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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相关 因素的综合研究

王极盛 丁 新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采用创新心理素质
、

青少年生活事件
、

父母教养方式
、

艾森克人格和应对量表对 名中学生进行调

查
。

结果表明 中学生创新意识与健康适应
、

父母理解
、

父亲过分保护和干涉
、

内外向
、

解决问题
、

合理化
、

求助显著正相关 创新能力与人际压力
、

健康适应
、

父母理解
、

父亲过分保护和干涉
、

解决问题
、

合理化
、

求助显

著正相关 竟争心与精神质
、

神经质
、

不 良情绪应对和退避显著负相关
,

与内外向
、

父母理解
、

解决问题
、

合理化

和求助显著正相关
。

解决问题
、

内外向进人对创新意识的回归方程
,

解决问题
、

内外向
、

父亲过分保护和干

涉
、

人际压力进人对创新能力的回归方程
,

解决问题和内外向进人对竟争心的回归方程
。

关键词 创新心理家质 生活事件 教养方式 人格 应对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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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维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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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创新性思

维能力是关键
。

创新能力是创新心理素质 的核心
,

是衡量个体创新心理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
。

竞争心

是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 内在动力
,

是创新个性 的重

要表现方面之一
,

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是创新人才

在社会竟争中不断前进的重要 因素
。

创新意识
、

创

新能力和竞争心虽然在创新心理素质的构成中具有

不同的作用
,

但三者相互联系和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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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认为创新意识
、

创新能力与竟争心是创新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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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王极盛已对创新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
、

人格
、

父

母教养方式等一些相关的因素分别进行了初步的探

讨〔卜
。

鉴于社会环境
、

自身
、

家庭等 因素并非单

独作用于心理的
,

它们彼此共同作用于个体
,

因此深

人探讨创新心理素质的多个相关因素的综合作用则

更符合客观事实
,

从而具有更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目前国内有关培养学生创新心理素质的理论探讨比

较多
,

但综合探讨多种 因素与中学生创新心理素

质关系的研究尚未见到
。

本研究使用王极盛专门编

制的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及有关量表
,

对 中学生创新

心理素质与生活事件
、

父母教养方式
、

人格
、

应对方

式多个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探讨
,

以期为

中学生创新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更为丰

富的依据
。

方 法

被试

北京市
、

河北省两普通中学学生 人
,

其中男

生 人
,

女生 人
,

初一生 人
,

初二生

人
,

高一生 人
,

高二生 人
。

工具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

该量表为王极盛编制
,

共 个项 目
,

分为创新

意识
、

创新能力 尺 和竟争 心 三个子 量

表
,

每个项 目采用 级评分制
,

从 一 分别表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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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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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而表 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高
。

三个

子量表的 系数分别为
、 、 ,

分半信度为
、 、 。

一 瓦



心 理 科 学 第 卷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体的 系数为
,

分半信度为
,

各因子

采用刘贤臣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

共有 的 系数分别为
、 、 、 、 、 ,

各项

个项 目
,

主要为可能引起青少年心理应激 的负性 信效度指标基本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

生活事件构成
,

分为人际压力
、

学习压力
、

受惩罚
、

丧 程序

失
、

健康适应
、

其他六个 因子
,

该量表的信度效度指 五份问卷装订成册
,

采用 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

标较好
。

被试
,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

采集的数据使

中学生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用 统计软件进行管理与统计处理
。

该量表为王极盛编制
,

共有 个项 目
,

包括父
,

,’二二万万丁节二二丫 ”
’‘

一
, ’

