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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军事 飞行 员选拔可 查的历史距今 已有八十年
,

其中三项主 要的 选 拔 原 则

及三 种主要的选 飞 测量 方法贯 穿于始终
。

每一浏 量方法与研究内容都因时代背景特

点
、

技术水平和战略 需要
、

各 国的经 济实力的 不同而有所变化
。

就选拔的 理论原则而

言
,

长期 以 来
,

智 力一直是作为预浏 飞行绩效 的信度
、

效度均很稳定的心理指标 ;

最近的将来
,

在性格
、

人格特征及动作操作协调性方 面极可 能有新的理论突破
。

从

测 量的方法来看
,

纸 笔测验长期 以来一直作为选飞 的主 要浏试形式
,
而现今

,

它逐

渐让位于 由微机支持的心理仪器检测
。

新问世的 电脑化选 飞测试具有测 试 环 境 遏

真
、

生动的优 势
,

必将成为选 飞测验有史以来最有效 的测 量方式
。

军事飞行从人员选拔技术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超过其它任何一种职业
。

飞行员要掌握操纵

的飞机不仅操作复杂
,

耗费体力
,

而且成本昂贵
;
更重要的是

,

执行军事飞行任 务极 端
·

危

险
,

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失误都可能给飞行员本人
、

机组人员
、

乘客和地面人员带来致命的后

果
。

仔细地筛选航校学员能预防无谓的训练伤亡
。

除了以上这些对生命安全的考虑之外
,

有

效的选飞程序还可 以防止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

在战时
,

花费在训练飞行员上的汽油
、

飞机和飞

行教官不能效力于战争前线
。

和平时期
,

军费预算的一再削减迫使军方削减军费开支
,

减少

训练费用 (如今训练一名现代化的飞行员耗资动辄超过一百万美元
,

而一架F 一 14 战 斗 机 失

事损失甚至超过五千万美元)
。

由于选飞技术的长足进步
,

尽管飞机速度及功能复杂性的发

展令人眼花缭乱
,

但选飞测验始终将美国海军及空军飞行员的淘汰率控制在低 于 30 肠 的水

平
。

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选飞技术对现代军事的特有价值
。

最近美国威利 (W E L E Y ) 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军事心理学手册》
。

该书是近年来国 际

上有关军事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

它集国际最新军事心理科技动态之大成
,

介绍了西方强

国军事心理学研究的进展情况
,

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

其中美国海军作战部和海军航空医学研

究室的托马斯
·

F
·

希尔顿和丹尼尔
·

L
·

多尔金作著的一章 《西方国家军事飞行员 的 选 拔

(Pil
。t , e le e tio n 10 th e M Ilita r了 o f th e F r e e

W
o r ld ) 》

,

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选飞

技术的进展
,

介绍 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飞行员选拔的发展历史及特点规律
。

他山之石
,

可 以攻玉
。

我国的科研人员与实际选飞部门经过多年自力更生
、

艰苦卓绝的努

力
,

如今在实际选飞工作中已取得较显著的成果
。

然而
,

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
,

了

解西方军事大国选飞发展特点及趋势
,

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选飞技术精华
,

对我国现代选飞

* 本文系编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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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 一 步发展
、

赶超世界强国的先进水平必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

鉴此
,

我们主要参考
、

分析

了 《西方国家军事飞行员的选拔》一文
,

并综合国内外有关的信息资料
,

尽可能 完整 地 概

括
、

归纳出世界军事选 飞的发展历史特点及规律
,

并力争合理
、

可信地预测
、

推断出未来选

飞技术的发展趋势
,

以翼抛砖引玉
,

使国内同行对之能有较为全面把握当代选飞 技 术 的 要

旨
,

并能有较深入的理解
。 ‘

军事飞行员选拔技术的历史从时间上划分
,

可 以分为从军事飞行出现到第一 次 世 界 大

战
、

从 19 19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结束
、

从二战之后到 1 9 7 0年
、

和从 1 9 7 0年 以后一直到将来的五个阶段
。

在 以上每一发展时期内
,

都存在三项主要测量内容和三种选拔测量方法
。

1 选飞的测量内容

正规化的军事飞行员甄选一开始
,

就朝三个测量方向发展
:

(l) 心理动作技能
;

(2 )

智力/ 能力倾向
;

( 3 ) 性格/人格
。

长期 以来
,

尽管国别不一
,

时代不同
,

对这些领域的侧

重点各有所不同
,

但在世界范围的军事飞行员选拔测量中则始终保持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

1
.

