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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活动与生活质量及自觉幸福度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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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
,

北京 ! % % % !  &

∃无锡市焦化厂 卫生所&

∃保定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院&

∃铁道科学研究院老干部处 &

摘 要 利用自编的三维活动量表
,

对平均 ∋( 岁老年人 ## 名
,

研究了活动与生活质量及自觉幸福度的关

系
。

结果表 明
) � 活动量表的再测信度和内容效度基本合格 �  愿望性事件多发生减少负性情感

,

要求性事件

多发生对生活质量及幸福度有消极影响
,

两类活动的进行及后 果满意均促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幸福度
� ! 社

会性与非社会性愿望活动显著提高 生活质量
,

社会性的还提高幸福度
� 社会性要求事件多发生增加负性情感

,

非社会性的降低幸福度
,

但如进行后果满意则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 就活动内容看

,

要求性家务活动发生

与幸福度呈负相关
,

进行消闲活动可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进行锻炼活动可提高生活质量
,

愿望性工作学习

可提高幸福度
,

进行愿望性社会文往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 活动与个性特点有明显关系

,

外向者愿望

性活动进行较多
,

神经质者愿望性活动进行较少且满意度低
,

易感到要求性事件发生多但实际进行不多且不感

满意
,

精神质者较少发生进行愿望性活动的意图
。

关键词 愿望性与要求性活动 生活质量 自觉幸 福度 正性与负性情感 # ∃%

关于老年人参加活动与生活质量及自觉幸福度

的关系有多种学说
,

其中较著名有撤离说
、

活动说和

继续说
‘, , 。

近年来
,

& ∋ (∋ ) ∗+
、

, − . / 0 − 1 ∗等提出了

将活动分为愿望性与要求性两类可能与生活质量
、

自觉幸福度有不同关系的看法
‘, , 。

国内有涉及到活

动的研究
〔, ,

2∗ ,

但尚未见到专门研究
。

本工作的目的

是探讨
3

� 老年人的愿望性和要求性活动与生活质

量
、

自觉幸福度的关系
�
 社会性和非社会性活动与

生活质量
、

自觉幸福度的关系
�
! 活动内容的影响

�

4个性特点的影响
。

5 对象与方法

56 5 活动量表编制

先对 72 位老人进行开放性调查
,

了解其日常生

活活动事件
,

然后参照 & ∋( 8) 与 ,−. /0 −
的活动量表

进行改编
,

约改动 9: ;的题目
。

再次预测 75 人
,

对

结果进行项 目分析
,

修改成三维度活动量表
, 、

即
3

< => 要求类与愿望类
,

前者指外界环境对老人的压力

或责任义务
6

需要进行某种活动加以适应
,

一般不是

自愿选择的活动 � 后者指个人需要和感兴趣去做的

活动
,

做时有享受感的
。 < 7> 社会性类与非社会性类

。

<劝 按活动内容分五类
3

家务
、

消闲
、

锻炼
、

工作学

习
、

社会交往
。

愿望类与要求类各 79 题
。

愿望类有

?题
、

要求类有 ≅ 题在内容难度上难以区分
,

不予分

析
。

修改的量表再次预测 5: 人并座谈征求意见
,

最

后修改编制成活动量表
。

要求老人对每题填写近两

周是否发生此活动事件
,

是否进行有关活动以及对

行为结果的满意程度 <5 至 9 级 > 。

9: 道题目 ‘除上

述 57 题在内容维度上不予分析外 > 均按三个维度分

别分析
。

5
6

7 生活质量及自觉幸福度的测定

采用三项量表
3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
、

Α0 −Β Χ. Δ 的情感平衡量表 <其中包括正性情感和负

性情感各 9 题 > 及 1 ΕΒ 0∋ Φ Γ
和 + (/ ) ∋Η 的生活质量表

<含 5Ι 题
,

按 Ι 级评分
,

数越大越差 >
。

三项量表的

再测信度合格并具有一定的效度
〔9〕。

另采用陈仲庚

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间卷表 <# ∃% 成人 > 评定老人的

个性特点川
。

5
6

? 测试对象

被试为北京某科研单位退离休干部 2ϑ 人
。

实得

完整资料 22 人
。

男 7Ι 人
,

女 5Ι 人
。

年龄 ϑ 。一 ϑ ≅ 岁

?5 人
, Ι : 岁及以上 5? 人

,

平均 ϑΙ
6

?2 岁
,
离休 ?: 人

6

退休 52 人
。

文化程度大学 72 人
,

高中 Ι 人
,

初中 =3?

