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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研究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入手，运用<16项人格 因素问卷，16PF》等心理测验方法和模糊聚类分 

析、灰色关联分析等数学方法，探讨了大学生的体质水平与心理健康因素，以及影响体能发挥的相关心理因素 

内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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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n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physical constitution 

and mental health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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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嘲 ：Proceeding from students’individual characters，using the manifold mean$ of 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s and 

mathmatical methods of fuzzy cluster analysis and grey correlation an alysis，and SO on，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inner re— 

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udents’physical constitution levels and mental health factor and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eains 

the elaborateness of physic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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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生体质，是学校体育本质功能；而个性(人格)的 

健全，又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本课题从研究大学生的个 

性特征人手，探讨了大学生的体质水平与心理健康因素，以 

及影响体能发挥的相关心理因素内在的关系，旨在为系统地 

研究心理因素在增强学生体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心理诊 

断的方法和心理学的理论依据 。 

l 研究方法 

本课题由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大学工作部(原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组织实施。 

1．1 研究对象 

我国高校 1 475名大学生，年龄为(19 61-1-0．85)岁。其 

中，男生 825人，女生 650人。运用 Fuzzy综合评判与极大似 

然多级判别的数学方法，将学生体质分为优、中、差 3类。J 

(优)／>0．65；0．45≤ (中)≤0．64；j(差)≤0．44。按类别随机 

抽样 ，组成对比实验组 ：A组 (优生)231人 (男 128人 ，女 103 

人)；B组(差生)191人(男 98人 ，女 93人 )；C组(男生)自然 

实验班 4个，共 145人。 

1．2 研究方法 

(16项人格因素问卷，16PF)、(90项症状 自评量表。 

sCI 0)、<状态一特质焦虑量表，STAI)、<体育意志问卷>、 

<体育心理负荷量表>、灰色关联分析、模糊聚类分析等。对 

实验组 5种心理测验，重测相关 系数为 0．89～0．91之间 (P 

<0．001)。 

2 结果与分析 

2．1 16PF测验和模糊聚类分析 

R．B Catell编制的<16项人格因素问卷>(Sixteen Person． 

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16PF)，是以常模为参照判别一个人 

的个性 (人格)结构 ，可进一步解释次元(复合)个性 (人格)因 

素，并借助于公式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加以诊断。 

2 1 1 个性类型判别模 式 16PF测验数据，在 586DX型微 

机上，进行了模糊聚类分析(以绝对值减数法标定，确定论域 

的相似关系 ，求得 R=(r )nxn等价关系，取 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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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构建 6种类型初始模型。然后采用贴近度的数学方法 

进行类别界定 ，最后经统计 运算求 出 6种个性 类型判别“模 

式”。其特点为 ：I类，乐群兴奋；Ⅱ类，恃强敢 为；Ⅲ类 ，聪敏 

紧迫；Ⅳ类，自信安定；V类，中常随和；Ⅵ类，忧虑懦弱。16 

项因素的均值 ，如表 1所示 。 

表 1 个性类型与 l6项因素均值模型 

2．1．2 个性心理健康因素对比 个性心理健康因素计算公 

式：C+F+(11一O)+(11一Q4)，测试总分在 4～40分之 间， 

平均为22分，以分高者为佳。个性类型人数分布所占比率 

和 tD理健康均值，如表 2所示。 

表2 个性类型分布与心理健康分值 

tD理健康均值对比，反映_r体质“优生”(A组)均值高于 

体质“差生”(B组 )，差别非常显著(P<0．001)。究其原 因， 

这是由于在情绪稳定性 C、自信兴奋性 F、低忧虑 0、低紧张 

Q 等个性因素上，体质“优生”强于“差生”所致。 

文献研究表明，个性(人格)因素并不直接影响人的体质 

与健康，它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认知活动调节外显 

外为；另一个是通过情绪、情感(由植物性神经系统和 内分 泌 

腺调控 )的作用 ，影响机体 的生理 、生化过程。只有 中枢 神 

经 、内分泌腺和免疫 3个系统的相互影响，才能使精神因素 

转变为生理因素 ，在心理社会 因素导致疾病过程中起 中介作 

用，进而影响人的体质和健康。因此在体育实践中，发展个 

性 、健全大学生的个性心理 品质 ，对于增进学生 的身心健康 

具有重要的意义。 

2．2 SCL一90测验和心理症状分析 

L．R．Derogatis编制 的 9o项症 状 自评量表 (se1f—report 

symptom inventory symptom check—list90，SCL一9o)，是 以心理 

症状为准则，诊断人的·tD理症状轻、重程 度。该量表对于有 

心理障碍或心理障碍边缘的人有良好的区分能力；但对于健 

康人则区分能力NX,f较低。16PF测验的是 一个人稳定的个 

性特征水平；而 sCI-舶 测验的则是一个人某段时间里的心 

理症状程度 ，两种心理测验量表结合运用，可提高对大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价值。 