1 心理动作技能和敏捷性

在执行军事飞行任务中
,

飞行员要随时接收处理大量的信息并及时作出适当 的 操 作 反

应
,

因此作为一个军事飞行员
,

心理动作及敏捷性 自然成为十分 关键的素质之一
。

空战中
,

微小的机械故障或飞行员短暂的走神都会有性命之虞
,

辨向迟缓
,

晕机
、

心慌或黑视
,

都被

认为是不合格的表现
; 因此

,

军医往往被派来检查应征者体力耐力和心理动作协调能力
。

一战期间
,

采用了多种改进的心理动作筛选测验来甄选飞行员
。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

生理与动作机能适应性一直被当作是选飞中的关键因

素
。

研究发展规划主要集中于心智动作能力与人格因素
。 ‘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

意大利

的选飞项目中仍然一直强调心理动作协调的精确性
、

反应的快速性及注意的 持 久 性
。

在 法

国
,

仪器操作检测中血压的收缩变化反应也作为情绪稳定性的指标之一
。

德国重点发展精密

仪器来 测量飞行员方向认知的稳定性
;
英国则强调用生理体力指标来测定应征者对高空效应

的抵抗力
;
到了二十世纪兰十年代后期

,

大多数国家的选飞项 目中都增加了心理动作能力的

内容
。

二战中
,

心理动作技能的测试内容及技术都有明显的改善
,

具体表现在测量仪器与方法

的进步上
,

使该项内容的测试效度有很大提高
。

战后直到七十年代
,

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

各国选飞的体格检查及动作技能测试相对保

持一个较为稳定的标准
,

只有加拿大继续大量增加操作技能选拔测试上的投资
。

随着 飞行员在 飞机上作用的变化
,

对其操作技能的内容及要求也发生了改变
。

随着一些

超音速歼击机的出现 (如雄猫F一 14 )
,

飞机操纵 已高度自动化
,

飞行员的作用 由过去的手动

操纵转变为飞行管理 监控
。

1
.

2 智力/ 能力倾向

过去和现在
,

或许直到将来
,

驾驶飞机始终是一项复杂而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

掌握驾驶

飞行技术自然要求有较高的智力品质才能胜任
。

尽管起初人们对智力与选飞的关系看法不一
,

但在一战时的选 飞实践中人们 已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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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标准检测智力与能力
。

日
、

美及许多欧州国家的军事部门主要以学业成绩及航空军医和

教官评审团的评定来评判智力
。

一战中美甲种能力测验的成功
,

奠定了智力测验在美国和 日本军队人员甄选中的地位
。

德国人将能力倾 向素质定义为
“ 一

始行感觉
”

来形容飞行员对飞机与地面的相对高度保持警觉

的能力
,

并加 以施测
。

美国参加二战时
,

被迫仓促扩允空军
。

作文测试远不能满足大规模筛选新兵 的实 际 需

要
,

战时也没有时间坐等新兵完成两年的大学课程
。

1 94 1年
,

弗朗拉根研究组开始试行研制

出一系列综合测验
,

其中包括智力纸笔测验
、

飞行素质测验 (即后来著名的航校学员入学资

格测验
, A C QE ) 及一套仪器测试 (空勤人员分类测试

, A c B )
。

A c Q E 制定的材料来源于航校淘汰学员缺陷的分析及对杰出战斗机驾驶员和轰炸机 飞行

员心理特点的评定
。

它确立了五项主要因素
:

( 1 ) 判断
,

( 2 ) 动机
,

( 3 ) 决策和反应

速度
,

( 4 ) 情绪控制
,

( 5 ) 注意分配能力
。

A c B 仪器操作检测量表及A c QE都随资料 允

许而定期修 汀
。

由英国皇家空军 (R A F )
、

加拿大皇家空军 (R CA F ) 及美国海军和美 国 民

航局国家研究理事会所确定的五个项 目的内容也基本与A C QE相似
。

弗朗拉根的A A F研究组将
“

飞行员九点筛选量表
”

