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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
①

王极盛 赫 尔实 李 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耍 对北京市随机抽取的 。名中学生进行 自编的《中学生心理素质测验 》的测试
,

结

果表明 总体而言
,

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 良好
。

年级越低
,

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

年级越

高
,

心理素质水平越低
。

初中生的心理素质水平好于高中生
。

在男女性别差异上
,

年级

越低
,

男女差异越大
,

年级越高
,

差异越小 其中
,

男生在智力和情绪因子上心理素质水平好于

女生
,

女生在注意力和道德感因子上心理素质水平好于男生
。

在对初中与高中的男女性别考

验中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

关锐词 中学生 心理紊质 心理素质水平

研究目的

目前
,

我国的传统“应试 ”
教育正在向素质教育转轨

。

素质教育包括思想道德素质
、

科学文化素

质
、

劳动技能素质
、

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等 我们认为
,

心理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
。

为了开展心理素质教育
,

王极盛在深入 多所学校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编制并标准化了

中国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

本文研究目的是探讨 目前中学生的心理素质与特点
。

研究方法
被试 本实验随机选取北京市若干个 中学的学生

,

发放问卷 份
,

收回的有效问卷共计

份
。

被试的情况见表

表 各年级的自然情况

年级 平均年龄 总人数 男 女 没标记性别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研究工具 采用王极盛编制并标准化了的中国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

该量表的项 目区分度

较好
,

重测信度在 一 之间
,

同质性信度在 一 之间
,

分半信度在 一

之间
,

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

分量表与总量表分的相关在 一 之间
,

表明

其内容效度较好
。

该量表共 个项 目
,

每个项 目采用 级评分制
,

一 分别表示
“
很差

” 、 “

较差
” 、

“ 中等
” 、“ 较好

” 、 “很好
” 。

该量表分为 个分量表
,

它们是注意力
、

情绪
、

兴趣
、

性格
、

人际关系
、

意

志
、

智力
、

道德行为
、

适应性
、

满意度
。

注意力表示上课
、

做作业
、

与人交往时的注意集中情况
。

得分越高表示注意力水平越高
。

情绪

表示情绪稳定性
、

情绪愉快
、

控制情绪能力的情况
。

得分越高表示情绪水平越高
。

兴趣表示对学 习
、

做作业
、

生活等兴趣情况
。

得分越高表示兴趣水平越高
。

性格表示做事认真
、

责任心
、

勤奋等情况
。

得分越高
,

表示性格发展水平越高
。

人际关系表示与父母
、

老师
、

同学等关系的情况
。

得分越高
,

表

示人际关系水平越高
。

意志表示克服学 习困难
、

做事持久性
、

控制 自己言行能力等情况
。

得分越高
,

表示意志水平越高
。

智力表示评价 自己观察力
、

记忆力
、

思维能力等情况
。

得分越高
,

表示智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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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

道德行为表示对集体热爱
、

遵守纪律与社会公德等情况
。

得分越高
,

表示道德行为水平越高
。

适应性表示对学习
、

生活
、

社会环境的适应等情况
。

得分越高
,

表示适应性水平越高 满意度表示对

学习成绩
、

家庭生活
、

与同学和老师关系的满意状况
。

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
。

实验程序 先培训主试
,

由主试在所取中学进行集体测试
。

测试工具采用王极盛编制的中国中

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

方法 采用相关分析及描述统计的方法
,

用 软件包在计算机上进行分析
。

结果

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的 个因子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表 初一到高三的 个因子的
、

