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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陆军指挥院校学员一般能力倾向测验

（PG/HGN）对学员院校绩效的预测性，探讨将 PG/HGN 作为

陆军指挥院校学员一般能力选拔工具的可行性. 方法：对 ,,!
名陆军指挥院校学员实施由文字运用、二维旋转、加减法和符

数转换 ) 个分测验构成的陆军指挥院校学员一般能力倾向测

验，在毕业前 $ 3A 进行胜任特征评价，学员毕业后对其在校

学业成绩进行分析归类，分析一般能力倾向测验与胜任特征

评价和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一般能力倾向测验中

的文字运用、加减法和符数转换分测验与学业成绩和胜任特

征评价有显著正相关，对学员院校绩效有较好预测性. 结论：

一般能力倾向测验对学员院校绩效有较好预测性，修订后可

作为陆军指挥院校学员一般能力选拔工具.
【关键词】人员选用；胜任特征；心理学试验；军校学员

【中图号】T()(* * * 【文献标识码】G

FG 引言

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军事人员心理选拔一直是各

种心理测量理论最先应用的领域，也是推动心理测量

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纵观国内外军事

人员心理选拔研究可以发现，效标和检测工具是决定

选拔效果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本研究中，我们将陆军

指挥院校学员院校绩效定义为两个部分，一个客观性

指标，即在校学业成绩，一个主观性指标，即胜任特征

评价，以陆军指挥院校学员一般能力倾向测验（ E0?#
0C41 46@5@=>0 @07@ A< 3515@4C8 494>038 94>0@7，PG/#
HGN）为检测工具，分析其对陆军指挥院校学员院校

绩效的预测性，并就以 PG/HGN 作为陆军指挥院校

学员一般能力选拔工具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HG 对象和方法

H. HG 对象G 某陆军指挥院校一至四年级男性本科生

,,! 名，年龄 $!. $ V ". ’ 岁. 均无精神病及脑疾患史.
H. IG 方法

!. $. !* 一般能力倾向测验* 对所有对象实施陆军指

挥院校学员一般能力倾向测验，包括文字运用、二维

旋转、加减法、符数转换等四个分测验，分别记作分测

验 !，分测验 $，分测验 + 和分测验 ). 课题组前期研

究已证明，该测验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W +］.
!. $. $* 胜任特征［)］评价* 在学员毕业前 $ 3A 进行.
评价采用 , 级（优秀、较优秀、中等、较差、差）正态分

布评分法. 具体方法：根据某一胜任特征，首先从所

要评价的全体学员中，找出 $X Y )X 在该方面表现

最好的学员和 $X Y )X 最不好的学员，分别将其姓

名填写在表格“优秀”与“差”的栏目下，分别记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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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分；然后按 !"# $!%# 的比例，分别选出在该方

面表现比较好的和比较差的学员，再分别填写在表格

“较优秀”与“较差”的栏目下，分别记 & 分和 " 分；余

下者均归为中等，记 ’ 分( 评价者是该校专职从事学

员管理的队干部 " 名，他们与学员共同生活的时间为

"( % $ & )；与学员共同学习、生活 & ) 的同学 ’ 名( 所

有评价者对每一个被评价对象都十分了解、熟悉，但

不知道 *+,-+. 测试成绩( 每位评价者应对所有被

评价者按要求从陆军指挥院校学员胜任特征模型 !!
个指标［"］全面做出评价，将所有评价者对某一被评

价者的评分进行统计可得该被评价者得分(
!( "( ’/ 在校学业成绩分析/ 学员毕业后，对学员在

院校期间所学习的 ’0 门核心课程考核成绩进行分

析，除去半开卷方式考核的 & 门课程，将其余的 ’" 门

功课根据陆军指挥院校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并结合 &
位专家的意见，分为自然科学、军事技能、社会科学和