人
。

平均月收入 5 ≅Ι
6

? 元
,

家庭人均收入 5Ι :6 Κ ≅ 元
。

自觉较健康者 ?? 人
,

较不健康者 Ε 人
。

在婚 ?Ι 人
,

再婚 ?人
,

丧偶 2 人
。

5
6

2 方法

测试集体进行
,

主试者来回巡视并回答被试提



间
。

其中  ∗ 人  周后再测 ! 次
。

工作于 ! ∀ + ∀ 年冬 ,

! ∀ ∀ % 年春进行
。

 结 果

 
�

! 量表特性

 
�

!
�

! 再测信度 按愿望和要求的发生
、

进行数
、

进行占发生的百分数
、

结果平均满意度四项分析
。

就

总要求看
,

四项再测相关除满意度为 %� 美# # � ∃− 一

。
�

% ! � & 外
,

余皆 尸. 。
�

%!
。

总愿望的再测相关除满

意度为 。
�

∗  ∀ ! ∃尸一。
�

% % �& 外
,

余皆 %
�

(% 以上 ∃−

. 。
�

% ! &
,

可见是可靠的
。

社会性要求各项再测相关

在 %
�

、

∗ ! ∀ ∗ 至 %
�

( ! ∀ % 之间 ∃− 均∃ %
�

% ! &
。

非社会性

要求除发生数及进行数再测相关不够显著外
,

余两

项非常显著∃/ . 0
�

% ! &
。

社会性及非社会性愿望各项

再测相关均非常显著 ∃均 尸. %
,

% ! &
。

就活动内容看
,

要求类有少数 ∃家务及工作学习发生数
、

社会交往进

行1 及满意度 &再测相关不显著
,

愿望类除愿望家务

活动很少发生外
,

余 # 种活动各项再测相关均达显

著水平
。

 
�

!
�

 内容效度 邀请 ∋ 位从事心理学研究  % 年

以 上的心理学家就量表的以上三个维度进行评定
。

结果为对要求类题目的评定符合率为 ∀#
�

# 1
,

愿望

类为 ∀(
�

∋ 1
,
社会性非杜会性评定的符合率要求类

为 +∋
�

。1
,

愿望类为 ∀
)

� 另
。

按活动内容评定符合

率要求类为 +�
�

�写
,

愿望类为貂
�

∗ 1
。

均 +% 1 以上
。

 
�

 日常活动一般情况

就  周内发生和进行的平均情况看
,

愿望类略

多于要求类 ∃!#
、

! ∋ 和 ! 
�

�%&
,

但进行数相同 ∃均

!!
�

#∗ &
。

执行后的满意度相近 ∃要求类
)

�
�

##
,

愿望

类
)

�
�

# ∀ &
。

 
�

� 被试者的平均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幸福度平均 +
�

∀�
,

中上水平 2 个别差异较大 ∃标

准差 ∀
�

+ ∋ &
。

情感平衡较好 〔十 !
�

! +&
,

正性情感较多

∃十  
�

∗ %&
,

负性情感较少 ∃一 !
�

� &
。

生活质量中等

稍好 ∃�
�

∋ !
,

中数为 # &
。

 
�

# 要求性和愿望性活 动与生 活质量及幸福度的

关系

见表 !
。

可见
,

愿望性活动发生可减少负性情感
,

其进行比率和后果满意度可促进正性情感
、

生活质

量和幸福度 要求性发生过多对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有显著消极影响
,

但如进行并后果满意则可增进正

性情感
、

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

∗ 社会性和非杜会性活动与生活质量
、

幸福度的

关系

表 ! 要求性和愿望性活动与生活质量
、

幸福度的相关性 ∃3 “ # #&

正性情感 负性情感 也 生活 质量△ 幸福度

愿望性事 件发生 一 %
�

  ∗ ( 一 %
·

 ( ∗ !
’

一 % %   ∗ % ! !吕气

进行 1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平均满意度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少 # 4& (
’

要求性事件发生 一 %
�

% ∋ ∀ + ∃&
�

 % ∋ ! 一 。 � � � 5
“

一 6
·

�‘� !
’ ‘

进行 1 6
,

‘〕∀ # ∗ 一 % ! ( ∋ ∀ %
�

∗ ∋了巧
’ �

%
�

 + # (
·

平均满意度 。
�

�  ∋ ∀
’

