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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测验起源于对个体特性的研究! 在人类生活中有重要意义和

作用，"%7$ 年随着中国改革形势的发展，心理测验在中国得到很快的发

展。"%7$ 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了中国心理测验专业委员会，领导组织

及开展心理测验工作。"%%# 年中国心理测验专业委员会加入国际心理

测量学会。目前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在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政府机

构及军事部门从事心理测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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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测验的含义 !" # $ %

心理测验起源于对个体差异的研究。人们发现在人的心理

和行为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差异。心理学家用能力、个

性和智力等不同概念说明人的心理能力和个性特点的差异。心

理测验就是通过对一部分人的有代表性的行为的分析，对人的

某些心理特征进行数量化的推论，从而区分出不同的人的心理

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历史上第 " 套智力测验是在 "# 世纪末由高尔顿（$%&’()，

"*++ , "#"" 年）和卡特尔（-%’’.&&，"*/0 , "#11 年）两位大师开创

的。高尔顿对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差异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测量

了个体的各种行为如反应时间、记忆力、反应速度等，并且为这

些不同行为确定了指标常模。卡特尔的工作重点则放在理论性

的探讨上，他想找出控制这些行为的内在原因，然而由于技术

上的困难，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但是高尔顿的研究工作还是

很有意义的，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很有用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

法，其中之一就是他发现了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现象。他认为，

人类的许多行为特征都存在着个别差异，而且这些个别差异的

分布是有规律的。对这种规律性他称之为“常态分布”。例如，一

个民族的人口身高虽然有差异，但是大部分人的身高都是很类

同的，属于中等身高的人多，只有很少数人的身高是极高或极

矮。这种人口高矮的分布情况呈对称或弧形的分配状态。这种

常态的分布特性可以用数函数来表达。高尔顿的另一个重要贡

献就是提出统计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是用

来说明两种不同行为互相间的关联程度。

但是，对于“心理测验”这样一个用词，则是美国心理学家

卡特尔首先明确提出来的。"**2 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认识了高

尔顿，在当时他们是各自独立地研究个别差异问题的；其后，卡

特尔回到美国担任心理学教授，在滨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专门

的实验室。他编制了一组心理测验，共 20 个项目，他的所有学

生都参加了这些测验。他从中选出了 "0 个测验项目，供社会上

作为鉴定个体能力之用，其中包括肌肉运动强度、反应速度、疼

痛感觉、视觉和听觉灵敏度、重量辨别、反应时间、记忆和兴趣

等，实际上是着重测量个体感觉方面的能力。"*#0 年，他在“心

理测验与测量”论文中描述了这些实验。在论文中他明确采用

了“心理测验”这一术语。

"#01 年，法国教育部委派许多教育专家、医学家组成一个

委员会，研究公立学校的低能儿童的班级管理问题，比奈也是委

员之一，他主张采用心理测验方法去鉴别智力缺陷儿童。他与

他的助手西蒙（345()）经过精心研究，次年在《心理学年报》上发

表了题为“诊断异常儿童智力的新方法”的论文。在这篇文章

中，介绍了他们的第一个学校儿童用的智力量表———《比奈 6 西

蒙智力量表》。量表发表后，经使用证实它的信度是高的。"#0*
年，他们对量表又进行了修订与补充。在这次修订的量表中，测

验项目由原来的 70 个增至 2# 个。测验项目按年龄分组，组别从

7 8 "7 岁；测验结果以心理年龄来表示。比奈认为，儿童的智能

是随成熟而变化的，因此，应为不同年龄儿童规定常模。在他编

制的年龄量表中，介绍了心理年龄的概念，所谓心理年龄是指其

智力达到的心理年龄。

用心理年龄来表示智力的高低是有明显优点的，使人们容

易理解。例如，一个儿童的心理年龄为 "0 岁的话。则表示他的

智力与 "0 岁儿童的平均智力是相同的，这比一般使用“聪明”、

“愚笨”等词更能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如果将一个人

的心理年龄与实足（生理）年龄相比较，便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智

力的相对高低水平。例如，上述所说的那个儿童，如果他的实足

年龄为 * 岁，而他测出的结果已达到 "0 岁儿童的智力（心理）水

平，则可以认为该儿童是比较聪明的儿童；若是实足年龄为 "0
岁，则他的智力属于中等水平；若是实足年龄为 "+ 岁，那么他的

智力是属于较低的。

心理学家对心理测验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即心理测验是根

据标准化的程序来测量个体的某种心理或行为的工具，测量结

果可以用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心理测验所测量到的是人

的一部分行为，正如医院有给患者做血液化验时只需抽取很少

一点血液即可，而无需将患者的所有血液都拿来检验。对人的心

理和行为测量也是如此，它测量到的是做测验时的行为，而不可

能是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心理测量结果是一个相对的指标，即只

有人与人相比较时才有意义。因此，在测量时每一个人都应面对

相同的工具、相同环境，可以设想，当测量身高时，如果有的人穿

着高跟鞋，而有的人光着脚，那么，测量结果怎么可以比较呢？为

了消除上述差异，测验必须是标准化的测验。所谓的标准化就是

在测验的编制、施测、记分和测验分数解释等方面部有一个统一

的规划与程序。这样的测量结果才具有可比性，才比较准确。

" 心理测验的作用

心理测验是为了了解人的某种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

越来越细，社会、组织需要了解其中的成员的特点，以便合理管

理。作为个人也只有充分了解自己的特点才能够在社会中找到

自己合适的位置。心理测验能够测量出人的各种特性，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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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智力、性格、各种潜能与特长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等。这些特征