军事专业理论 & 种类型，考试分数作为该学员的院校

学业成绩(
!( "( &/ *+,-+. 预测性分析/ 根据 *+,-+. 与胜

任特征评价和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绘制期望图，

分析其对陆军指挥院校学员院校绩效的预测性(
统计学处理：采用 123)45)6 秩相关和 73)4896 相

关分析，全部数据经 1711 !:( : 统计软件包处理(

!" 结果

!# $" %&’(&) 与胜任特征评价相关分析 " 对 ":%
名被试 *+,-+. 四个分测验成绩与胜任特征 !! 项

指标评价结果进行 823)45)6 相关分析，除二维旋转

以外的三个分测验均与胜任特征评价的部分条目之

间有显著相关（ 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文字运用、

加减法、符数转换测验在与所有条目相关中，均与聪

慧性的相关系数为最高，说明对于军校学员来说，聪

慧是一个含义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了一个人的基本

综合素质，是评价学员能力的重要方面；文字运用还

与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显著相关，说明它反

应了能力结构中与语言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加减法

测验对聪慧、人际交往、情绪稳定性有较好的预测性；

符数转换对聪慧、威信、情绪稳定性等 0 项胜任特征

评价指标有较好的预测性，二维旋转测验与胜任特征

各评价 指 标 均 未 表 现 出 显 著 性 相 关，这 与 ;)4<96
等［%］的结果是一致的(
!# !" %&’(&) 与学业成绩相关分析 " 将 ’" 门功

课分为自然科学、军事技能、社会科学和军事专业理

论四大类型，对 "!= 名被试 *+,-+. 与学业成绩之

间进行 23)4896 相关分析（ 表 "）( 从表 " 可见，文字

运用、加减法、符数转换三个分测验与学习总成绩之

间存在显著性相关，文字运用与社会科学之间相关系

数最高，说明它反应了能力结构中与文学和社会知识

相关的组成部分，加减法与自然科学相关课程的相关

最为显著，相关系数达到 :( ’&>，说明加减法测验能

够检测能力结构中与数学理论和逻辑推理的部分，对

于掌握数理理论，物理工程等学科有较好的预测性(
符数转换测验反映被试心理反应速度和短时记忆能

力，从测验结果来看，它与军事技能和专业理论均有

较高相关，说明符数转换测验反应了能力结构中与军

事专业特殊相关的部分结构，同时也表明，心理反应

速度对于陆军指挥院校学员来说，在能力结构中是至

关重要的(

表 !/ *+,-+. 与胜任特征评价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 ":%）

胜任特征 分测验 ! 分测验 " 分测验 ’ 分测验 &

事业心 :( !>@A :( ::& :( "!&A :( !0@)

管理能力 :( "!=A :( :&= :( !==) :( !%%)

人际交往能力 :( !&0) :( :’& :( "!%A :( :=!

文字表达能力 :( "&:A :( :@= :( !%" :( !&0)

口头表达能力 :( ":@A :( :@& :( !>% :( !!’

聪慧 :( ’=’A :( :’& :( ">!A :( ’"’A

约束力 :( !0=) B :( !!0 :( !"0 :( !&&)

军人气质 :( !0:) :( :"> :( !’’ :( !’&

决策能力 :( !=’) :( :=% :( ""’A :( !0=)

情绪稳定性 :( !>>A B :( !"’ :( "’&A :( "!&A

影响力 :( "%=A B :( :0% :( ""!A :( "&%A

)" C :( :%，A" C :( :!(

表 "/ 学业总成绩和 *+,-+. 标准分之间皮尔逊相关系数

（! ? "!=）

学业考试成绩 分测验 ! 分测验 " 分测验 ’ 分测验 &

自然科学 :( !%0) B :( :@% :( ’&>A :( !>%A

军事技能 :( !00) :( :== :( !>@A :( "’%A

社会科学 :( "’%A B :( !": :( !0!) :( !":

军事理论 :( !%>) :( :=: :( ""&A :( "!>A

总成绩 :( ""0A B :( :&" :( ">"A :( ""0A

)" C :( :%，A" C :( :!(

/ / 通过对 *+,-+. 和 ’" 门功课相关分析发现，有

"! 门功课和 *+,-+. 的分测验有显著相关，二维旋

转测验惟一与地形学显著相关（# ? :( "!’）(
!# *" %&’(&) 对学员院校绩效期望图" 在许多实

际情况下，能够将效标分成工作、学习课程或其他任

务中的“成功”和“ 失败”两类(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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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期望图，它表示相当于每个分数组的成功或失败

的概率! 为了直观显示测验分数和效标评价之间的

关系，我们首先将 "#$ 名被试的文字运用、加减法、符

数转换 % 个分测验的原始分转换为 & 分数，% 个分测

验的 & 分数相加作为 ’(&)(* 的总成绩，再将总成

绩转换为标准九分，分别绘制 ’(&)(* 对学业成绩

和胜任特征评价的期望图!
如果分别将学习成绩和胜任特征评价低于平均

分 + 个标准差定为不合格，则 ’(&)(* 对学业成绩

和胜任特征期望图如图 + 所示!