专门用来指纸笔测验及仪器检测量表

中的所有标准九甄选分数
。

这些测验在 1 9 41 年开始 以这种方式记分
,

配合使用 (桑 代 克
,

1 9 47 )
。

标准九分制中的第七点水平 (第76 位百分点) 作为可录取水平
,

标准九分制中的最

高分 第九点水平实际上表征人群中顶尖的 4 肠的水平 (参见安娜斯塔西
, 19 6 8 )

。

1 9 4公年
,

美国海军的A C T及F A R 量表开始付诸实施
。

二战之后的二十五年
,

基本的智力结构理论及测试 内容保持相对稳定
;
因为直到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
,

许多西方国家仍忙于建
一

设空军
,

所 以选飞工作的进展主要依赖于美 国 和 加 拿

大
。

现代军事飞行员要充分发挥战机的技术性能就必须依靠计算机
,

因此
,

我们估计
,

不久

的将来
,

将会出现综合测验
,

其中将智力与能力测验作为仪器或人格测验的组成部分融汇进

去
,

使之一体化
,

这在决策及判断测量方面显得格外迫切
、

必要
。

1
.

3 人格理论

人格与个性理论来源于在欧洲心理学家中很受欢迎的个案研究
。

早在一战结束之前
,

已

有用个案研究方法描述一战中王牌飞行员的性格特征的书籍出现
。

然而在美国
,

直到二战人

格因素在选飞中一直未受到军方认真的考虑
。

尽管军方并不热心
,

在美国及其它国家
,

仍有

许多军事心理学家一直在探索选择王牌飞行员的人格特征
。

一战后相当的时间里
,

航空心理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探求证实人格特征对飞行员成功的意

义
。

例如
, D oc k er 叮 (19 2 0 ) 曾将成功的战斗机驾驶员归结为稳重

,

条理性好
,
具自制力

,

不急不躁的人
。

最初对情绪稳定和冷静的强调逐渐扩大到广泛的品质个性和人格
。

美 国参战的 19 41 年
,

美国陆军航空兵承担项 目
,

调查通用纸笔侧验法测量人格对甄选航

校学员是否有效
。

结果表明
,

人格对选飞并无多大的意义
。

尽管美国的调查结论否定了人格

的预测作用
,

其它国家却继续加以研究和使用
。

二战时相当长时间里
,

’

日本
、

德国和许多欧

洲国家都一再强调在招飞中要求后选人具备适宜的人格特征 (当时
,

该词主要指 潜 在 的 动

机
、

个人表现 / 自控能力及应激状态下的情绪稳定性)
。

虽然多数国家也一直将人格个性作

为预测飞行员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
,

然而
,

只有德国将人格理论及政治素质 (观念)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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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
,

人格心理学家将身心表现作为
“

正统军人不屈不挠的意志表现
” 。

这一理论间接支

持了所谓
“

优等民族的观念
” ,

因而为纳粹分子大肆宣扬
,

所有的德国军官考生都必须经过

一项人格检测
,

全人格方法的极力鼓吹者
,

马克斯
·

西蒙内特
, “

掌握指导着德军的心理测

试
。

他将统一场理论与格式塔心理学观念融合起来
,

并加以系统化
,

科学化
。

二战后直到七十年代
,

在三项主要测量内容中
,

人格是这一时期为人们探索最多的一个

领域
,

前后结果都证明人格不是一个有效的选飞指标
。

美国空军在这一方面研究的实用成果

之一
,

或许就是发掘出了动机测量的潜在价值
,

尽管素质和能力测量 比人格更具有预测效力

与说服力
。

未来选飞中
,

人格和个性方面的研究将 日趋活跃
,

或许过去我们心理学追索的是正确的

要素
,

但却用错了量表和工具
。

2 测量方法

飞行员选拔的历史中
,

除贯穿有以上三项主要测量内容外
,

还始终存在三类测量技术
:

( l) 仪器检测
,

(2 ) 纸笔测验
,

( 3 ) 面试与 目测
。

2
.