涉及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由于心理测验的基

本功能是测量个体之间的心理和行为差异及同一个体在不同

情况下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因此，它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 # 在教育上的应用 ! "# $# % & 心理测验在教育中的用途非常广

泛，其中最突出的应用就是为因材施教提供依据。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教育也正在朝多元化方向转变。出现了全日制、业

余、网络等教育方式并存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学生根据自己的

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显得更为重要。学校教育重点应在于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内在动力。在这方面，每个

学生的特点不尽相同，教育者可以通过心理测验了解学生的差

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心理测验是教师了解学生的有用手段。通过测验，教师可

以了解学生的能力水平、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学习动机等各种

情况，这有利于教师因材施教。通过心理测验可以帮助教师发

现学生的心理问题，以便及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或干预。心理

测验是教育评价的重要工具，可以根据学生的智能、品德、个性

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素质教育。

!" ! 在人才选拔及职业选择上的应用 !’ ( ) & 心理测验可应用于

人才的选拔，尤其是对一些特殊人员的选拔，例如，对宇航员和

飞行员的选拔具有明显的作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

便已发现，协约国的飞行员由于飞行飞机中弹而造成事故的仅

占 !$ ，由于机械故障而造成事故的占 %$ ，而 &’$ 的事故是由

于飞行员操纵错误及心理因素所造成的，这样，关于飞行职业的

适宜性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出来了。此后一些欧洲主要国家相继

开展了心理选拔测验的研究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

航空心理学家的队伍扩大到 # (’’ 多人。战争开始时，只有具备

两年大学学历的青年才被准许学习飞行，后来则着重根据心理

测验的结果录取学员。法国在 #&() * #&(( 按照美国的方案选拔

飞行员，获得美国类似的结果，淘汰率由 +#$ 下降到 )+$ 。

不同的职业，要求人具备的心理素质是不同的。人才的选

拔与培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许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都已

使用了心理测验，以增加选拔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例如，选拔过

程中采用“情境测验”的方法，让候选者在模拟情境中完成某项

工作。具体做法是给候选者指定某一职位（如某一局长），让他

们按这一职位的要求，完成该职位某些工作，其中包括文件处

理、紧急决策等。根据候选者在上述情境中的表现来判断他

（她）是否具有胜任该职位的能力。除了人事选拔外，象高考等

升学考试都属于人才选拔。

现代社会中，人们都非常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如何才能

达到这样的目标呢？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看来，

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并非越高越好，而

是越适合自己越好。在就业过程中，一般是用人单位和求职者

双方共同利益的实现。双方需求的满足都离不开彼此的了解。

心理测验可以测定人的各方面特点，如人的个性特点、智力以

及职业兴趣等。心理学家根据不同职业的特点与需要，编制了

专门性的心理测验项目，能有效地帮助求职者了解自己更适合

哪种工作以及帮助人事部门挑选更适合某种工作的人，因此，

心理测验对人才选拔及职业选择上具有积极的作用。

!" ) 在医学临床上的应用 ! $# *# "+ & 心理测验的作用在临床上可

以作为对各种心理障碍、精神疾病、脑功能障碍等有用的诊断

工具。精神科医生经常遇到有关儿童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儿

童学习不好，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反应迟钝，究竟是智

力方面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通过心理测验就可以帮助进一步

分析了解孩子学习困难是心理原因还是生理上的缺陷。了解这

些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帮助和指导。

对于临床上的器质性精神病的鉴别，通常要借助一些专门

性心理测验，如采用神经心理学测验方法，可以帮助对大脑损伤

进行定位，同时通过心理测验可以帮助我们在对病人治疗中，了

解其病情情况以及对其治疗后的康复情况作出判断。临床诊断

有多种方法，心理测验是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随着整个医学

模式向“生理 , 心理 , 社会”的方向转变，心理测验方法越来越

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精神医学上，由于心理测验方法要比一般

生理的、物理的和医学的诊断方法更具有其独特的方面，它可以

在短期内获得个体的心理特质利心理障碍的资料，这些资料在

系统性、客观性和可比性等方面都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比拟的。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精神需求也日益增长。社会

生活节奏加快也增加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因而心理障碍也随之

增多，它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

自杀率增加，犯罪率上升，甚至导致社会运转效率降低，资源浪

费等。据统计，在美国，有 # * ( 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在

我国的青少年中，也有 !’$ 的人存在心理问题。这些人中的大

部是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疏导得到改善。如果忽视这一点，将

会给当事人本人、家庭乃至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心理测验中

包括了若干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如明尼苏达多项人格

测验，#+ 种人格因素测验以及罗夏墨迹图测验等。这些测验可

以对不同的心理问题做出诊断，为心理咨询提供临床依据。

!" ( 对智能发育不全的早期诊断的作用 ! "" ( ", & 心理测验可用

于鉴定智力疾残情况，预测学习能力。智力缺陷的明显特征就

是智力落后、低下与社会的不适应性，它主要出现在发育阶段。

标准的心理测验常被用于诊断智力落后、脑损伤、精神障碍及其

他病理状态引起的智力衰退方面。有关智力落后的定义，在美

国 智 力 落 后 协 会 （-./01234 -5562137164 64 8/4739 :/;121/42<，

--8:）编辑的专门术语和分类手册中规定，智力落后是在童年

早期，表现在一般智力和社会适应行为方面有严重低于正常的

表现。因此，智力落后应包括智力损伤和个人适应困难。通过心

理测验可以诊断智能发育不全的程度，从而提供对这类儿童进

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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