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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老年人在人口组成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
 

老年人的问题业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

如何使老年

人保持身心健康安度晚年
,

是老年学及老年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据报导
 

在美国! ∀岁以上的老人中#∀ 另有程度不同的精神障碍
 

许多精神疾病的产生与心理社会因素

有关
 

国外关于生活事件的研究指出
 

紧张性生活事件如配偶死亡
,

离婚及意外事故等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引

起精神和身体疾患
 

有关老年人生活事件的研究发现
 

老年人积极享件较少
,

消极事件较多
,

尤 其是在家

庭和工作方面
。

对生活满意的研究指出
,

老人的生活满意与否和家庭
、

职 业
、

身 体
、

经济收入以及社会交

往等因素有关
 

我国对老年人心理社会状况的研究较少
 

有研究指出
 

经济收入
、

家庭关系和适当的活动与老年人的

精神卫生状况密切相关
 

还未见到对老年人生活事件研究的正 式 报道
 

我们从 生 活 事 件与生活 满愈

程度两方面对老年人进行调查
 

了解哪些生活事件对老年人心理状态影响较大
、

哪些因素与生活满意程度

有关
 

以及老人的希望和要求
,

通过这一调查对老年人心理社会状况有一概貌的了解
 

为今后的 研究提供

依据
 

方 法

调查是在北京市海淀区三个居 民区进行的
 

即建筑工人居住区
,

以工人和家庭妇女为主的一般居民区和

干部
、

科技人员为主的居民区
 

调查表的内容 在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基础上
,

拟出调查表初稿
,

通过老人座谈会和个别访问
,

对

初稿两次修改后
,

拟出正式调查表
 

调查表内容有两大部分
。

第一部分是对一般状况的调查
 

共#∃ 项
,

第二部

分是对心理社会状况的调查
,

共 !! 题
,

涉及愉快或紧张性生活率件的有∀% 题
 

分 & 个方面
∋

婚姻及家庭

关系  题 !
,

∀ 健康及一般生活问题 # 题!
,

∃ 工作学习 拍题 !
%

&子女 # 题 !
%

∋社 会交往 # 题 !
%

∃ 自我评价 (题 ! ) ∗ 生活变故 + 题 ! )% 有 , 个题且涉及希望
、

要求
、 一

担心
、

评价和生活满意几方

面
%

最后一题为开放性问题
%

由回答者填写最高兴和最痛苦烦恼的三件事
。

除个别题外
,

每题有 (个答案供

选择
%

各题的分数由答案的性质确定
,

答案积极的评为正分
,

消极的评为负分
,

中性为零分
%

调查方式 调查通过座谈会
、

个别访问和由调查对象自己填写调查表三种方式进行
%

结 果

一
、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共 − ./人
%

其中男 0人
%

女#1人
%

年龄分布
) 0 0一 0 岁 −1 !

%

, 1一# +岁 0 2人 !
, , 0一 ,  

成货派
%

刘晓玲两位 同志参加 了本工作
,

特此致谢
%

,
自我评价不属于生活事件

%

为蜕计方便 归在沁 处
。

% ’

另有 # 题 未列入各类
%

01



岁 ∀ (人
,

& (一&%岁 ) !人
 

∗(岁以上 #+人
 

#
 

工作状况
∋

调查对象中干部 )∀ 人
,

科技人员∀( 人
,

工人∀# 人和家庭妇女+% 人
 

于部和科技人员中

未退休的人有+∃ 名
,

工人中未退休的仅有 #人
 

参加街道工作的有# +人
 

+
 

文化程度
∋

干部和科技人员中
,

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有∗∗ 人 %+
 

!多
 

工人和家庭妇女中
 

无

文化的人有,∗ 名 )∗ 万
 

,
 

家庭人均收入
∋

领 取工资和 退休金的老人 # )∗ 名
 

受赡养的+% 人
,

生活上基本有保证
 

半数以上

的老人 %# 人 个人收入高于家庭人均收入
 

即其收入的一部分赡养家庭或倒贴子女
 

干部与科技人员的

人均收入高于工人和家庭妇女
 ’

)
 

家庭结构
∋

与儿孙同住的老人有#∀, 人 ∗%
 

∀ 拓
 

其中三代同住者”人
 

仅老夫妻同住者 #+ 人

!
 

%多
,

独居 ! 人 ,
 

∀解
 

丧偶者,∗ 人
,

离婚 + 人
,

未婚 #人
 

∀
 

健康状况
∋

健康良好者,%人
,

中等∗∀人
 

较差者∀# 人
。

绝大多数老人生活能自理
 

二
、

生活事件

#
、

生活事件发生率

表 #
、

不 同 类 别 的 老 人 的 生 活 事 件 发 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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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同
 

老人的愉快事件均多于紧张事件
 

的发生率高于其他各类人 4 5
 

( !

