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科学 年第 卷

军队汽车驾驶员

职业适宜性测验的编制及其应用

刘 志宏 管连 荣 ① 黄 趁 张振德 ② 张建东

济南军区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和军队机械化程度

的不断提高
,

军车的数量 日益增加
,

军队汽车驾驶员

队伍亦 日益扩大 然而 以惊人速度增长的交通事故

告诉我们
,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从事驾驶工作
,

也

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与驾驶员相适应的心理生理条

件
。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 明 在驾驶员中
,

总有少数人

比其他人更易于发生交通事故
。

现代复杂的交通环

境
,

要求驾驶员除了具有生理健康的条件外 还应该

有智力的
、

个性的和驾驶员所特有的某些能力特征
。

通过一定的选拔和培训 改善驾驶员的生源
,

提高驾

驶员队伍素质 保证交通安全 堪称简便而有效的方

法
。

而我军现行的选拔驾驶员的有关规定
,

对此 尚无

明确意见

现代化军队建设
,

要求训练单位快出人才
、

多出

人才
、

出好人才 要求具有高质量的驾驶员队伍
,

以

达到人与车辆的最佳结合 减少交通事故
,

提高部队

战斗力
。

为此 编制一套适合我国国情 具有科学性
、

实用性
、

易于在我军推广应用的《军队汽车驾驶员职

业适宜性测验 》已成为加强我军质量建设之必需
,

也是汽车部队管理部门和广大官兵的迫切愿望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在全 军 个 团 以 上 部 队单 位展开
,

在对

名汽车驾驶员的一般状况进行调查 对 起

军事交通事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

常模以华东
、

华中地区为主 分布在全 国不同地理环境 执行不同

任务的驾驶员 测试对象均 为经司训 队毕业 一年 以

上的正式汽车驾驶员 年龄在 岁之 间 平均

年龄 岁 全部男性
。

共测被试 名 剔除某

些干部被试和驾驶龄不足一年的被试 有效资料为

名
,

结果见表
。

测验指标

根据工作分析 内容
,

经反复试用
,

选定了三类测

验
。

第一类是一般能力的测验
。

测验材料选用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系修订的《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
、

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制的《临床记忆测验 》中短时记

忆广度的测验
。

第二类是特殊能力测验 其测量工具

选用的是北京大学仪器厂生产的视觉选择反应时测

试仪 场依存性测试仪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制

的动作稳定器
、

电动深度知觉和速度判断检测仪
、

《目测判断力测验 》
、

《注意力测验 划 销测验 》和 日

本编制的《动作速度测验 》
。

第三类是个性测验
。

表 测查部队汽车驾驶员的地区分布

测 查

地 区

华东

华中

西北

东北

西南

中南

合计

驾驶员来 自省份

山东
、

河南
、

河北
、

北京
、

江苏
、

上海
、

安徽

河南
、

湖北
、

四川
、

陕西
、

浙江
、

山东
、

山西

甘南
、

陕西
、

新吸
、

青海
、

宁夏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内蒙
、

北京
、

夭津

四 川
、

云南
、

贵州
、

湖 南
、

江西

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江西
、

海南

测试

人数

研究方法

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的 目的是为了确立部队驾驶员工作所

必须具备的能力与个性特征
。

通过工作分析 找出与

汽车驾驶工作质量密切相关的一般能力
、

特殊能力

和个性特征
,

作为汽车驾驶员所需的心理能力模型
。

收集常模
,

制订初步标准

本项研究在预备实验的基础 上先以华东
、

华中

地 区样本进行初步分析 制定初步测查标准
,

再扩大

到全军收集常模
、

修订标准
。

为了有效地控制系统误差 本项研究的常模收

集工作全部由课题组 固定专 人 使用同一套标定的

仪器完成
。

效度和信度分析

我们分别对该套测验的结构效度
、

效标关联效

度和重复测验 信度进行验证
,

以确保测量方法的可

靠性
、

有效性和内部一致性
。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

进一步拟定选拔程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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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选送 体检 面谈 一般能力测 可能对驾驶员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影响 为使样本能

验 , 特殊能力测验 个性测验 根据初步选拔 充分反映全军汽车驾驶员的特点
,

我们在上述研究

标准和程序对某部队全体新训驾驶员进行选拔测 的荃础上
,

进一步扩大试用范围
,

对驻守在不同海拔

验
,

将测验后的学员按照其测试结果分为三类 各项 高度
、

不同地理环境
、

不同气候条件下
,

执行不同任

指标均在平均分减 。 个标准差以上为优秀 已通 务的驾驶员进行测查 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对被试