图 +, ’(&)(* 与学业成绩及胜任特征评价淘汰率期望图

, , 从图 + 可以看出，随着 ’(&)(* 成绩由低到高

的顺序，根据学业成绩淘汰的百分率呈现明显的下降

趋势! 随着 ’(&)(* 成绩的增高，根据胜任特征评

价的淘汰率呈现出明显降低趋势，只是测验成绩在 %
分和 - 分时，淘汰率出现异常波动，但就总体趋势而

言，仍是随着测验成绩的上升，淘汰率逐步降低!
从图 + 还可以看出，’(&)(* 对学业成绩的预

测性要优于对胜任特征评价的预测性，这可能是由于

文字运用、加减法两个分测验主要测试了语言文字运

用能力和数理运算能力，而这些能力与学业成绩直接

相关，符数转换反映了个体的心理反应速度和短时记

忆能力，与学业成绩也有较直接联系，’(&)(* 主要

体现了个体一般能力特征，对学业成绩有较好的预测

性! 胜任特征评价共有 ++ 项指标，反映了个性特征、

品质特征和能力特征三个维度，是一个多维效标体

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一个人的特征，而一般能力倾

向测验可能只能预测其中某些维度!

!" 讨论

对于智力的研究和评价历史久远，除各种理论体

系外，也相应产生了很多评估和测量智力的测验，如

韦氏智力测验、瑞文测验等! 但是，这些测验侧重以

个体的自然属性为出发点来测量个体的智力水平及

智力的各个层面，对于个体的社会属性考虑不多! 随

着社会的发展，职业选拔顺应社会的要求逐渐为人们

所重视，现代人们倾向于将智力测验所测量的智力重

要性降低，把它看作一般的认知能力或学术能力倾

向! "# 世纪 "# 年代后期就有些智力测验被称为“ 学

术能力倾向测验”［-］! 学业成就测验作为效标对能力

倾向测验进行效度检验是从相邻的方面对能力倾向

所作的考察，在对能力倾向性的研究中也是常用的方

法［. / 0］!
’(&)(* 由文字运用、二维旋转、加减法和符数

转换四个分测验构成，分别代表了能力结构中的语言

文字、表象加工、数学运算、心理反应速度 1 个方面，

基本可以代表陆军指挥院校学员心理能力结构要求!
从本测验与课程的相关性可以看出，’(&)(*

与陆军指挥院校学员在校学业成绩有显著相关，尤其

将课程分为四种类型后，除二维旋转测验外，其余三

个测验分别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军事技能、军事理

论表现出显著相关，提示 ’(&)(* 可以做为选拔录

用时对后期学习成绩的预测工具!
胜任特征评价包括了心理品质的各个方面，本套

’(&)(* 中，文字运用、加减法和符数转换三个分测

验均与聪慧性的相关系数最高，与威信和情绪稳定性

也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说明聪慧性对军校学员来说

是含义相对广泛的概念，对此概念的评价依据更多的

来自于学业成绩和军事素质等的综合评价，各项心理

素质的综合能力是获得威信的重要条件，也是评价情

绪稳定性的重要指标! 文字运用测验还与文字表达

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有显著相关（! 2 #! #+），说明

该分测验确实可以反应与语言文字相关的能力结构!
分别以学业成绩和胜任特征评价为效标，探讨

’(&)(* 对效标评价的预测性，从本结果来看，’(&3
)(* 对学业成绩的预测性优于对胜任特征评价的预

测性! 这是由于该测验测量的主要是智力，而智力与

学业成绩关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胜任特征是多方

位的综合评价，智力和学业成绩只是胜任特征中的一

个方面! 作为军事活动中的重要知识领域，地形学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 另外，数学和英语成绩与空间表象

能力的关系较大（ 与汉字旋转的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 1-"和 #! 1++）［4］，本测验中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