1 仪器检测法

鉴于飞机操纵的实际特点
,

在地面运用与飞行任务相关的仪器测试应征者的操作机能及

心理动作运动特性显得十分必要
。

一战中
,

仪器检测逐渐从体格检查
,

到诊断恶心
、

方 向失认和晕机的易敏性 而 发 展 起

来
,

但相对显得粗糙
、

简陋
。

一战以后的一段时
,

间内
,

在选 乞中的仪器测量更多的是测试生理机能及简单 的 操 作 反

应
。

德
、

加
、

丹
、

意
、

英等国在选飞中都使用了不 同复杂程度的杆舵测验
。

二战时期
,

大多数国家在选飞中使用了杆舵测验
,

主要测试应征者手
、

眼
、

脚 协 调 能

力
。

美国陆军航空兵使用动画测验来测试被试的 目标 速度方向判断能力
,

模式记忆
,

部分对

整体模式构建 (空间旋转) 及一定视觉刺激暴露下的耐久力
。

美国陆军航空兵航空分类间卷

(A C B ) 中的五个仪器测量从 194 2年 8 月开始实施
,

并随资料的允许逐步加以修订
、

增形
。

表 1 归纳了美国陆军航空兵仪器检测的演变过程
。

194 1年
,

加拿大皇家空军使用更逼真的林

克训练器替代分散的儿项能力测试仪
,

试验结果使人大失所望
。

训练器成套设备过于昂贵且

耗时甚巨
,

不适于大规模应用
。

英国人编制出包括两项仪器检测在 内的一套测试系统SM真作

为英国的杆舵测验
。

另一种叫做 Cv T的仪器是一种追踪能力测试仪
,

英国皇家海
、

空军都采

用这两种测试来选飞
。

人

二战中直到 195 1年
,

美国空军一直在选飞中使用仪器测试
。

二战以后美国空军和海军都

采用轻型飞机模拟飞行器作为战后选飞的设备
,

尽管效度不佳
,

但它有助子无经验的应征者

进行自我考验
。

这一时期
,

加拿大则继续完善其林克训练器来选拨和分派
、

归置飞行员
。

1 9 7 0年
, L e o C ro n b a d用因素分析研究发现

:

仪器测试与纸笔侧验侧量的是互不相干 的

独立的心理
。

由于纸笔测验在过去的历史中预测效果一直稳定
,

因此
,

我们估计
:

新的预测

变量极可能在仪器 测验中产生的
。

在世界各国
,

仪器测验正在成为选飞发展中的一个热点
,

仪器测试己显出比纸笔文字测验有更好的预测效果
。

动作操作铡验也因显示逼真
,

测试精确

的新型测试系统而有长足的进步
。



茜方国家军事飞行员选拨技禾 一 3 1 一

衰 1 二战中典国陆军航空兵使用的选飞振准仪母洲城

侧 试 项 目 时 间

1 9 42
。

8 1 9 4 2
.

1 2 1马4 3
。

7
.

1 9 4 3
.

1 1 1 9 4 4
.

9 19 4 5
.

6

综合协调性 x x x x x x

双手协调性 x x x x x

判别反应性 x x
.

x 丫 x

手指灵活性 x x x

压力下情绪稳定性 x

目标任务刺激 笼
,

X

旋转追踪 X

注意分配时的旋转追踪
.

x
,

x x x

航空制操作 X X x

双手追踪 X

美国麦克唐纳
·

道格拉斯公司研制的自动化飞行员素质侧试系统 (A P AM S , the A ut 。-

m a t e d p ilo t A Ptitu d e Me a s o r e m e n t S y s te 二) 就是很好的例子
。

当接上操作仪或电子显示

屏时
, A P A M S可 以 以近乎无懈可击的精确同步记录

、

并提供综合性分析
。

近期面世的台 式

计算机质优价廉
,

」

无疑对仪器检测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微机的尺寸小
,

计数精
,

操

作简便可靠
,

这些优点激起了
.

人们对电子仪器测量系统的广泛兴趣
。

目前 已有五种这类检测

系统问世
,

它们分别是
:

德国的IC A 一90
,

加拿大的v G A T ,

英 国 的PH A S E 一l/ T O R C H
,

荷

兰的三用 P A S S及美国空军的BA T
。

ICA 一9 0 (仪表协调分析器一9 0 , I n s七r u m e n t C o o r d in a tio n A n a ly z e r 一 9 0 ) 在 19 9 1年j戊为

德国操作性台式计算机座舱模拟器
,

如同其前辈IC A 一81 一样
, IC A 一90 使用高精度显示屏 用

于视觉显示
,

耳机作为听觉输入及指令显示器
,

操纵杆与节流器用作飞机控制器
。

Ic A 一9。中

包括表征许多因素的五种测试
,

其中有动作操作
、

空间动觉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

同时德

国继续使用 19 8 7年引入的F p S 一 8 0 (飞行心理选拔系统
, F lig 五t p sy e h o lo g *e a l S e le e ti o n s了-

s
忱m )