表 +
、

各

各类老人在愉快事件发生率上无明显差异
,

在紧张事件上
,

科技人员

类 生 活 事 件 的 发 生 率

作学习

愉快亨件 − 士./

拓

紧张事件 − 士.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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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事件分析
%

婚姻及家庭关系
)
在这方面

%

老人愉快事件最多
,

紧张事件最少
。

从婚烟关系看
,

夫妻关系很好的有

竹人
%

过得去的有+( 人
,

夫妻关系不好的有−1人
%

争吵不和的有− 人
。

在家庭中
%

老人为一家之长的有#−

人
%

有一定发言权的有.3 人
。

大多受到子女的尊敬 −+  人 !
,

只有少数老人 −1 人 ! 因家庭关系紧张而烦

恼
%

4 健康及一般生活问题 )
这方面的紧张事件发生率略高 见表 + !

%

大多数 老 人 的 身体健康状况比

过去好一些 +− 人 ! 或差不多 了2人 !
,

较差者也不少 0+ 人 !
。

较多的老人生活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 ,  

人 ! 或差不多 # 1人 !
,

只有部分老人 3 0人 ! 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

在生活方面
,

老人反映吃饭买余西困难

0,人
,

看病不方便 01 人 !
%

因有病行动不便 (0人 ! 等方面问题较大
%

在为吃饭买东西而发愁的人中
,

千部 −2人 ! 和科技人员 30人 ! 较多
%

科技人员愉快事件少于工人 56 10 !
,

紧张事件多于工人和家

乒工



妇 4 5
 

( ∀
 

∃工作学习问题 )
干部和科技人员中愉快事件和紧张事件都较多

%

例如
,

在为工作取得成绩感到愉快的

人中干部有−0 人
,

科技人员3, 人
,

工人仅有  人
%

&子女问题 )
老人与子女的关系大多是比较好的 很好的2 1人

,

还可以的#+人 ! 、

关 系不 好 的 极少

, 人 !
%

子女工作学习顺利和结婚生育使许多老人感到高兴 分别为”人和#0 人 !
,

孙子 女 ! 给老年人

晚年以欢乐 往人 !
%

然而
%

子女也给老人带来不少烦恼
,

如为子女教育问题发生争吵的有+2 人
%

为子女工

作学习遇到挫折而忧虑烦恼的有(− 人
%

∋社会交往 )
与知心朋友相聚使许多老人感到愉快 −1 #人 !

%

不少老人认为社会对他们比较关心 −13

人 !
,

但也有二些人认为社会不关心他们0 3人 !
%

有些老人因与人们交往较少而感到很孤单 2 人 !和比较

孤单 30 人 !
%

∋自我评价 )
很多老人认为现在比年轻时还愉快 , 1人 ! 和差不多 .+ 人 !