2．2．1 心理症状因子分比较 SCL一90测试表明，本课题总 

体样本因子分均值 与全国青年组常模作平均数差异性检验 ， 

在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等因子均分 

差别具有显著性 ，如表 3所示。 

表 3 大学生与全国青年组常模比较 i±s 

本研究与国内学者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是。SC卜  

90测验因子分高者，并非全是心理机能不良者。例如在紧 

张的考试环境里，焦虑倒置反而不正常；而因子分低也并非 

全是·tD理健康的人 ，有可能是 潜在的心理机 能不佳者。因 

此，对于 sCI O测试，不能单纯依据因子分的均值对比来 

绝对判断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准。 

2．2．2 体质差异与心理症状分析 ScL一9o测试阳性项目 

数 ，是指被试者“有症状”的项 目数。阳性症状均分 ，指心理 

症状的轻、重程度。心理测试阳性项目和阳性症状均分少者 

为佳。 

(1)阳性项目数对比：①优生(男)23．81±2．25小于差生 

(男)25．33±2．61(P<0．001)；②优生(女)24．08±2．37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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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女 )25．62±2．47(P<0．001)；③优生 (男 )与优生 (女 ) 

相 比，差别显著 (P<0．01)；④差生 (男)与差生(女)相比，差 

别不显著(P>0．05)。 

(2)阳性项 目均分对比。优生 (男 、女)2．38±0．54小 

于差生(男、女)2．46±0．60，差别不显著(P>0．05)。 

SCL一90测试表明，大学生体质优、差对心理健康水平 

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 ，对于大学 生个体而 言，这并非 

是绝对的 ，因为有个别的体质“优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 

障碍。值得提出，大学生这一群体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 ：一是 

承受学业任务的压力；二是独立应付日常生活与活动；三是 

肩负未来择业等多重心理负担。因此，揭示体质与心理健康 

的内在关系，还需要在心理诊断方法和体质研究上进行多方 

面的探索。 

2。3 体质与心理因素关联分析 

对 1991—1995年实验班(C组 )大学生的体质状况与制 

约体能发挥的诸心理因素发展态势(逐年测试数据)，进行灰 

色关联分析。体质模糊综合评价均值 X (k)为参考数列，体 

育意志 l(k)、体育心理负荷 (k)、状态焦 虑 3(k)、感知 

能力 4(k)等心理测试均值为比较数列 X (k)。按公式(1)、 

(2)求解关联系数 (k)和关联度 

i Xo( )．Xi( )i+0．5 i X0( )一Xi( )i 
p ， ， 、 l ^ J 

iX0( )一Xi( )i+0．5 i ( )一Xi( )i 

(1) 

1 n 

ri=÷ ∑ (k) (2) “i
= l 

关联度排序为 rl(意志)0．675>r2(负荷)0．550>r4(感 

知)0．506>h(焦虑)0．382。 

关联度分析表明：(1)体育意志不仅是体能发挥的重要 

心理因素，而且坚强的意志又可以控制消极的情绪，调节人 

的心理状态，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2)体育心理负荷承 

受能力和运动感知能 力，也是制 约体质发展的重要 心理 因 

素，它对于提高人体适应能力和迅敏反应能力有显著的价 

值 。(3)状态焦虑是一种复合性 负向情绪 ，当焦虑处于常态 

范围时有着适应性意义 ，但过度的焦虑会造成心理紧张影响 

心理稳定性 ，易产生心理异 常，削弱大学 生运动能力正常发 

挥。因此，培植良好的情绪，提高心理自控能力，才能消除不 

良情绪对体能素质的影响。 

3 结论 

研究大学生的体质与心理健康因素的内在关系，须从心 

理测量学原理出发，有针对性地综合运用 16PF和 SCI—90 

两个量表 ，并辅以其它心理测验的方法。 

(1)16PF测试和模糊聚类分析，表明了体质<优生>与<差 

生>两类学生在个性类型分布趋向、个性心理特点、心理健康 

平均分值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体质<优生>优于体质<差 

生>。 

(2)大学生 sCI 蜘 测试，在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 

虑、敌对、恐惧、偏执等 7项因子均分上，高于全国青年组常 

模，其差别具有显著性。在阳性项目数上，体质<优生>低于 

体质<差生>，但在阳性项目均分上无显著差异。 

(3)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数学方法，揭示了大学生体质 

状况与体育意志、运动心理负荷能力、运动感知能力、状态焦 

虑等心理因素的内在关系，并 由关联度的大小确定了诸心理 

因素的制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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