。

应征者操纵F P S 一80 完成五次任务模拟飞行
,

即让他们观看从基本到复杂的系 列 飞

行演示
,

然后并开始学习操纵
。

v G A T (视觉综合航空测试仪
, v is o a l G e a r a l A 社a 走1 0 0 T e s 七e r

) 中使用了一种辛格 一

林克G A T一 1 型活动基座式密封座舱飞行模拟器来测量一系列的眼一手一脚协调技能(Jon
e s ,

19 8 3 )
, 1 94 1年 以来

,

加拿大空军选飞的主要设备是林克训练 器 (LI N K T R A IN E R )
,

而

v G A T 己摆脱了原来的传统模式
,

它的接替者或许是试用中的加拿大自动飞行选拔系统 (c A

p s s , C a n a d ia n A u to m a te d p ilo t s ele e tio n s了s t e , )
,

后者集中体现了当代选飞设备技艺

精华
。

在v G A T 上
,

应考生要面对电脑化测试系统进行长达 5 小时之久的检测
,

新 手将在计

算机精确显示的复杂性
、

距离
、

及感性速度的线索帮助下学习基本的飞行操作技术
。

在分段

测试过程中
,

桌式电子测试系统分别测试转换能力
、

嵌图识认
、

迷津
、

词汇类比
、

刻度和仪

表判读等
。

.

、

: T O R c H是用于支持英国仪器检测的计算机的代号
。 ’

198 2年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担 负 研

制尹H A sE I一电脑化测试量表版本
。

19 85 年开始使用时
,

,

PH A S E I中包括由二战中发展 起

来的s M人及c v T 测试
,

其中使用了杆舵
,

并同时使用了数字与颜色反应键来测试应 征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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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
、

感知觉
、

协调性及智力因素 (包括瑞 文 测 验的 M A T s8 7 )
。 P H A S E l/ T O R C H 与

IC A 一9 0/ F PS 一80 和v G A T 相似
,

但与航行指引关系较少
; P H A S E H 目前尚在 研 制 中

,

旨在

利用微处理器的仿真性和多通道传信的潜力优势来研制新的测 试 设 备
。

如M IC R OP A T 就是

一个范例 (微机 化 个 人 能 力 倾 向 测 试
,

M i e : o e o o Pu to r io d p e r s
o

n e l A Pt itu d 。 T e s , ;

B a r亡r a m , 19 8 7 )
。

p A s s (
一

匕行员 自动选拔系统
, p ilo t A u to m a te d S e le e tio n s y s te 。) 是荷兰空 军 使 用

的测试系统
。

它由国际F R A S C A 为荷兰皇家空军研制
。

PA S S 类似于德国的ICA 一90
;
荷兰皇

家海陆军笃信电脑化测试
。

一些认知操作技能测试无法用P A S S 来测试
,

就用三用任务 测 试

器来测试
,

这是一种由微机支持的反应测量器
,

包括四个输入键及一个单维操纵杆
。

应考生

一般在荷兰国家征兵年龄 17 岁时参加测试
。

B A T (基本能力测试仪
, B as ic A“ r ib u tes T es 灼 及其袖珍复本 (Po R T A 一B A T ) 由 美

国空军研制开发
, B A T 目前正由美军及北约组织国家和美国友好国家的军队试用

、

评估
。

它

使用了一台微处理器及电视屏幕
,

被测人座位两旁各有一只操纵杆
,

被试前方还有几个供选用

的按钮
; B A T 由一项背景调查及 11 项其它的 电脑化测试组成

,

其中包括双手协调性
、

复杂感

受性 (追踪 )
、

信息加工准确性及速度
、

感知能力及人格个性 (冒险性及自信心 )
.

Ca
r re th

(198 8 , 1 98 9 ) 报告的三项研究均表明
:

与用A P O QT相 比较
,

使用B A T顶测训练成功 率 的

多重相关均有显著增加
,

对美国空军的测试结 果 证 明
:

( 1 ) N = 3 47
, A F OQ T = 0

.

126
,

A F o Q T + B A T = 0
.

3 0 3 ,

(2 ) N = 3 6 2 , A F O Q T 二 0
.

15 5 , A F O QT 十 B A T = 0
.