,

只有少数人认为不愉快

33 人 !
%

大多数者人回顾过去感到满意 −− 0人 !
,

不满意的较少 30 人 !
%

有些人因年老无用而感到烦

恼 +0 人 !
%

在这方面
%

干部和科技人员的评价低于工人和家庭妇女 5 6
%

10 !
%

∗ 生活变故 ) 这方面的题目均为紧张事件
,

其发生率较低
%

但近期内发生的家人死亡 −# 人 !
、

家人生病

− 1人 !
、

亲友患重病或死亡 −#人 ! 均使老人感到悲伤
,

忧虑
%

科技人员这方面的紧张事件多于工人和家庭

妇女 56
%

1 0 !
%

(
%

自己填写的最高兴和最痛苦烦恼事件
)
在最高兴事件中

%

填写国家强盛经济振兴 (, 人!
、

生活有保

障和生活水平提高 (. 人 ! 以及子女工作学习顺利有成绩 (, 人 ! 的老人最多
%

其次是家庭和睦 33人 ! 和

身体健康 31人 !
%

在使老人痛苦烦恼的亭件中
%

填写住房紧张的人最多 ((人 !
,

有不少老人为社会风气不正而烦恼 3,

人 !
%

因身体有病行动不便和担心晚年无人照顾而使老人烦恼的有+1 人
,

此外还有不少老人为买东西吃饭困

难 − 人 ! 和子女工作学习婚姻问题 7 .人 ! 而烦恼
%

三
、

与生活漪愈有关的因素

−
%

不同类别老人的生活满意程度

对生活很满意和相当满意的人数为名认
,

约占半数 03
%

 多 !
%

还满意的人数为8 人占+(
%

+书
,

不满意

的极少
%

工人和家庭妇女中对生活很满意的比例高于干部和科技人员
%

3
%

性别与生活满意程度
)
女性和男性老人分别有3 人和33 人对生活很满意

,

两者比例是女性高于男性

分别为(,
%

(终和3(
%

3多 !
,

男性老人答还满意的较多 +0 人
,

+.
%

+书 !
%

但在对生活不满意的人中
%

女性

也多于男性 女 0 人
%

男 −人 !
%

表 ( 、

家 庭 人 均 收 入 与 满 意 程 度 的 关 系

很很很 满 意意 相 当 满 意意 还 满 意意

+++1元以下下 3# +0
%

 !!! −− −#
%

1 !!!!! − −
%

, !!!
+++1一, 1元元 −2 (2

%

1 !!!  − 
%

, !!!!! − 3
%

3 !!!

,,,1元以上上 2 −+
%

1 !!! −1 31
%

1 !!!!! + #
%

1 !!!

(
%

家庭人均收入与生活满意程度

表 (表明
%

收入与生活满意程度之间存在着相反的关系
%

+
%

健康状况
)
与生活满意程度无明显关系

%

四
、

老人的希望
、

要求和优虑

希望身体健康的老人最多 −−# 人
,

仅
%

+终 !
,

其这是家庭和睦 # (人
,

0(
%

3男 !
。

不少老人担心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 #− 人 ! 以及晚年无人照顾 (1 人 !
%

在对社会的希望和要求方面
,

希望关心老人的政治生活

, +人 ! 和提供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0人 ! 的人较多
。



讨 论

一
、

老人对生活满惫的总评价

从本调查结果着
 

大多数老人对生活是 比较满意的
,

对生活不满意的为数极少
 

生活满意程度与愉快亭

件发生率呈正相关趋势
·

与紧张事件发生率呈负相关趋势
·

各类老人愉快斜发生率均高于紧张事件
· “

自

我评价
”

方面的题目实际是生活满意与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

两者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 : ; (
 

!(
,

本调

查中老人的自我评价较高
,

即也说明对生活较为满意
 

可见生活满意程度和生活事件分析结果完全一致
 

二
、

影响生活满惫的因素

#
 

婚姻
、

家庭及子女问题
∋

在各类辜件中
, “

婚姻及家庭关系
”

的愉快事件最多
 

紧 张事件最

少
,

说明老人对婚姻及家庭关系是比较满意的
 

结果表明
,

老人的婚姻状况比较稳定
,

夫妻关系大多 比较

好
 

离婚者极少
 

多数老人的家庭关系和睦融洽
、
不少人把这视为自己最高兴的事

 

夫妻关系不好
、

争吵以

及家庭关系紧张的现象虽然较少
,

但凡是存在这种现象
,

均使老人心情压抑
、

苦恼
 

大多数老人与儿孙同住
,

家庭结构以两代或三代同居为主
,

这说明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家庭结构迥 然 不

同
,

传统的大家庭观念仍有重要的影响
 

这种家庭结构给老人带来的既有快乐也有烦恼
 

在回答与子女同住

的利弊时
,

认为有利有弊的老人约占半数 ∗ !人
,

认为利多弊少的有 ), 人
,

认为利少弊多的有, +人
。

这一

情况表明
,

这种家庭结构虽有较多优点
,

但也客易产生矛盾 < 传统的家庭观念在发生变化
,

家庭结构可能也

会随之改变
。

由于老人多以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
,

精力和时间多用于家务和儿孙身上
,

因而社会交往的多少对生活满

意的髯响并不大
,

感到孤单的老人并不多
 

这与国外独居老人较多
、

社会交在成为生活满意的重要因素的情

况有所不同
 

+
 

经济状况
∋

本调查未发现某些研究所报道的高收入与高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
,

却看到收入较低 低

于)( 元 省满意程度较高
,

在开放性问题中
,

填写生活有保障和生活水平提高为最高兴的事的老人最多 ,∃

人
 

为经济困难而烦恼的老人极少 + 人
 

这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

但

基本生活是有保证的
 

这可能是大多数老人生活满意的物质基础
 

收入与生活满意的相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职业经历与生活满意程度的关系
 

据调查
,

工人和家庭妇
女虽然家庭人均收入不高

,

但他们把现在的生活与解放前进价匕较
,

对于目前生活有保证
,

子女能上中学甚

至大学甚感满意
。

而科技人员和干部却有所不同
,

虽然他们收入较高
,

但经常为工作不顺利 如设计不能投

产
,

与领导意见不和
、  

为子女的前途 如没考上大学或出国
、

工作不理想 而烦恼焦虑
 

自我评价也低于

工人和家庭妇女
 

这说明干部和科技人员生活满意的标准与工人阳家庭妇女可能不一样
 

另外本调查的老人

收入偏高
,

可能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的关系
 

然而本调查发现
,

因经济问题引起家庭纠纷使

老人感到烦恼的并不少 ,∀人
 

这说明经济状况与生活满意的关系不仅与收入多少有关
,

还可能涉及需要

等其它复杂因素
,

对此不应忽视
 

,
 

健康状况
∋

本调查未发现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有明显关系
,

这可能与调查对象的健康状况良好和中

等的较多亨关
 

但健康问题的确是老人最关心的问题
,

在对
“

最希望
”