一 6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 便于解释
,

正
、

负相关反 向处理
) 尸 ∃& 。∗

, ,

7

. 。
�

%!
2
下表同

社会性愿望活动与生活质量等的 关系和 上述 弥

愿望活动和生活质量等的关系趋向兄 全 一致 非社

会性愿望事件发生和正性情感呈 负相关 ∃8

一
。

�

 ∗ � (
,

尸. 。
�

% ∗ &
,

进行后果满意度与正隆情感
、

生

活质量和幸福度均有很显著正相关 引匀 / . 。
‘

。日
、

社会性要求事件多发生可增加负性情感 ∃ , 9

。
�

 ( ∀。
,

− . 。
�

% ∗ &
,

但活动结果满意去/增进正性情

感
、

生 活质量 ∃均 尸 . 。
�

% !& 以 及幸 福 度 ∃− 仗

。
�

%∗ &
。

非社会性要求活动与正性
、

负性情感无关
,

其

进行比率可促进生活质量 ∃尸. %
�

% ! &
,

后果满意度又

与生活质量 护. 。
�

%! & 及幸福度 ∃− . %
�

% ∗& 正相

关
,

后者与社会性要求活动相同
。

 
�

∋ 活动内容与生活质量
、

幸福度的关系

在愿望性活动方面
,

愿望性家务除活动满意 度

增加正性情感外 ∃尸. %
�

肠 &
,

余无相关
。

愿望消闲活

动发生 数与 正性 及负性情感 呈负相 关 ∃/ 均 .

。
�

% ∗ &
,

其进行数及后果满意度对正性情感
、

生活质

量 及宰福度均有显著促进作 用 ∃尸 . %� %∗ 和 尸.

。
�

% ! &
。

愿望锻炼的发生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 .

。
�

%∗ &
�

其进行可促进正性情感和生 活 质量
了尸 .

。
�

% ∗ &
,

后果满意度则与正性情感
、

生活质量及幸 惠

度呈正相关 ∃− . 。
�

%∗ 或 − . %
�

%! &
。

愿望工作学 习

的进行增进幸福度 ∃尸. 。
�

% ∗ &
,

其后果满意度显著促

进正性情感
、

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尸. 。
�

%∗
,

或 − .

%
�

%! &
。

愿望社会交往的进行及后果满意度均 叮显著

增进正性情感 ∃尸. 。
�

% ∗ &
、

生活质量 ∃− . 。
�

们 & 及

圭福度 ∃− . %� % ∗ &
。

就要求性活动看
,

要求性家务过多发生可降低

幸福度 ∃2 , 一 %
�

 ∀  !
,
尸. 。

�

% ∗ &
,

其进行及后果满

意度又显著提高生活质量 〔/ . 。
�

% !& 和幸福度 ∃尸

∃ 。
�

盯 &
。

要犬性 工作学习的后果满令可冷进 工 冷悄
8

浅
:

砂 ) “ : )

长 叭
一

砂
:

交尸 书一些行 2 毋离
一

仁决
一

于 晕
9



·

�  #
�

∃尸 . 。
�

% ! &
,

后果满意则可增进生活质量 ∃尸 .