14 2
,

及( 3 )

N 二 4 7 8 , A F O Q T = 0
.

1 6 9 , A F O Q T + B A T ~ 0
.

4 9 8
.

2
.

2 纸笔测验法

纸笔测验法一直是心理测验的主要方法之一
。

由于它经济合算
,

成本低廉
,

更重要的是

适合用于大规模的团体施测
,

效率较高
,

因此一直很受欢迎
。

选飞中
,

起初人们以受过大学教育来代表具备掌握学习 断于技术所必备的智力
。

然而
,

在战时
,

这显得不切实际 ; 美军甲种能力测量或许是最早的选飞纸笔测验
,

它原先是在一战

中应甄选大批的应征者之需而拟制的
,

尽管它不是大学能力测验
,

但它能很好地衡鉴智力水

准
,

因而广为推广应用
。

但直到二战前
,

用于甄选军事飞行员的纸笔测验并不比美军甲种能
-

力测验更精细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
,

德军在纸笔测验 中增加 了一项新的特殊项 目内氛
‘

受鲁德威格
·

科内奇工作的影响
,

德军开始试用笔相学来评测飞行员的个性
、

人手备适合性
。

1 94 2年
,

美军研究人员开始采用客观计分标准的能力测验 (A CQ E )
, A CQE及其 后继

改进型的材料内容主要基于工作分析 ; A C QE测验是一套用以替换教育测验的一般智力筛 选

测验
,

共含 1 50 个问题
,

内容包括阅读理解
、

汽车驾驶及一般航空知识
、

判断
、

机 械理解能

力
、

图形背景认知等
,

A CQE 在 1 94 4年又添入了军官资格测验
,

测量飞行员动机及飞行素
,

质

测验等内容
,

并更名为美国空军资格考试 (人A FQ E )
;到二战结束前

,

经A F QE厂A A FQE 选

测通过的空军应考生中75 肠的人都成功地飞上 了蓝天
。

194 7年
,

美军将A F QF 智力和能力倾向间卷测验使用范围扩大
,

进丫步用于选 飞
。

这一

阶段
, A F OQ T 的修订内容包括 以下几 个方面

:

( 1 ) 改进效度
,

( 2 )采用机器评分(1 9 72 )
,

( 3 ) 扩展至可用于女性人员 (1 9 7 5 )
; 同一时期美国海军则继续应用其稍加改动的航空资

格测验 (人Q T ) / 飞行素质分级量表 (E A R )
,

其中改动之 , 就是把A QT 更名为项 月资 格

测试 (D
a v is , 19 5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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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期
,

美国海军
、

空军都投入巨资研究人格纸笔测验
,

然而都未能

在实际选飞中大规模使用人格测验
。

随着仪器检测在现代军事选飞中的蒸蒸日上
,

仪器检测对检测经费及耗费时间上都有 很

大的改观 ; 然而
,

归根结蒂
,

纸笔测验仍是选飞技术库中的最经济的选飞设 备
。

在 世界 各

国
,

纸笔测验被广泛用来调查应考生的背景材料
、

测试他们的一般智力
、

推理能力及感知觉

品质的综合特征等
。

纸笔测验也与面试结合起来用于测验个性及情绪调适性间题
。

尽管具有

快速简洁
、

经济高效的优点
。

且能采用机器评分提高效率与精度
,

但这类测验命中注定会发

生异化
。

项 目反应理论的创立使纸笔测验仅在预测效度上有微小的改观
,

在一些国家
,

智力测试

被代之 以大学学历的要求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

合格且有事业心的飞行员应考生人数会有所

减少
,

因为经济原因
,

各国军方不得不考虑招收非大学毕业生入伍
。

因此
,

某种形式的智力

测试仍是不可缺的
。

物美价廉的微处理机技术正使纸笔测验向计算机测试方向转化
。

通过微处理器技术
,

主

试
一

可以控制如项目类型
、

顺序
、

难度等效度相关因子
,

同样也可 以大大提高测试的精度
,

还

可 以随时增加新的变量
,

使组织检验的时间缩短
,

如增加一项项目反应 /认知的速度变 量
。

最终
,

目前为许多国家在选飞测试系统中采用的电脑适应测试 (c A T , c 。m Po te rize d A da P-

ti ve T e s ti n g ) 方法或许会对飞行员的机种
、

角色分配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

任何一种技术要想取代纸笔测验
,

就必须具有与它相当甚至更强的经济实用
、

便利的优

点
。

计算机测试替代同等效力的纸笔测验自然也面临到了这种问题
—

经济实用方便性方面

的挑战
。

仅言明计算机测试的效度与纸笔测验效度相同是不够的
,

人们会指责你为什么要造

出一批要花费 $ 5 0 0 0 一枝的
“

铅笔
” 。

2
.