可能是由于实验对象不同所致! 因此，我们认为二维

旋转测验仍是 ’(&)(*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加

以修订使用!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认为 ’(&)(* 对陆军指挥

院校学员院校绩效有较好的预测效度，修订后可以作

为陆军指挥院校学员心理选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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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在肝癌介入放疗患者护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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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和方法" $%%&B%! M $%%’B!$，我院收治肝癌介入治疗患

者 $&% 例，实验组 !$%（男 *(，女 ,&）例，年龄 ,! N +’（平均 ’$"
,）岁" 所有病例均经病理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单一结节肝癌

患者 &- 例，多发结节肝癌患者 $’ 例，巨块型肝癌 &( 例" 行第

一次介入治疗 +* 例，多次介入治疗 &$ 例" 观察术后反应，有

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 -- 例，发热 ,*" ’O以上 *+ 例，排便困

难 ,! 例，穿剌点皮下瘀斑 $$ 例，肝功能较严重损害 - 例" 均

经对症处理后好转" 无消化道大出血、急性肝功能衰竭、肝肾

综合征等并发症发生"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疾病程度均无显

著差异" 患者入院后，路径小组的工作人员按临床路径表的

标准化流程共同合作治疗护理" 并由责任护士或当班护士按

路径表进行护理，以时间为横轴，以入院宣教检查，术前准备，

术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护理、饮食、康复、健康教育，出院计

划等理想护理手段为纵轴，制订标准化的治疗护理康复流

程［$］，已执行的用蓝笔打“!”，未执行的用红笔打“ P ”，遇到

标识时，当班护士必须在护理记录中记载病情变化，分析原因

和相应的处理，护士长随机检查评价"
评价标准：!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

内容共 !$ 项，由路径护士对出院前的患者进行书面测试" 每

个问题设掌握、部分掌握、未掌握 , 种答案" 分别得 ,，$，! 分"
总分得 ,% N ,( 分为优，$’ N $- 分为良，$% N $& 分为一般，低

于 !- 分为差" "满意度调查" 采用我院自制的“ 患者满意度

调查表”在出院前进行问卷调查"
统计学处理：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比较、满意度调查比较采

用多样本率 !$ 检验，住院天数比较采用 ! 检验"

#" 结果" 实验组患者对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及满意度调查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Q %" %!，表 !，$）" 两组患者

住院日［（!$" ,+ R %" $$）D #$（!’" &* R ," $!）D］、住院费用

［（’(+* R ,’+）元 #$（(’*$ R ’(,）元］有差别（""%" %’），说明

临床路径缩短了患者的平均住院日，提高了医院的床位周转

率，降低了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为合理使用有限的医疗资

源，提高社会效益提供可能"

表 !K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 S !$%，%（T ）］

组别 优 良 一般 优良率

实验U --（*$" ’） !(（!," ,） ’（&" $） -’" *

对照 ’+（&+" ’） &$（,’" %） $!（!+" ’） *$" ’
U" Q %" %! #$ 对照"

表 $K 两组患者满意度调查 ［% S !$%，%（T ）］

组别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U !%&（*(" +） !!（-" $） ’（&" $） -’" *

对照 ’-（&-" $） &,（,’" (） !*（!’" %） *’" %
U" Q %" %! #$ 对照"

$" 讨论" 临床路径是科学、高效的医学护理管理新模式［!］"
通过对肝癌介入治疗患者实施临床路径的结果分析可以看

出，临床路径不仅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日，降低了患者的住院费

用，而且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平均住院天数缩短 ," !! D，平均

医疗费用减少 -%& 元，满意度由 *’T 提高到 -’" *T ），表明临

床路径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在整体护理的基础上，以患者的住

院时间为序，把医疗护理项目纳入了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中，

因而更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临床路径的开展，增强了护理人员的工作责任感，保证了

将健康教育贯穿到患者从入院到出院的各个环节［&］，使患者

在整个住院期间均受到护理人员热情的服务和精心的治疗，

学到了疾病的预防、保健、自我护理等知识，增加了患者的信

任感，融洽了护患关系，提高了满意度"
临床路径是在护理程序的基础上，针对卫生市场经济，更

加注重增加有价内容，简化合并不必要的重复的内容［’］，通过

在肝癌介入治疗患者中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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