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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评估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状态

和个性特点，为维护飞行员的心理健康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采用飞行人员心理健康量表（GOP）对 !$0 名飞行员施测，其

中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 %$ 名，其他战斗机机种飞行员 +’ 名,
结果：高性能战斗机飞行人员心理适应度好，外向性格，强自

信性，自律严谨、稳定成熟，成就指数较高；不同飞行时间高性

能战斗机飞行人员 GOP 各因素分及四个维度间差异不显著

（$ T ", "+）；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在多项因子分上与非高性

能战斗机飞行员相比，除性格倾向性（$ U ", $(）、进取性（$ U
", $%）、敢为性（$ U ", !)）三个因素外，其余各因素及各维度

间均有显著差异, 结论：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状

态要好于非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其性格特点表现为强自信、

情绪稳定、沉着、坚定，高敢为性，有意志，坚忍不拔等,
【关键词】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精神卫生；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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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引言

自 $" 世纪 &" 年代初开始，我国引进并装备了第

三代高性能战斗机, 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军事

航空力量的灵魂，承受高风险和高压力，对其心理品

质和心理健康有着非同寻常的要求, 因此，评价高性

能战斗机飞行员心理健康和个性特征，对我军今后开

展飞行员心理卫生保健工作，提高飞行员心理健康水

平，保证飞行安全将有一定指导意义, 我们采用飞行

人 员 心 理 健 康 量 表（ 2.>C3/ 9.3/C9 4>J.>C@B7，

GOP）［!］，对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

行检测，并探讨其个性特点，为未来高性能战斗机飞

行员的选拔、心理健康的鉴定提供科学依据,

FE 对象和方法

F, FE 对象E 随机抽取同期入院进行健康疗养的高性

能战斗机飞行员与非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检测

对象，均为男性、体检结论合格，大专以上文化, 其中

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 %$ 名，年龄 $( W ()（)!, ’ X
+, &）岁，飞行时间 )&" W $0+" 9；非高性能战斗机飞行

员 +’ 名，年龄 $) W ($（$&, 0& X +, &%）岁，飞行时间

$)" W $%"" 9,
F, GE 方法 E 采用 GOP 对飞行员的 !$ 种人格因素

（自信性、充沛性、性格倾向性、进取性、敢为性、律己

性、过度自我关心、情绪稳定性、焦虑性、乐观性、敏感

性、紧张性）从四个应用维度（ 心理健康、外显行为、

自我肯定、业绩成就）进行评价, 测量分批团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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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测量被试不超过 !" 人，由 # 名主试按标准化过

程实施测试$ 无记名填写问卷，一次填写完成后统一

收回问卷$ 测试数据用第四军医大学研制的 %&’ (
!多项心理测评仪分析$

统计学处理：采用 )*))++$ "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

计分析，实验数据均以 ! " # 表示，以 $ , "$ "! 为差异

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飞行时间对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 %&’ 各因素

影响" 将 -# 名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按飞行时间分成

三个组，!+""" . 组 #/ 人，+""" 0 #""" . 组 #- 人，

"#""" . 组 +1 人$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结果

显示，不同飞行时间的高性能战斗机飞行人员 234
各因素分及四个维度间差异不显著（表 +）$

表 +5 不同飞行时间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 234 得分比较

（% & -#，! " #）

234 分量表
!+""" .

（% 6#/）

+""" 0 #""" .

（% 6#-）

"#""" .

（% 6+1）
’ $

自信性 7$ 7+ 8 #$ +" !$ 7+ 8 #$ 7- 9$ /7 8 #$ -/ #$ +-: "$ +#+

充沛性 +#$ 9: 8 7$ !# +#$ :! 8 9$ +- +"$ 77 8 7$ :9 "$ :"+ "$ +-9

性格倾向性 ++$ -/ 8 -$ "9 ++$ "- 8 7$ 9/ /$ 9: 8 7$ : "$ /9- "$ 9/-

进取性 +/$ !! 8 9$ +: +:$ 7: 8 7$ "! +:$ 1/ 8 9$ :+ "$ 1!# "$ !#7

敢为性 +:$ 7! 8 7$ :7 #"$ !# 8 7$ 9: +/$ +9 8 7$ +/ +$ 7/" "$ #99

律己性 +/$ -/ 8 #$ // +/$ !# 8 9$ "1 +/$ :: 8 #$ 9/ "$ "/- "$ /":

过度自我
5 关心

1$ #: 8 7$ 97 !$ !# 8 9$ -# !$ 1/ 8 !$ 9! "$ ##- "$ -/:

情绪稳定性 #+$ !/ 8 9$ 9! #9$ 99 8 9$ 1# #+$ :+ 8 9$ :- +$ :1" "$ +19

焦虑性 !$ -/ 8 7$ ## 1$ :/ 8 !$ 9/ !$ 77 8 7$ !# "$ !:- "$ !!/

乐观性 !$ "- 8 7$ "/ 7$ !1 8 9$ -! !$ 19 8 !$ ": "$ 99+ "$ -+/

敏感性 !$ 1/ 8 #$ 1- 1$ #1 8 9$ #! !$ #! 8 9$ +9 "$ 1"9 "$ !!"