3 面试和目测

利用专家
、

教员的经验来选材的面试与目测一直是人员选拔的主要方法之一
,

特别在缺

乏其他客观有效的测试工具时
,

这种方法更显重要
。

另外
,

鉴于选飞中仪器
、

工具测量指标

内容范围有限
,

在选飞测试中增加 口测观察的内容有助于更全面
、

灵活地把握应试者的反应

情况
。

可 以说有了航空
,

就有了选拔中的面试和 目测
,

航空军医常用面试来判断应试者的情绪

稳定性
,

成熟程度和性格特质
。

在多数国家
,

飞行教官也是面试考官之一
,

甚至具有裁定一

名应征者是否合格的最后判决权
。

实际应用中的目测往往混合于体格检查或是心理素质仪器

检测的过程中
。

一战以后到二战前
,

美军采用面试来判定考生是否精神正常
,

入伍动机如何
,

是否具备

当飞行员的潜能
。

加拿大
、

日本及欧洲其它国家将面试与目测始终作为选飞的内容之一
,

面

试评考组由航空军医
、

飞行教官及心理学家组成
。

二战时期
,

在大多数国家
,

常常由军医与飞行教官组成面试主考小组对应考 生 进 行 面

试
、

目测
,

其中 面 试 常 常根据应考人的纸笔个人经历问卷洞答的结果来安排内容
。

在美国

海军
,

目测看一个应征者是否
“

具备海军航空兵的素质
”

在最后的决定中起着很大作用
。

最

初心理学家仅被派去监督测试 和给纸笔测验评分
,

后来心理学家加入了面试主考小组
,

才直

接使偏见与错检
、

漏检大大减少
,

导致了正规
、

客观化面试程序的建立
。

二战中的 日水
,

而

试肴在判定应考人是否有入伍动机不 良
,

是否有
‘

“
人格缺箱

”

或
“

不合群的行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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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
,

美国一再扩充海
、

空军
,

急需征召大批的军事 飞行员
,

传统的逐个面试在美国

显得不切实际
。

这一形势需要更加重了选飞对纸笔测验的依赖性
。

应该提到的是 日军并未使用专门的测验来区分
、

归置战斗机与轰炸机驾驶员
。

日军名噪

一时的
“

神风自杀飞行员
”

也未经测试选拔
。 ‘

神风自杀飞行员
”

都是自愿者
,

其中一些飞

行经历竟高达3 0 0 0小时
。

尽管在战争尾声
,

一些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战斗机驾驶员飞行小时

仅为2 0小时
,

但日本人从未使用未经训练的飞行员
。

19 7 0年以前
,

大多数军事飞机以亚音速飞行
,

战机所装备的武器为火炮型
,

防御性能主

要取决于飞行速度和转弯半径
。

飞行员的视觉
、

听觉及前庭器官线索直接为飞行员提供飞机

运行信息
,

并使他们作出适当反应
。

1 9 7 0年以后
,

计算机
、

高精度导弹
、

精密电子对抗系统

相继运用于战机上
,

同时
,

战机速度提高到超过 l马赫
。

这一切进步
,

标志着现代军事航空

技术的飞跃
,

也明显地改变了军事航空对多数军事飞行员的要求
。

面试看来不会因被人指责效度差而轻易退出选飞舞台
。

而 目测则会因为新的自动检测系

统的出现而进一步改进
。

应用于领导与动机测量的评价中心技术是一种旨在围绕主要预测变

量进行行为观察的方法
。

这种观察所得到的信息中
,

包含有飞行以外对飞行绩效有预测作用

的关键因素的内容
。

一些国家
,

如英国
、

丹麦
、

以色列等
,

在其选飞中采用 了评 价 中 心 技

术
,

但从评价中心技术在美军 中推广试用的进度米看
,

到本世纪末
,

这种方法似乎不大可能

实际应用于美军选飞中
。

从以上介绍的内容可 以明显看出
,

从选飞一开始
,

主要的理论内容及测量形式格局就己

形成
,

到今天 已有八十年的历史
。

但历史事件与技术进步象两只巨手对原先的内容
、

重点进

行了重塑
、

改建
,

今天尽管
一

也是与原来的理论内容及测量形式布局相似
,

但每一种理论内容

中
,

每一 种测量形式里
,

其材料
,

内涵 己有了极大的变化
。

纵览历史
,

我们不难发现
,

现代选飞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大致有以下儿个特点
:

