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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其人格特征的关系。方法: 采用王极盛编制的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和龚

耀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对 558 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与 EPQ

的 E量表分显著正相关, 与 N分显著负相关; 竞争心还与 P分显著负相关。外向稳定、外向不稳、内向稳定和内向

不稳四种人格类型的创新心理素质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E 对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均有较大的预测作

用, P 对竞争心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结论: 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和人格特征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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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diathes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

dents. Methods: 558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administered by Innovative Diatheses Scale and EPQ. Results:The level of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compet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E, negatively related to N score

of EPQ, competitiveness was also negatively related to P score of EPQ.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novative diatheses a�

mong four kinds of personality types ( extroversion- low neuroticism , extroversion- high neuroticism , introversion- low neuroti�

cism , introversion- high neuroticism ) .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EPQ- E score was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inno�

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competence, E and P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competitiveness. Conclusion: Innovative

diathes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personality trait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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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作为一个现实而又影响深远的课题, 已经
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 1, 2]。创新心理素质是个

体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并在创新活动中所

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创新意识是创新

活动的内部心理倾向,表现为好奇心、求知欲、怀疑

感、创新需求等方面,它是创新心理素质形成的必要

前提。创新能力是创新活动中所达到的能力水平,

表现为创造性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创

新能力是创新心理素质的核心。竞争心是不甘落后

积极进取的内在动力,是创新个性的表现方面之一。

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是创新人才在社会竞争中不断

前进的重要因素。创新意识是形成创新能力的前

提,可支配和强化创新能力; 竞争心可激发创新意

识,促使创新能力更好的发挥和运用;创新能力反过

来又能增强创新意识和竞争心, 三者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我们认为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竞争心是创

新心理素质的三个重要构成部分,它们水平的高低

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创新心理素质的高低。

人格与创新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

注。国外学者通过实验罗列了创造者的个性品

质[ 3] ,如理智的好奇、开放性、灵活性、坚持和决断力

等,国内学者对大中学生等进行研究[ 4- 6] ,也得出了

一系列与创造有关的人格特征。由于研究对象、测

评工具的不尽相同, 导致人格与创新性关系的研究

结果纷繁复杂不尽一致, 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另

外国内有关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其人格的关系尚

没有系统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拟对此作一初步

探讨,以期为学校创新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

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北京市、河北省两所普通中学学生 558人, 其中

男生278人, 女生 280人, 初一 108人, 初二 179人,

高一160人, 高二 110人。

1. 2  测评工具

1. 2. 1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  该量表为王极盛编制,

共 52个项目,分为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三

个子量表, 每个项目采用 5级评分制,从 1~ 5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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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从无、偶尔、时有、经常、总是。三个子量表各项

目得分与其相应子量表总分的相关在 0. 50~ 0. 79

之间, 表明各项目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对三个子量

表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 均有一个特征值最大的因

素可说明该子量表的主要成分且各子量表的项目在

该因素上均有较高的负荷, 这一结果与编制量表时

的理论构思较为一致, 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高。

三个子量表的 Cronbach a 系数分别为 0. 91、0. 93、

0. 94, 分半信度为0. 87、0. 88、0. 91。

1. 2. 2  艾森克人格问卷  采用龚耀先修订的艾森

克人格问卷(幼年版) ,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 主

要测查精神质( P )、内外向( E )与神经质( N )三个人

格维度
[ 7]
。

1. 3  施测与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采集的数据采用

SPSS 10.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处理。

2  结   果

2. 1  创新心理素质与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
创新心理素质与各人格维度的 T 分进行相关

分析发现,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均与 E 显

著正相关,与 N 显著负相关, 竞争心还与 P 显著负

相关(表 1)。

表 1  创新素质与人格特征的相关分析

P E N

创新意识 - . 032 . 496* * * - . 173* * *

创新能力 . 007 . 439* * * - . 134* *  

竞争心 - . 112* * . 397* * * - . 175* * *

  注: * P < . 05, * * P < . 01, * * * P < . 001,下同

2. 2  不同人格类型的创新心理素质比较
以 E、N 得分对受试进行人格类型划分, 组成

外向稳定、外向不稳、内向稳定和内向不稳四种人格

类型,比较各组的创新心理素质水平发现,四组的创

新心理素质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进一步的平均数

多重比较表明, 除了内向不稳和内向稳定型在创新

心理素质各方面的差异不显著外,其余组在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上均有十分显著的差异(表2)。

表 2 四种人格类型的创新心理素质比较

外向稳定 外向不稳 内向不稳 内向稳定 F P

创新意识 3.79∀ .64 3.51∀ .64 3.04∀ .70 2.99∀ .76 48.33 .000

创新能力 3.70∀ .71 3.47∀ .74 3.02∀ .70 2.91∀ .84 36.57 .000

竞争心 3.89∀ .70 3.58∀ .74 3.24∀ .76 3.16∀ .96 28.63 .000

2. 3  人格特征与创新素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分别以创新心理素质的三个子量表分为因变

量, E、N、P 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E

分别进入了对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的回归

方程,另外 P 对竞争心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表 3)。

表 3 人格特征与创新素质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因素 R2 Beta t P

创新意识 E . 245 . 495 13. 41 . 000

创新能力 E . 192 . 439 11. 47 . 000

竞争心  E . 157 . 391 10. 01 . 000

P . 164 - . 082  2. 11 . 035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竞争心均