二几 丫汀了 结 果
亲与母亲的教养方式 因子各 个

,

其中父亲教养方 一

式因子有 理解型
、

放任型
、

严惩型
、

过分保护和干 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生活事件
、

父母教养方

涉型 母亲教养方式亦 个 理解型
、

放任型
、

严惩 式
、

人格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型
、

过分保护 和干涉型
。

编制本量表时我们 的理论 中学生创新意识
、

创新能力
、

竞争心分别与其生

构思为 因素结构模型
,

最后 的因素分析也得 出了 活事件
、

父母教养方式
、

人格因素和应对方式各因子

类似的 因素结构
,

这就表明本量表的结构效度较 得分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

好
。

本量表的项 目多 由对中学校长
、

老师
、

家长及学 由表 可见
,

创新意识与生活事件中的健康适

生的访谈而得来
,

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

父亲教养 应因子显著正相关
,

与父母的理解型教养方式显著

方式总量表的 同质性信度为
,

分半信度 为 正相关
,

与父亲的过分保护和干涉教养方式显著正
,

母亲教养方式总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
,

分 相关
,

与人格的内外向显著正相关
,

与应对方式中的

半信度为
,

均 已达到测量学上可接受的信度水 解决问题
、

合理化
、

求助显著正相关 创新能力与生

平
。

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和健康适应 因子显著正相关
,

艾森克人格问卷 与父母的理解型教养方式显著正相关
,

与父亲的过

采用龚耀先修订 的艾森克人格 问卷 幼年版
,

分保护和干涉教养方式显著正相关
,

与应对方式中

共有 个项 目
,

是否两级记分
,

主要测查精神质
、

内 的解决问题
、

合理化
、

求助显著正相关
。

竞争心与人

外向与神经质三个人格维度
,

精神质分量表得分愈 格中的精神质和神经质显著负相关
,

与内外 向显著

高表明精神质程度愈高
,

内外向分量表得分愈高表 正相关
,

与父母的理解型教养方式显著正相关
,

与应

明愈外向
,

神经质得分愈高表明情绪愈不稳定
,

本问 对中的不 良情绪应对 和退避显著负相关
,

与解决问

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

题
、

合理化和求助显著正相关
。

应对量表 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各相关因素的逐步回

该量表由王极盛编制
,

共有 个项 目
,

包括不 良 归分析

情绪应对
、

解决问题
、

合理化
、

退避
、

发泄和求助六个应 分别以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的三个总均分为因

对因子
,

该问卷结构由探索性因素分析而得
,

六个因子 变量
,

以生活事件
、

人格
、

父母教养方式
、

应对各因子

可解释总体方差的
,

结构效度较好
。

该量表总 为 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

结果见表
。

表 创新心理众质与生活事件
、

父母教养方式
、

人格和应对方式的相关 系数

人际

压力

学习

压力
受惩罚 丧失 健康适应 精神质 内外向 神经质 父理解 父严惩 父放任

月二,,,且八曰,几

⋯
一一一,︸矛内几一︸“︸︸

⋯一

了飞」︸月峥,上一八

父过

保护

一 一
怕

一 一
一 二 一

份

⋯
⋯
⋯

母理解 母严惩 母放任
母过

保护

不 良情
绪应对

解决
问题

合理化 退避 发泄 求助

二

⋯睁 口

⋯

份 骨

一
睁 俘 ,

一
一

奋 一

⋯’ ,

⋯

‘户有

价

件 份

一
必 奋

一
签 甘 铃

一 一

尺

注 ‘ 户 , ‘ ,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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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创新心理素质和相关因家的逐步回归分析

