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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飞行员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主观幸福

感指数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 102 名空军飞行员进行测评分析。结果 

飞行员人格特征神经质维度（N）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呈显著性负相关，内外向（E）与总体

情感指数、幸福感指数呈显著性相关，经质（N）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F=13.115，p=0.0004，p﹤0.01）；神经质（N）和应对方式对总体情感指数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F=6.170，p=0.001，p﹤0.01）。结论 人格特征的神经质（N）和应对方式是影响飞

行员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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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among Subjective Well-being，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oping Styles of Pilots 

Li Lianjie 
(Shanghai Branch of Nanjing Political Institute,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lo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coping styles. Methods 102 pilots of air forc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 of 
Index of Well-being, EPQ-R Short Scale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s among dimension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neuroticism,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s among extraversion and total emotion index, happiness index. 
Neuroticism negatively predictive Subjective Well-being（F=13.115，p=0.0004，p﹤0.01）, neuroticism 
and coping style significantly forward forecast total emotion index（F=6.170，p=0.001，p﹤0.01）. 
Conclusion Neuroticism and coping style a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o pilots’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words:Pilots;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Coping styles 

 

0 引言 
飞行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承担着较为重要的任务，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将面临

各种复杂的情况和多方面的压力。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110 名飞行员的主观幸福感及其人格特

征和应对方式的调查，了解其主观幸福感和人格特征及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以便为部队进

一步开展心理服务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飞行员的身心健康，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

量，增强其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从空军某部飞行员中，随机抽取 110 名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11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10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7%。年龄范围 23—45 岁, 未婚 21 名, 已婚 81 名；皆为男

性、本科以上学历；来自城市 38 名，农村 64 名；特级飞行员 10 名，一级飞行员 59 名，二

级飞行员 16 名，三级飞行员 1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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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采用主观幸福感指数量表[1]测评主观幸福感。该量表由 Campbell 等编制，用于测

查被试当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量表包括两个部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共 8 个项目）和

生活满意度问卷（1 个项目）。该量表是 7 级评分自评问卷，幸福感指数是由总体情感指数

量表的平均得分与生活满意度指数量表得分（权重 1）相加。其范围在 2.1（最不幸福）和

14.7（最幸福）之间, 评分越高表明被试所体验的幸福程度越高。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 0.849
（P﹤0.01），同时还有较好的效度。 

（2）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版[1]测评人格特征。该问卷由钱铭怡等修订，包括 4 个分

量表: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和社会掩饰性（L），共 48 个项目(各 12
个项目)，精神质分量表得分愈高表明精神质程度愈高，内外向分量表得分愈高表明愈外向，

神经质得分愈高表明情感愈不稳定。 
（3）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1]评定应对方式。该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

（分量表）组成，包括 20 个项目，采用 4 级评分法。积极应对维度由项目 1～12 组成，重

点反映了积极应对的特点；消极应对维度由项目 13～20 组成，重点反映了消极应对的特点。

该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0.89，克隆巴赫а系数为 0.90；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量表的克隆

巴赫а系数分别为 0.89 和 0.78。 

1.2.2 评定方式 

采用上述评定量表对入组被试进行集体测试，测试前由研究者向被试说明调查目的，统

一指导语，由被试独立完成问卷评定，所有问卷均当场收回。 

1.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6.0 for Windows 录入所得数据并进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飞行员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对飞行员的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应对方式的各个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飞行员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R） 

                       P          E           N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总体情感指数        -0.094      0.247★       -0.280★★        0.151        -0.236★   

生活满意度         -0.092      0.194       -0.331★★          0.128        -0.021   
幸福感指数         -0.102      0.237★       -0.341★★          0.151        -0.122   

注： 
★ p <0.05， 

★★ p <0.01，★★★ p <0.001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飞行员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和神经质（N）呈显著负相关（P﹤0.01）；

总体情感指数与内外向（E）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P﹤0.05）；
幸福感指数和内外向（E）呈显著正相关（P﹤0.05）。 