与神经质显著负相关, 与内外倾向性显著正相关,即

创新心理素质高的个体倾向于外倾且情绪较为稳

定。外向、乐观、开朗、自信的个体多能保持良好的

心态专注于学习或工作, 思维活跃, 反应敏捷,勇往

直前开拓进取,故而其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竞争心

相对较高。对不同人格类型的创新心理素质分析表

明,外向稳定型个体的创新心理素质最佳,外向不稳

型次之, 内向不稳型和内向稳定型之间的差异不明

显。对创新心理素质与人格特点的回归分析进一步

表明,内外向对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竞争心均有较

好的预测作用。本结果与陈国鹏对中小学生的研究

较为一致
[ 6]
, 其研究也发现高创造力者具有高乐群

性、高智慧性、高好强性、高敢为性、低敏感性、低忧

虑性、低紧张性的人格特征。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精

神质与竞争心显著负相关。精神质高的个体较孤

僻,对人冷漠, 感觉迟钝, 这些特点可能导致他们的

竞争意识较弱,积极进取和奋斗精神不足。

本研究结果与有关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如

谢光辉等的研究发现大学生高、低创造力者在内外

倾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8] , 另有研究则认为创造性人

才具有内倾性人格倾向[ 9]。上述研究结果之所以不

尽一致, 可能与所使用的测评工具及调查对象不同

有关。有关创新性人才究竟趋于内向还是外向, 尚

有待于今后深入细致的研究。另外不少研究发现低

敏感性、低紧张性是创造性人格特征之一[ 4- 6, 8] , 这

与本研究中情绪稳定性与创新心理素质密切相关的

结论十分吻合。因此本研究已从某种程度上表明,

培养学生乐观、自信、开朗、稳定的人格特征有利于

创新心理素质的形成与提高。
(下转第 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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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 1个月内重型抑郁的患病率为 27% , 轻性抑郁

为20%。国内贾艳滨等[ 4]报道脑卒中后抑郁症发生

率为 67. 74%,其中轻、中、重度抑郁分别为59. 67%、

4. 84%、3. 23%。而本组126例 LI患者中76例具有抑

郁症状,发生率为60. 3%,其中重度抑郁3例(2. 38%) ,

中度抑郁 15例( 19. 74%),轻度抑郁 58例( 46. 03%) ,

与上述文献报道有异, 可能与病例选择、病期、诊断

标准等的不同有关。

本研究发现, 大脑皮质, 皮质下、脑干和小脑等

部位的 LI均可引起抑郁,其发生与 LI的数量有关,

即多发性梗死更易引起抑郁。本组多发性梗死 52

例中抑郁者为 84. 6%, 显著高于单发性梗死。而左

右大脑半球梗死发生抑郁症状的比例差别不明显,

与文献报道一致
[ 4, 5]
。本研究还发现皮质下梗死比

皮质梗死的抑郁发生率高,特别是位于基底节、侧脑

室旁和丘脑的病变引起抑郁的机率很高。Starkstein

也报告重型抑郁病人的病变多在皮质下。研究发

现,多灶梗死者HAMD总分、焦虑/躯体化、睡眠障碍

和阻滞因子分显著高于单灶梗死, 皮质下梗死者

HAMD总分、躯体化和睡眠因子分明显高于皮质梗

死者, 提示老年性腔隙性梗死后的抑郁以躯体化、焦

虑症状及睡眠障碍为主。抑郁是一种情感障碍, 大

脑边缘系统是情感活动的解剖生理学基础, 与边缘

系统情感活动有关的神经递质包括去甲肾上腺素、5

- 羟色胺、多巴胺等。去甲肾上腺素能和 5- 羟色

胺能神经元位于脑干,发出轴突经过丘脑下部、基底

节、环绕胼胝和放射冠, 然后由前向后到达深层皮

质,并逐渐发出分支终止于皮质,故我们认为皮质下

和多发性梗死可均使白质髓鞘脱失, 从而破坏了情

绪环路的神经联系, 同时缺血性坏死还可直接或间

接导致与情绪反应有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代谢以

及神经递质的信息传递障碍。

人口学相关因素方面, LI 后抑郁组与非抑郁组

在性别、年龄上无显著差异,但文化程度与抑郁程度

有关,即文化程度越低,抑郁发生率越高。本组结果

显示,在即往病史中, 抑郁组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冠

心病者明显高于非抑郁组,这可能因为高血压易导

致脑动脉硬化, 脑微小动脉持续痉挛, 加重梗死的损

害产生抑郁;糖尿病引起体内代谢紊乱,影响脑内血

糖、血脂及氨基酸的正常代谢,从而加重原卒中部位

损害导致抑郁, 也可能与高血压、糖尿病及冠心病患

者有抑郁易感素质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 抑郁评分与神经功能缺损的程

度成显著正相关, 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一

致[ 4, 5]。由于脑梗死可造成认知、肢体活动、生活及

工作能力等多方面损害, 从而导致情感障碍, 而老年

人对躯体疾病和精神挫折的耐受力减退, 故老年人

脑梗死后易出现反应性抑郁。

本研究提示老年 LI 后抑郁是器质性和心因性

障碍两方面因素的协同结果。应在积极治疗原发病

的同时,积极进行心理康复治疗,提高其肢体活动能

力和生活自理能力, 并理解、支持和关心病人克服心

理障碍,严重者可选择适当抗抑郁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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