( 1 ) 选飞技术随军事飞行技术同步发展

军事飞行任务操作的内容
,

实际就是选飞测验所追从的效标
;
航空飞行技术的进步

,

军

事任务的 日益艰险
,

对军事飞行员也提出了新内容的要求
。

因此
,

对母一时代的选飞拢术应

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加以分析
,

过去
、

现在和将来
,

世上都没有铁打不变的永恒有效的选飞

技术
。

为寻求增加预测效度
,

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
,

我们就必须去探求确定
、

测量新的素质指

标
。

近儿十年来
,

航空技术发展 日新月异
,

现代航空航天飞行需要飞行员具备新的素质
,
如

新式猎人歼击机
、

海市屋楼战斗机
、

F / A
一18 型战斗机及航天飞机

,

都需要具备新素 质 的飞

行员才能充分发挥其性能
。

(2 ) 选飞技术在战争中实践
、

充实

两次世界大战为选飞提供了真实的试验场
,

实战也为选飞提供了选拔测验内容的真实
、

丰富素材
;
优胜劣汰

,

大浪淘沙
,

成熟的量表最终在战争中脱颖而出
。

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

军事飞行员的选拔似乎也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
。

许多国家至

今仍在选飞中使用二战时的老一套
。

非战争时期的选飞工作进展很慢
,

尽管用在训练飞行员

上的花费很大和因事故而造成的损失的代价很大
,

但军方对选飞投资仍然很少
。

( 3 ) 选飞技术受政治观念及民族特点的影响

上述的每一测量方法与研究内容都因各国的政治观念及民族特征不同而有所变化
。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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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德国在选飞中
,

无论是一战或二战
,

德军选飞都十分强调个性人格因素
,

尽管绝大多数

国家都已证实人格与飞行绩效并无多大关联
。

二战中德国纳粹因其政治观念宣传而在军事选

拔中极力推行
,

实施人格个性测试
;

而在后期德军高层措稼官竞嗜蛤下令终止选飞
。

德空军司

令格林的一道命令可使整个德国的选飞机器停止运行
。

另外
,

德
、

日等轴心国军方因战争形

势竟容忍弄虚作假
、

伪报效度的行为
。

( 4 ) 未来的选飞发展前景光明
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冷战局面基本结束了

,

国际关系开始缓和 ; 各国都开始裁军
,

压缩

军费开支
。

这一国际形势下
,

多数国家似乎都更乐于研制与应用选飞技术来减少训练开销
;

同时
, P c 机的质优价廉也促进了现代选飞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推广

。

Pc 机生动
、

清晰 的 影

像为仪器检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并使新一代 电脑化选飞测试系统比以前更有预测效力
。

更

何况
,

一些同样相关的品质 (如测试与任务明显相丸
‘

申请所需经费少
,

效率高) 也使微机

化选飞测试项目更易得到军方高层人士
、

国会议员及其它对国防开支有发言权的权威人士的

赞助
、

支持
。

( 5 ) 未来的选飞新的突破将在智力与能力倾向以外的测量指标中产生

自二战以来
,

教育与智力测验因素在预测飞行绩效上研究上并无多大进展
。

另外
,

飞机

的设计已经历好几代的更新换代
,

但大多数国家仍能保证将有 1 2一 14年学历的学员 (即高中

毕业大学低年级水平)成功地训练上天
。

所有这一切都可说明智力与教育因素和飞行绩效的非

线性关系
。

智力与教育因素似乎并不与飞行绩效有直蜂的线性相关
,

它们与飞行绩效相关的

线图上显出的态势是
:

先是曲线上升
,

再到一个平台
,

或共同显出一些其它的关系
。

而人格测量始终未能为选飞提供稳定
、

有效的预测指标
,

因此
,

在未来测试技术的改进

中
,

极有可能在这方面出现实质性的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