紧张性 /$ 9: 8 9$ 1" :$ -7 8 9$ :+ :$ 77 8 9$ 1+ "$ 9/! "$ 1-1

心理健康 99$ !# 8 +#$ +1 97$ !" 8 +9$ -" 9"$ /7 8 +!$ /9 "$ -/# "$ -+!

外显行为 1"$ :1 8 +7$ +# 1#$ 1+ 8 +"$ -7 1+$ #" 8 +#$ !" "$ -!" "$ :19

自我肯定 9#$ #7 8 -$ 7! 99$ 71 8 -$ 9" 9"$ "" 8 -$ // "$ ::+ "$ 9!/

业绩成就 -"$ :9 8 ++$ 7/ -"$ +7 8 +9$ -" -+$ :- 8 +7$ 7# +$ 7++ "$ /+:

!# !" 飞机性能对战斗机飞行员 %&’ 得分影响" 将

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与非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的

234 结果进行 ( 检验，结果显示，除性格倾向性、敢为

性、进取性三个因素外，其余各因素及各维度间均有

显著差异（表 #）$

("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现役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的心

理健康状况好于非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情绪稳定，

焦虑、敏感、敌对、冲动、抑郁水平均较低$ 个性因素

按其分数排列依次为自信性 ; 低敏感性 ; 情绪稳定

性 ; 敢为性 ; 低紧张性 ; 低焦虑性 ; 乐观性$ 这与

以往报道的研究结果相似［9 ( 7］，可以作为高性能战斗

机飞行员选拔时的一个心理参考指标$

表 #5 不同性能战斗机飞行员 234 各因素之间比较 （! " #）

234 分量表 高性能组（% 6-#）非高性能组（% 6!1） ( $

自信性 7$ 1: 8 #$ 77 -$ 91 8 7$ :9 ( 7$ ":7 "$ ""

充沛性 +#$ +9 8 7$ +/ +9$ 17 8 9$ :7 ( #$ ++" "$ "7

性格倾向性 +"$ // 8 !$ 1: +#$ +: 8 !$ -- ( +$ +-" "$ #7

进取性 +:$ /1 8 9$ 1! +:$ #+ 8 9$ :: ( +$ +-" "$ #-

敢为性 +/$ 9: 8 7$ !1 +:$ +1 8 7$ 7- +$ ++9 "$ +9

律己性 +/$ -+ 8 #$ :1 +:$ 9# 8 9$ -+ +$ !"- "$ "#

过度自我关心 !$ :1 8 7$ 9# :$ 91 8 1$ !9 #$ 9:/ "$ "+

情绪稳定性 ##$ #/ 8 9$ 1+ +/$ -9 8 7$ #! ( #$ !/! "$ ""

焦虑性 1$ +9 8 7$ -9 /$ -! 8 !$ 9/ 9$ 1:" "$ ""

乐观性 !$ "" 8 7$ +- -$ /: 8 !$ :- ( 7$ "7- "$ ""

敏感性 !$ :+ 8 #$ // :$ "7 8 7$ 17 ( 9$ 9!/ "$ ""

紧张性 :$ /9 8 9$ 1! +"$ :/ 8 7$ 7/ ( 9$ #/7 "$ "+

心理健康 99$ 91 8 +9$ 7- 79$ !7 8 +-$ !! ( 9$ -+# "$ ""

外显行为 1+$ 1+ 8 +#$ 7+ !!$ 11 8 +7$ 1: #$ 7:7 "$ "+

自我肯定 9#$ #! 8 -$ !+ 9-$ /+ 8 +#$ #1 ( 9$ ##" "$ ""

业绩成就 -"$ -: 8 +#$ :7 !-$ 9: 8 +:$ +7 7$ :/+ "$ ""