年级 人数 注意力 情绪 兴趣 性格 人际关系意志力 智力 道德感 适应性 满意度 总均分
月匕曰仙︵吕一口勺月叮了丹曰,匕月,叮尸止‘连,月啥月,

⋯⋯
,曰二甘﹃口‘性亡口心‘甘‘叮咬‘二月匕肉伙﹃,月卜勺工﹄“““““

,白白︵人勺曰‘心自﹃石月矛占内”内八倪︸‘︸吕七︸匕匕曰今自遗,山‘︺沙哎甘匕口匕魂,‘内叮了月匕行了眨月了比口二

⋯⋯
口曰︸八六认空“““一为

⋯⋯
吸口﹄,口二,月了自︻了几一自月了,月匀‘﹃内︸暇﹄以﹄

⋯⋯
透压月性吐﹄月性月性八

‘︸乙﹄叮‘︵吕口
‘内心﹃﹃﹄月工口一匕

⋯
,

⋯⋯
口内曰月性,自右,﹃确八八甘‘口曰月‘︵,六月以月了

⋯⋯
‘盆﹄口一甘口人丹匕,上乙口月‘门了‘月一口叼,奋曰月八己

厅‘月了

⋯⋯
连︸通任︸口口︸口口︸乃﹄心‘钊一二三四五六

从表中的数据看
,

项 因子的每一年级的总均分最小
,

最高为
,

以 为心理素质

的临界点
,

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

对 个年级的平均数的 考验
,

一
,

。
。

这表明
,

年级差异显著
,

表明年级越低
,

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

年级越高
,

心理素质水平越低
。

初中与高中 个分量表平均数的 考验

表 初中与离中 个分 表平均数的 考验

注意力 情绪 兴趣 性格 人际关系意志力 智力 道德感 适应性 满意度

初中

高中

由上表知
,

对初中与高中的心理素质的 个分量表 考验结果
,

发现
,

初中与高中的心理素

质水平的确不同 在 水平上
。

这说明
,

初中生的心理素质水平高于高中生
。

初一到高三的 个因子的男女平均数的 考验
玻 ‘个年级的 个因子男女平均一的 考软

注 力 价绪 兴趣 性格 人际关系 宜志力 智力 道德感 适应性 脚盆度

一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二

“ 一 “ 一 , 一

二 一 ’ 公 ’ 一 一 招 一 泊 一 一 二
’ 一 一

昭

三 一 了

⋯ ⋯
了 一 一 二 刁 ,

,

四 一 ’ 番 ,

⋯
一 ‘ 一 “

”
五 一 ,

⋯
一 件 一

六 一 了 一 一 一 二 一 ,

注
·

一
,

二

从上表知
,

一年级有 个因子男女有差异
,

这六个因子中
,

除了智力因子外
,

其他

女生的心理素质水平好于男生
。

二年级有 个因子男女有差异
,

三
、

四和五年级各有

个因子均是

个因子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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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
。

六年级有 个因子有差异
。

这表明在心理素质方面
,

年级越低
,

男女差异越大
,

年级越高
,

男女差异越小
。

另外
,

从初 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
,

注意力因子
、

道德感因子均是女生好于男生
,

对

自己的智力评价方面
,

却是男生好于女生
。

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
,

男生的情绪稳定性好于女生
。

在兴趣
、

性格
、

人际关系
、

意志力
、

适应性及满意度这 个因子上
,

男女差异不大
。

初中与高中的男女 个因子的 考验
。

表 初中的男女 个因子的 考验

注意 力

·

一

情绪 兴趣 性格

。

人际关系 意志力

一 一

智力 道德感

一

适应性

一

满意度

一

男女

表 高中的男女 个因子的 考验

注意力 情绪 兴趣 性格 人际关系 意志力 智力 道德感 适应性 满意度

男

女

一 一 一
。 。 。

从如上两表知
,

初 中生 男女的心理素质状态有较大的差异
,

共有 个因子 值在 以上
。

高

中有四个因子表现 出男女差异
。

其中
,

注意力
、

情绪
、

智力
、

道德感这四个因子无论初中和高中男女

均有差异
。

而且注意 力
、

道德感方面女生 比男生好
,

情绪
、

智力方面男生比女生好
。

讨论

中学生的素质水平

从本实验的结果来看
,

以 为 个分量表与总均分的临界点
,

无论初中一年级
、

二年级
、

三年

级
、

高中一年级
、

二年级
、

三年级
,

也无论每个年级的男女
,

他们的十个分量表与总均分都大大超过

了 分
,

并且大多在 分左右
。

因此
,

我们认为总体来看
,

目前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较好
。

心理素质的年级差异

从实验结果来看
,

初中生的心理素质水平比高中生好
,

这提示我们要对高中生加重心理素质教

育
。

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
,

有针对性进行心理教育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学生逐步成熟
,

但不意味着

心理素质必然提高
。

心理素质的性别差异

从本实验结果来看
,

男生的情绪更稳定
,

对 自己智力水平更 自信 女生注意力更集中
,

道德感更

强
。

这表明女生更容易尊从准则
,

更容易以老师或权威人士的观点为依据
。

同时也表明男生相对有

自己的看法
,

不感情用事
,

不轻易趋从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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