过测试为一般 测度指标中有一项以上不符合标准 进行评定
。

一般采用测试人员先谈测试结果 管理干

为较差
。

在学员与教员
、

队领导双盲的情况下进行常 部后谈平时表现及驾驶成绩的方式互相印证
,

分析

规训练
。

训练中严格按照规定的五个统一实施
,

即 两者的吻合程度

使用全军统一下发的驾驶员训练大纲
、

教材和计划 结果与分析
统一教员 统一教学 内容 统一操作实习时间 统一 测验指标的相关分析

组织考试 经六个月培训后
,

由济南军区军事交通运 进行测验指标间的相关分析
,

其 目的在于选择

输部统一组织命题
,

主持考核验收 具有代表性的测验项 目
,

简化测验方法 所得出九项

扩大应用
,

修订标准 指标的相关矩阵
,

结果见表

我国幅源辽阔
,

不同的地理地貌
、

气候条件
,

都

表 九项测验的相关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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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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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选择反应时 , 场 依存性 月 深度知觉 邃度判断 朽 注 愈力 目侧力 瑞 文 记忆力 动作像定性
。

通过相关分析看出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与多种

测验间均呈正相关
、 、

而且这些测验 间亦

有较大的相似性
。

选择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作为一般

能力的测验指标 选择反应时
、

场依存性
、

目测力
、

深

度知觉和动作稳定性作为特殊能力的测验指标进一

步分析
。

表 特征值和累计百分比

公因子 特征值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

大于或等于全部特征值的 的原则决定
,

结果见

表
。

从表 因子阵中看出
,

除目测力以外 选择反应

时
、

场依存性
、

深度知觉
、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和动作

稳定性和因子效度都分别负荷于某一公因子
,

表明

这些指标具有较好的
,

结构效度

表 因子分解法加最大 次幕

旋转的因子矩阵

变

反应 ,

场 依存性
甲

深度知觉

目测 力

瑞文测脸

动作德定性
犷

一

一

测验的结构效度分析

结构效度是指测验能测量理论上的构念或心理

特征的程度 我们使用因素分析的方法
。

采用因子分

解法加大最大四次旋转主因子数按最大特定值素积

测验的重复性信度分析

选取的测验方法本身已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性
。

为了确保各项测验项 目的可靠性
,

我们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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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被试对各单项测验指标进行了再测信度的实

验 方法是 用同一组测验
,

对同一组被试两次进行 评价标准和等级的确定

施测
。

时间间隔两周
。

测试时间
,

地点及主试均相同
。

各单项测验的均数
、

标准差

求其两次测试结果之间的相关 其结果显示
,

各单项 以全军常模为参照系
,

制订军队汽车驾驶员职

测验相关值均甚为显著 表
,

可靠性合格
。

业适宜性换算表

表 孟复测验相关 表分 例汽车驾驶员各单项心理指标检测值见

项 目 , , , , ,

表
·

表 例驾驶员心理指标检测值

项 目 瑞文侧验 选择反应时

士 士

场依存性 探度知觉

工 士 士 士

动作稳定性

士

表 职业适宜程度评价分级标准

项 目

瑞文测验

选择反应时 ‘

场依存性

探度知觉

动作稳定性

职业适宜性评价等级有划分

根据 名汽车驾驶员的测查统计结果 选用

标准 分量表法
,

制定了军队汽车驾驶员职业适宜

程度 级评价分级标准 见表
。

测验的预测效度分析

效标的计算方法

效标 驾驶作业能力 是检验评价指标效度的参

照标准
,

它对评价职业选拔测验的预测效度十分重

要
。

为此
,

我们选用以总评考核成续
,

平时学习成绩
,

管理干部评价相结合的效标评定方法

总评考核成绩
、

理论考核
、

车辆驾驶
、

故障排除

各占三分之一平时学习成绩 以平时考核成绩的平

均值作为平时学 习成绩 管理干部评价 由连 队干

部
、

教员和学员班长共同评价评价
,

经连委会认可
,

将学员分为优秀
、

良好
、

及格
、

不及格四类
,

按分类给

以相应的分数
。

以上三项的分数相加除以 作为总

成绩
,

以这一总成绩作为效标
。

以测验结果将学员分为三组
,

其中各单项 测验

成绩有一项 以上不 合格者为较差组 各项成绩均在

平均数减 个标准差以上者为优秀组 介于二者

之间者为一般组
。

效标与诸评价指标的相关分析

全部 名汽车培训学员
,

其中优秀组 名

较差组 名 一般组 名
。

每组学员各单项指标测

验的结果与总成绩的比较列于表

表 不同汽车驾驶训练成绩组心理指标

测定结果的比较

组 别
瑞文

测验

选择

反应时

优秀组 毛

一般组 ’