5 5 在李静等［!］的研究中，认为不同飞行时间和年

龄的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是有显著差异的$ 飞行时

间越长者往往有着更丰富的飞行经验和心理稳定性，

因而其心理健康状态越好$ 而在高性能战斗机飞行

员群体中间，不同飞行时间及不同年龄飞行员之间的

心理健康状况及个性特征差异不显著$ 也就是说，高

性能战斗机飞行员不论年龄高低与经验多寡，都具有

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稳定、成熟的个性$
在影响飞行员心理健康的因素中，个性特征占有

重要地位$ 本研究中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与非高性

能战斗机飞行员相比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差异，个性

之间的比较除性格倾向性、敢为性、进取性三因素外，

其余各因素同样有显著差异$ 性格倾向性、敢为性、

进取性这三项个性特征是飞行员必备的，而且大多数

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均是从非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

中选拔的，因此是共性的；其他个性特征诸如自信性、

律己性、乐观性分数上的差异则完全可以解释高性能

战斗机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为何优于非高性能战斗

机飞行员$ 前者的个性较后者更成熟、稳定，因此心

理健康状况更好，更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这也提示我

们在招飞工作中应充分考虑以上个性特征，从而有效

降低飞行员淘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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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任特征" 胜任特征的建构应该从基准性胜任特征和鉴

别性胜任特征两方面加以考虑"
!" !M 基准性胜任特征M 是指科主任完成职责工作所必须的

普通素质，包含具有与疗养学相关的医学、教育、心理等学历

和疗养工作必须的素质" 学历是科主任的必备基础胜任特

征，对科主任专业能力的忽视阻碍了学科发展，使得履行专业

疗养任务的机构，变成了缺乏学术气氛的“ 招待所”，成为疗

养事业发展的一大悲哀，阻碍了疗养学科的深层次发展"
!" )M 鉴别性胜任特征M 军队疗养院科主任，至少应该具备成

就、影响和认知三特征，其模型为“ 成就—影响—认知”［!］的

三维结构" ! 成就特征指一个人内在的优异品质" 或者是想

把事情做好的主观要求（成就欲），或者是能够提前思考和计

划（主动性），或者能以新的见解看待问题（ 概念性思维）" 科

主任的成就欲是发展疗养学科的关键" " 影响特征指科主任

组织下属的能力，包括影响他人、形成团体意识或群体领导"
科主任的亲和力、感染力及决策能力是影响力的决定因素"
这些能力的高低制约着科室建设的发展" # 认知特征是指个

人的技艺特长，综合分析能力，判断推理能力，信息寻求能力"
这是科主任技术能力的集中表现，直接影响疗养院科室技术

水平的提高"

#" 胜任特征评价模型的建构步骤" 建构基本步骤应考虑下

列五方面"
)" !M 定义绩效标准M 将与科主任有关的工作任务分解成各

种项目并予量化，例如论文数量与质量；获奖科研项目数量与

等级；在研项目数量与预期效益；解决业务问题的能力；知识

广度与深度；教学水平；每年的开发增收数额；疗养员的评价

分数等"

)" )M 确定效标样本M 根据已经确定的绩效标准，将科主任分

为达到绩效标准的优秀组和没有达到绩效标准的普通组，作

为效标样本"
)" &M 获取与效标样本有关的数据资料M 采用开放、回顾式的

“行为事件访谈”［)］探索技术，让被访谈者回顾自己在管理工

作中遇到的正面和负面关键情境，详尽地描述在这些情境中

发生的事件，然后进行编码"
)" +M 分析数据并建立胜任特征模型M 对数据进行分析，鉴别

出能区分优秀者和普通者的胜任特征" 这项工作需要先假设

一些属于优秀的因素和属于普通的因素，然后分析主题含义

并形成概念"
)" %M 验证胜任特征模型M 可按绩效标准与胜任特征模型做

构想效度来验证、区分优秀与一般人员；由上级、同事、下属和

疗养员的评估来验证"

$" 评价胜任特征模型" 根据胜任特征的基本概念，胜任特征

是诸如动机、特质、自我概念和社会角色等个体深层次的特

征" 这些特征直接影响了个体在组织中的工作绩效，一个好

的胜任特征模型能够对其工作绩效有较好的预测性［&］" !
这种特征模型可以提供一种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加强人

力资源管理科学化，是对传统的选拔科主任方式的一种挑战；

" 工作行为要求与职业特征要求相匹配［+］，可以最大限度地

发现并发挥科主任的作用；# 知识与技能是一个人所具有的

表层特质" 在相同知识与技能条件下并不能预测与鉴别不同

人的工作绩效" 只有深层的动机、特质才能预测与鉴别工作

绩效" 胜任特征模型的构建为可胜任工作的人才选拔提供了

依据，同时也改变了过去的只评价任务的单一模式，形成评价

任务与行为的双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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