个方面 ,对不同年龄群体的智力个体

差异机制并不区分智力要素功能特征和智力结构特征 ,因此

应该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区分智力个体差异的性质基础上整合

分析研究结果。

静态研究不足以揭示情景性和历时性的智力结构要素和

人格要素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人格与智力的相关研究多是

特质水平的 ,人格特质的形成经历了一系列情景过程 ,那么可

以推测智力个体差异形成经历了情景特质和情景下智力活动

过程的相互作用 ,因此 ,总体的、一般的、不区分情景的人格与

智力个体差异不相关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相关关系 ,只不过

可能是因为其中还具有其它中介变量影响 ,以致二者还没到

显著相关的程度。

根据智力个体差异研究不足以及对智力、智力个体差异

的理解 ,未来研究有四个趋势 :

在区分智力形态与子类的基础上研究影响常态群体智力

个体差异的因素 ,在整合差异因素的基础上建立智力结构模

型。区分智力形态与子类基础上的因素影响研究一方面是研

究认知能力结构内各个操作能力水平个体差异、各个认知操

作能力的组织特征个体差异 ,另一方面研究个体的动机、兴趣

类型、人格特点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 ,从而揭示个性倾向和

人格等对智力个体差异的影响机制。从系统功能与结构关系

来看 ,智力结构的研究不仅关注智力要素水平的差异 ,而且还

关注要素关系密切程度、关系性质的差异。智力不单纯是认

知能力 ,智力只不过是整体人格的外在指标 ,将影响智力差异

的其它心理因素纳入智力结构模型是个性意义的智力应有之

义 (Wechsler ,1950) [68 ] 。因此在整合差异机制基础上建立不

同智力水平群体的智力结构模型也是智力个体差异的应有之

意。

把生理基础和社会基础研究同智力生成过程研究相结

合 ,从来源上揭示智力个体差异的产生机制。智力活动受社

会文化历史活动结构的影响 ,智慧活动阶段和活动结构有其

社会基础 ;个体间和个体内的智慧活动是以脑为基础的 ,在遗

传物质、生化、神经、机能分区、大脑半球基础上研究各种影响

因素和智力活动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更好的揭示智力个

体差异的本质和智力本质。

智力活动中引入心理动力、人本概念。传统智力个体差

异研究大多将智力与其它心理系统视为正交 ,仅从认知方面

研究造成智力个体差异的智力因素。但心理是整体的、有精

神动力的、有精神导向的。有研究表明宿命论、自信对认知机

能老化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 (Caplan & Schooler ,2003) [69 ] ,成

人的推理成绩受到与推理内容有关的个体信念的影响 [70 ] ,自

我损耗后以及与自我损耗有关的态度变化会降低个体的流体

性智力活动成就 (Bratslavsky et al , 1998 , Schmeichel et al ,

2003) [71 ,72 ] ,可以说 ,国民心态、民风、个人的信仰等社会意识

因素以及意志也是造成智力个体差异的内部因素。

个性和共性的智力结构相结合 ,重点和普遍相结合、认知

和非认知因素相结合是智力个体差异的重要研究趋向。智力

存在于各种表征形态的适应活动中 ,体现了智力的个性 ,而基

本表征过程则体现了智力的共性 ,共性的智力离不开不同表

征内容、表征过程的支持。智力的发展是普遍和重点发展的

结合 ,不同发展阶段有某些重点发展内容 ;对智力个体差异的

研究应该既要重视内容对发展的制约 ,也要重视功能要素对

智力发展的突出作用。智力处于多种主客观关系 ,非认知因

素既可以潜在地影响智力的认知活动 ,对非认知因素的认识

和调节也可影响智力活动。具体来说可以将知识表征、专家

系统的发展与智力活动的基本过程的心理品质研究相结合 ,

从年龄发展中比较智力活动的心理品质的组织结构特点 ,从

而了解智力个体差异中质的差异 ,在控制智力水平下 ,观察不

同心理状态下、人格类型下的智力活动效果等 ,总之应该采取

多么变量的研究范式 ,并辩证地把相应的研究结果以系统思

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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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ations of Psychometric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Xie X uehui

(School of Education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Jinhua , 321004)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limitations of psychometrics from three dimensions : limitations which resulted from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 problems caused by its application ; and draubacks caused by the use of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

other research methods used as alternatives in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s of psychometrics ,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Key words : psychometrics , correlation research ,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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