%� %! & 和幸福度 ∃尸. 。
�

% ∗ &
。

无要求性消闲类及锻炼

类项 目
。

 
�

( 个性特点与要求性愿望性活动的关系

 
�

(
�

! 总要求性愿望性活动与 ; −< 的关系 结果

见表  
�

可见外向分与各项无明显相关
。

但外向者进

行愿望性活动数明显较多 ∃8 二。
�

 ∗ ( %
,

尸. 。
�

% ∗ &
。

神

经质者愿望性活动进行比率显著较少
,

活动后果满

意度显著较低
。

感到要求性事件发生多
,

但实际进行

甚少且不感满意
。

精神质较少发生愿望性活动的意

图
。

表  要求性和愿望性活动与 ;−< 的相关 肠, # #&

内外向 神经质 精神质

愿望性事件发生 %
�

!通 + %
�

% � 咬∋ 一 %
�

 ∗� +
�

进行 1 %
�

% ∀ # ∋ 一 %
�

� ∗  �
· ‘

%
�

!  ( #

平均满意度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要求性事件发生 %
�

! ∗ ∗ ∗ %
�

# % ( +二 6一  魂 

进行 1 %
�

 !曦( 一 %
�

# % � ∋
� ’

一 %
·

% ∗ ! +

平均满愈度 %
�

! � �+ 一 %
�

#  ∋ !
� �

一 %
�

!∗ % �

进行比率小 ∃尸. %
�

% ∗ &
,

满意度低 ∃尸. %
�

% ∗ &
。

要

求性社会交往进行比率较小 ∃− . 。
�

% ∗ &
,

满意度低

∃− . 。
�

%∗ &
。

精神质与各种活动内容均无关
。

 
�

,
�

 活动类型与飞−< 的关系 就愿望类看
,

活

动进行数与 外 向分有关 主要 是社会性 的 ∃8 ,

%� �%+ ∋’ / . %� %∗ &
,

非社会性的无关
。

社会性活动及

非社会性活动与神经质分关系相近
,

均神经质者活

动进行比率少 ∃社会性的 尸. %
�

%!
,

非社会性的尸.

。
�

% ∗ &
,

满意度低 ∃社会性的 − . 。
�

%∗
,

非社会性的

尸. %� %! &
。

精神质者愿望活动发生少主要是非社会

性的 ∃尸. %
�

% ∗ &
,

进行比率却较大 ∃− . 。
�

% ∗ &
。

就

要求类看
,

外向者社会性要求活动进行比率较大 ∃−

. %� %∗ &
,

非社会性的则否
。

神经质者社会性要求事

件发生较多 ∃− . 。
�

%∗ &
,

但满意度低 ∃/ . %
�

%! &
,

非

社会性的进行比率小 ∃− . %
�

%∗ &
,

满意度明显低 ∃−

. %� % ! &
。

精神质则关系均不显著
�

 
�

(
�

� 活动内容与 ; −< 关系 就愿望类看
,

外向

者社
�

会交往愿望发生较多 ∃/ . %
�

% ∗ &
,

余无关
。

神经

质者消闲愿望活动进行比率较低 ∃− . 。
�

% ∗ &
。

工作学

习愿望发生较多 ∃尸. 。
�

%∗ &
,

但倾向于进行比率较

低
,

满意度也低 ∃尸. 。
�

! %&
。

社会交往愿望发生较少

∃− . %� %∗ &
,

进行比率很低 ∃尸. %
�

%! &
,

满意度也低

∃/ . %
�

%∗ &
�

精神质除与消闲事件发生有负相关 ∃一

%� �# %�
,
尸. %� % ! & 外

,

其余均无明显关系
。

就要求

类看
,

外向者要求性家务进行数较多 ∃− . %
�

%∗ &
,

工

作学习进行比率大 ∃尸. 。
�

%∗ &
。

神经质者要求性家务

� 讨 论

�
�

! 我们参考国外文献并根据开放性调查编制的

三维活动量表的信度基本上是可靠的
。

少数变量再

测相关不高
,

可能和过去  周内发生事件变化有关
。

专家评定的内容效度符合率各项均在 +% 1 以上
,

是

合格的
。

个别题目可能需要修改
。

�
�

 在要求性愿望性活动维度方面
,

我们的结果和

5 = >= ?
、

≅ Α Β 48 Α

等的不尽相同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愿

望性事件的发生可减少负性情感
,

要求性事件的发

生过多将降低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愿望性活动的进

行可提高正性情感
、

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要求性活动

进行也可增进生活质量与幸福度
。

愿望性或要求性

活动满意度则均可提高三项正性生活质量等指标
。

结果还表明
,

愿望性与要求性两者事件的发生
、

活动

进行以及结果满意度彼此都是显著正相关的 ∃/ .