和
“

鼓祖心
”

的问题的回答中
,

希望

健康的人数最多
 

身体健康使老人感到高兴
 

不少老人为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感到痛苦和烦恼
,

可见健康状况

对老人的心理状态影响较大
 

)
 

生活变故与年老特殊问题
∋

在近期内发生的丧偶
,

家人和亲友死亡或觅病等事件
,

都给老人带来极

大的痛苦和焦虑 有些甚至忧郁致病
 

这类事件是老人可能面临而且需要周围的人帮助他应付的 重 要的

精神刺激来源
 

因年老而容易发生的问题
,

如疾病
、

社会交往减少感到孤独
、

由于退休和精力衰退而产生的

人老无用感
 

担心晚年无人照顾等
,

在本调查中虽然不很突出
,

但为数也不少
,

这些是 仓年心理卫生的特殊

问题
,

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
 

工作学习与退休
∋

在未退休的老人中
,

工作上的成绩或困难使他们感到愉快或烦恼有少数人因工作

负担过重感到紧张 # )人
,

这说明工作学习在这些 艺人生活中仍占较玉要的地位
。



在退休的老人中
,

认为退休与不退都一样的人较多 ∀( 人
,

但也有不少人不愿意退休 ), 人
 

有的

老人把能为社会作一些事看成是最高兴的事 % 人
,

有的老人为不能继续为社会服务而痛苦 #( 人
,

不

少人希望提供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 人
 

这都说明老人虽然已经退休
 

但仍把为社会工作看成是自己的

义务
,

是生活中矛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

今考文献六篇 略

试 论 素 质 的 种 类

谢 敏

湖南郴州地 区教师进修学院

遗传
、

环境和教育的辩证关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是每一本述及身心发展的心理学教科书

所不能回避的
。 “

素质
”

当然是首先要有定义性的概念
。

但我国的一些教科书对这一概念的

解释是否科学呢 = 下面
,

我们摘录一些心理学的教科书的有关论述
∋ 、

“

素质是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性
,

主要是神经系统
、

脑的特性 以及感

官和运动器宫的特性
” 。

〔 # 〕

“

遗传是一种生物现象
,

通过遗传
,

传递着祖先的许多生物特征
。

遗传的生物特征主要

是指那些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特征而言
,

、

如机体的构造
、

形态
、

感官和神经系统 的 特 征 等

等
。

这些遗传的生物特征也叫作遗传素质
” 。

〔 + 〕

“

通过遗传
,

传递着种的生物特拯
,

主要是那些 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 的特征
,

如机体的

构造
、

形态
、

感官和神经系统的特征等等
。

这些就是遗传素质
” 。

〔 , 〕

初看起来
,

这些 话似乎无懈可击
,

俱仔细一分析
,

就不难发现 问题
。

这三段话虽然表述

方式略有不同
,

但思想实质是一致的
,

有关的内容可归纳成以下两点
∋

>3
 

素质是有机体生来就有的
。

+
 

素质是遗传的
,

因此素质也可称为遗传素质
。

根据现代生物科学
,

特别是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

我们认为以上两点中的第一点

是不明确的
,

容易给人以 误解
,

第二点则以偏概全
,

没有穷尽一切事实
,

因而是错误的
。

下

面分别提出我们的看法
。

“

素质是有机体生来就具有的
”

中的
“

生来
”

显然是指人的身体全部娩出母体而言
。

虽

然上面的三本教科书没有详细谈
,

但参照其它一些书籍和文章来 看
,

所 谓
“

生 来
”

与
“

先

天
”

是同义词
。

于是
, “

素质 是有机体生来就具有的
”

这句话便可改为
“

素质是有机体先天

就具有的
。 ”

划分先天和后天的标准是什么 = 也即先天和后天 以什么为界限 = 人们习惯以母亲分娩
、

孩子完全脱离母体为界
,

在此之前也即在胚胎期形成的一切都是先天的
,

出生后获得的 一切

都是后天的
。

但我们既然在讨论
“

遗传
” ,

为了使论述严谨
,

有必要用遗传学的眼光看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