较差组

值

优
、

整 二

。

。

场依

存性
。

。

。

动 作

稼定性
总成绩

。

。

。

二 二
。

⋯
。

⋯ ⋯

从表 中可看出
,

优秀组
、

一般组
、

较差组三组

的各单项测验成绩
,

学习成绩均依次递减 经 检

验
,

差异均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

将 名汽车培训学员心理指标检查结果与考

核成绩进行回归分析
,

结果见表

表 心理指标测定值 与汽车驾驶

训练成绩 的回归分析

心理指标 回归方程式

瑞 文侧验 二 一

选择反应时
一 屯

一

场依存性 一
一 一

深度知觉
一 一

一

动作毯定性 二 一

进一步对测查优秀者和测者不及格者进行分

析
,

可以看到他们在考核总成绩的分布明显不同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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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类学员总评成绩分布表

侧验结果
总 评 成 绩

一 一

优秀者

有一项不合格者

有二项不合格者 一
一产 、 、、

一

差 组

—优组

测查结果表 明 优秀的学员
,

其考核总成绩无一

是在不及格栏内
,

而在 分组 中占 , 测查结

果不合格的学员
,

考核总成绩无一落在 分组

中
,

而有两项以上不合格的学员
,

考核总成绩落在不

及格栏内者
,

占
。

我们分别将选拔测验成绩作为 自变量
,

将考核

总成绩作为应变量
,

运用逐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

结果各单项测验全部进入 回归方程
,

复回归系数等

于
。

总起来看
,

本套测验的预测效度均符合要求
,

结

果是令人满意的

全军扩大试用

用编制的军队汽车驾驶员职业适宜性测验对全

军五大军区的 个单位共 名现职驾驶员进行

测验
,

并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
,

将其测查结果与驾驶

工作的质量进行印证
,

在所测全部人员中
,

两者相符

程度达

为进一步印证军队汽车驾驶员职业适宜性测验

的实用价值
,

我们对一些案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

结

果表明 本套测验不仅在选拔驾驶员时有指导作用
,

而且在驾驶员的培养
、

管理
、

交通事故预防等过程中

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下面的分析具体体现了本

套测验的上述功能

根据 组正式驾驶员 单位评价分别为优秀和

较差 在 个分测验上的平均得分绘出的剖面图 图
。

一 ,

图 优组与差组汽车驾驶员适宜性剖面图

从图中可见
,

优秀者的曲线各点均在平均线以

上
,

明显表现出该组驾驶员心理能力的发展较全面
,

智力属中等偏上
,

各项特殊能力有很强的适应性
。

在

较差组中几乎各点全在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以下
,

尤其是在反应速度
、

场判断能力
、

一般智力方面较

差 有的司机已经学习驾驶工作 年了
,

至今尚不能

单独顶车
,

并常出现小事故

小结

编制《军队汽车驾驶员职业适宜性测验 》
,

主要

目的是用于诊断军队汽车驾驶员的职业适宜性水

平 本套测验经过预试
、

实验和试用
,

得到 了很好的

统计结果 各单项测验的再测信度
,

成套测验的内容

效度
、

结构效度
、

预测效度都较为理想
。

《军队汽车驾驶员职业适宜性测验 》在部队中

试用表明它具有高效
、

准确
、

简便
、

易行的特点
,

有较

明显的应用价值
。

它不仅可用于对新从事驾驶工作

的人员进行职业指导
,

也为军队驾驶员队伍的管理

提供了科学的手段和依据
。

本套测验经在部队扩大试用
。

各单位一致认为
,

这套测验是有说服力的
,

是可靠的
,

很适合在部队实

际
,

迫切希望早 日推广正式使用

《军队汽车驾驶员职业适宜性测验 》中也包括

个性因素的测查
,

但因各部队所处地理位置不同
,

执

行任务不一
,

对驾驶员有不同的个性特点要求
,

为了

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
,

我们决定暂不列入正式测验

中
,

可供各部队在管理中参考应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