%� %∗ 及 尸. %� %! &
,

这可能与个性特点有关
。

同时也

说明将活动区分为愿望性和要求性是有意义的
。

�
�

� 在社会性和非社会性活动方面
,

社会性愿望活

动和生活质量的关系和上述总愿望活动的完全一

致
,

与生活质量等的关系比非社会性的更为密切
。

要

求性事件发生过多对老人有消极影响也主要表现在

社会性要求活动事件上
。

非社会性要求活动的进行

和社会性及非社会性活动满意度则对生活质量等有

一定促进作用
。

�
�

# 就活动内容和生活质量等的关系看
,

愿望消闲

活动的进行和后果满意度有促进生活质量等三项正

性指标的作用
。

生活质量不够好似乎愿从事锻炼
,

其

进行和满意度可促进正性生活质量等指标
。

愿望工

作学习进行可增进幸福度
。

其后果满意度以及愿望

社会交往的进行和 满意度均促进生活质量等三项正

性指标
。

总之
,

愿望社会交往或消闲活动与生活质量

等关系最密切
。

这与时蓉华
〔� ,
调查中看到的工作和

消闲活动有利于退休后适应大致相近
。

家务活动主

要是要求性的
,

发生过多可降低幸福度
,

但其进行和

后果满意又可促进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要求性社会

交往除发生数无明显影响外
,

余均与家务活动相同
。

总起来说
,

除了愿望性事件多发生可减少负性

情感
,

要求性事件多发生对生活质量等有消极影响

外
,

进行无论哪种内容
,

哪种性质的活动大都能促进

生活质量等正性指标
,

尤其是如果活动后果满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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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增进生活质量和幸福度
。

这和活动说基本一致
。

�
�

∗ 个性特点对活动情况有显著影响
。

外向者愿望

活动进行数较多
,

要求活动进行比率大
,

社会交往事

件发生较多都主要是社会性的
。

可见外向者社会性

活动多
。

我们也见到外向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度均

较高
〔” ,

这可能和他们社会性活动进行较多有关
。

神

经质分高者社会性与非社会性活动均进行少
,

满意

度低
。

社会性要求事件发生较多
,

但进行结果满意度

低
。

非社会性的进行少
,

满意度低
。

消闲活动进行少
,

社会交往愿望事件少
、

进行少
、

满意度低
。

工作学习

虽然愿望事件多
,

但进行少
、

满意度低
。

神经质分与

生活质量
、

幸福度呈负相关
〔∗〕

�

可能和神经质者进行

读动少且满意度低有关
。

精神质分与愿望性事件 ∃主

要是非社会性的& 的发生数呈负相关
,

也可能与精神

质者幸福度低
〔, ,
有联系

。

个性特点对老年 人参与活

动的影响可能是个性作用于生活质量及幸福度的重

要中介因素
。

我们编制的三维活动量表有一定应用价值
。

但

试测人数不多
,

在方法和结果分析上尚待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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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万县市 ! # 名老年人情感平衡量表的应用分析△

周建初

吴 界

邓小玲 黄素珍 金初林 ∃万县市精神卫 生中心
,

万县 ∋� #% %% &

∃万县市防疫站&

摘 要 采用情感平衡量表及多元逐步 回归 分析对 四川省万县市 !  #  名老年人进行了心理卫生状 况抽

样调查
。

在调 查的 !∗ 项社会人口 学
、

社会心理和躯体因家中
,

当
Α
一 %

�

%∗ 时
,

有 ( 项被选入方程
。

根据其回

归贡献值大小
,

显示影响老年人情感平衡的主要因素为
)

对子女满意度
、

躯体状况 自评
、

经济水平
、

性别 ∃女

性较差 &
、

婚姻 ∃不在婚差 &
、

睡眠和家庭结构 ∃独 居较差 &
。

关键词 情感平衡量表 老年人 心理卫生

要搞好老年心理卫生研究
,

首先应对其心理状

况进行较客观的评价
。

近年来一些国家先后制订出

用于评定老年心理卫生状况的量表
〔,〕 ,

并推荐使用
,

以利各地资料能更好地交流比较
。

为此
,

我们在老年

精神卫生状况流行学调查中
�

首次采用情感平衡量

表 ∃Ι ς Κ &‘
 , ,

根据所得的量化资料
,

对影响老年人

情感平衡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多因素综合分析
,

现报

告如下
。

△ 本研究得到万县市科委科研基金资助

! 对象和方法

!
�

! 对象

在万县市的  县  区中
,

以街道居民小组
、

农村

大队为抽样单位
,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共抽取 ∗+ 个

居民小组和农村 ∗ 个大队
,

凡年满 ∋% 岁及以上者按

户藉登记
,

共抽取 ! ∗ ∀ # 人
·

实查 ! � ( ∀ 人
,

访视率

+∋
�

∗ 1 , 除精神障碍筛选为阳性和因完全性耳聋或

严重躯体疾病不能回答间题以外
,

有 !  #  人完成调

查
。

本组老人平均年龄 ∋+
�

+ 岁 ∃∋ 。, ∀∀ 岁& 2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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