2.2 飞行员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结果 

为考察飞行员人格特征、应对方式是否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分别以飞行员总体情感指数、

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指数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以飞行员人格特征的三个因子和应对方式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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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进出回归方程变量的检验水准分别为 0.05
和 0.1，所得的预测指数见表 2。 

 

表2   飞行员应对方式和人格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和标准回归系数（β） 
自变量 

总体情感指数 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指数 

积极应对                     0.209                ---                 ---  
消极应对                    -0.261                ---                 --- 
EPQ-P                        ---                 ---                 --- 
EPQ-E                        ---                 ---                 --- 
EPQ-N                     -0.235              -0.331              -0.341 

R                        0.399               0.331               0.341 
R2                       0.159               0.110               0.116 
F                        6.170              12.335              13.115 
P                        0.001               0.001               0.0004 

 

表 2 的结果表明，进入以总体情感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的因素有积极应对、消极应

对维度和人格的神经质（N）维度，三者对方程的解释量为 39.9%；说明飞行员的积极应对

方式有助于总体情感指数的提升。进入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的因素只有人格的

神经质（N）维度，对方程的解释量为 33.1%；进入以幸福感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的因

素也只有人格的神经质（N）维度，对方称的解释量为 34.1%；说明飞行员的情绪越不稳定，

其主观幸福感也就越低。 

3 讨论 
主观幸福感是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评价，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

要综合性心理指标。主要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成分，前者是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

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认知评价，即生活满意度；后者是指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

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 
人格特征是个体在对现实的相对稳定的态度倾向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的心理

特征，作为应激作用过程中的因素之一，与生活事件、认知评价、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因

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3]。许崇涛[4]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格因素是心理健康低下的一个独立

“原因”。 
应对方式是指人们为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

[5]。有研究表明，消极的、不适当的应对方式长期反复地出现，将导致压力的集聚和负担的

加重，从而把个体推进身心疾病的深渊，而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及时地排解压力、释放紧张，

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维护者[6]。 
本研究重点考察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神经质维度反映的是个

体情绪稳定性方面的人格特征，分数高者常常焦虑、担忧，遇到刺激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分

低者较稳重，性格温和，善于自我控制；精神质维度反映了个体与精神病理性有关的人格特

征，高分反映个体可能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环境等特征；内外向维度低分反映个体

内向、善于内省等特征，高分反映个体性格外向、好交际等特征。研究结果发现，神经质与

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内外向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性正相关，揭示了飞行员

的人格特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明显关系，具有情绪相对稳定、性格外向人格特征的空军

飞行员主观幸福感较好。虽然人格特征的各个因素都与飞行员的总体幸福感相关，但回归分

析表明，本研究中飞行员人格特征的神经质维度对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幸福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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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最能影响总体主观幸福感的是神经质类型的性格特征，这与已

有研究一致[7] ，也进一步说明了飞行员外向稳定的人格特征能增加其总体幸福感。 
本研究显示，飞行员的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两个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

总体情感指数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且消极应对方式对总体情感指数有显

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飞行员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缺乏成熟的应对风格，在遭遇挫

折时，容易采用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来应对与战友和上级领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若使

用消极应对方式，会降低生活中的情感体验，也进一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个体的应对方式与人格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体对应激情境的主观评价会对其情绪的

稳定以及应对方式产生较大影响。以上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培养飞行员成熟的积极应对方

式、改变不成熟的消极应对方式，有助于飞行员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而且对于飞行员而言，

如何正确看待与战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应对方式和主观感

受。因此，在飞行员试飞之前，部队管理者应注意观察和调节不同性格的飞行员的情绪状态，

把好试飞关；在开展飞行员心理服务和选拔培训工作时，要重视应对方式和人格特征对其心

理的影响，培养和增强其自身对人际关系、外界刺激的主观感受性，鼓励其发展良好的人际

关系，培养积极主动的心态，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中以积极的应对方式融入到地勤、机关、

飞行大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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