创新意识

解决问题

创新能力 竞争心

内外向 解决问题 内外向 父过保护 人际压力 解决问题 内外向

,
,

由表 可见
,

解决问题
、

内外 向依次进人对创新

意识的回归方程
,

对其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

同样
,

解

决问题
、

内外 向
、

父 亲 的过分保护 和 干涉型 教养方

式
、

人际关系压力则依次进人对创新能力 的 回归方

程
,

对其有较好 的预测作用
。

解决问题和 内外 向则

依次进人对竞争心 的回归方程
,

对其有较好 的预测

作用
。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创新意识与生活事件中的健

康适应因子有显著的正相关
,

创新能力和人 际压力

因子有显著的正相关
,

也就是说创新意识愈强 的学

生
,

他们的健康适应状况愈不好
,

创新能力强的个体

其可能在人际交往上存在的问题要多一些
。

上述结

果与我们的一般认识有较大出人
,

较为费解
。

不过

可以看出
,

上述两者的相关显著性水平均在 左

右
,

接近 这一显著性 闭限值
,

另外生活事件 的

其他各因子与创新心理素质的相关均没有达到显著

性水平
,

而生活事件总分与创新心理素质各方面没

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

生活事件在对创新心理素质 的

三个方 面 的 回归 中也均没有 明显 的预测作用
。

因

此
,

可以初步推测生活事件与中学生 的创新心理素

质的关系不是十分的密切
。

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方面的重要影响因素
,

对个体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 的作用
。

这一普遍

性的结论在本文创新心理素质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

系中也得以证明
。

父母亲的理解型教养方式与中学

生的创新心理素质关系密切
,

父母的教养方式愈 民

主理解
,

孩子的创新意识
、

创新能力和竞争心水平也

表现的较高
。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
,

父亲 的过分保护

和干涉与孩子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
。

我们推测
,

由于性别角色和社会分工的不同
,

一般而

言
,

相对于母亲来说父亲对孩子的关爱要少一些
,

因

此当父亲对孩子关注 比较多的时候
,

孩子 的创新素

质也表现的更好一些
。

本研究表明创新意识
、

创新能力和竞争心均与

人格的内外 向有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创新心

理素质高的个体外倾程度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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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新能力与竟争心相对较高
。

另外
,

研究结

果还表明竞争心与精神质
、

神经质有较高的负相关
,

即竞争心愈强 的个体
,

其精神质水平愈低
,

情绪愈稳

定
。

精神质和神经质高的个体表现为较孤僻
,

对人

冷漠
,

情绪不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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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对方式作为个体面对应激时习惯化的反应倾

向
,

与创新素质的联系较为紧密
。

本研究发现
,

解决

问题
、

求助和合理化应对方式与创新心理素质的三

个方面均呈显著 的正相关
,

同时竞争心还 和不 良情

绪应对和退避呈显著的负相关
。

创新心理素质主要

表现在创新活动之中
,

而创新活动实际上就是解决

问题的过程
。

当在创新活动 中遇到问题时
,

个体表

现为不是一味的退缩或消沉
,

而是采取积极 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
,

寻求外界的帮助
,

同时还能不断的开导

安慰 自己
,

这些应对方式无疑有利于创新成果 的取

得
,

从而与创新心理素质有着较为密切 的关系
。

但是在这众多的因素中
,

哪些 因素对中学生创

新心理心理素质的预测作用相对更大一些呢 进一

步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解决问题
、

内外向对创新意

识和竞争心均有较好 的预 测作 用
,

解决问题
、

内外

向
、

父亲的过分保护和干涉型教养方式
、

人际关系压

力则对创新能力的回归预测作用较好
。

由此不难看

出
,

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和 内外 向的人格类型对创

新心理素质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

遇到 问题后 能积极

主动的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

性格外向
、

心态开放的

个体
,

其创新素质也表现的较高
。

可以看出
,

创新能

力的有效预测 因素要 比创新意识和竞争心 的多一

些
。

初步推测
,

创新意识和竞争心均为非智力因素

的范畴
,

而创新能力由于对能力水平有一定的要求
,

同时受非智力因素的影 响作用也较为明显
,

因此相

关的预测因素也较创新意识和竞争心更多更复杂一

些
。

以往的研究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创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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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相关因素的关系
,

但是多数研究都是单一因素

的
,

同时考虑多种相关因素进行 的综合研究则很少

见
。

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
、

人格
、

应对方式和创

新心理素质关系均较为密切
,

但是相对而言
,

解决问

题的应对方式和外向的人格特征
,

这两个因素对创

新心理素质的三个方面的预测作用较其他因素要好

一些
。

这就提示 我们
,

从上述 因素着 眼来改善或提

高中学生的创新心理素质
,

可能会达到较为理想 的

教育效果
。

应对中的不 良情绪应对 和退避显著负相关
,

与解决

问题
、

合理化和求助显著正相关
。

解决问题
、

内外向依次进人对创新意识的回归

方程
,

对其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解决问题
、

内外向
、

父

亲的过分保护和干涉型教养方式
、

人际压力依次进

人对创新能力的回归方程
,

对其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解决问题和 内外 向则依次进人对竞争心 的 回归 方

程
,

对其有较好的预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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