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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高中生与大学生飞行学员基本认知能力的比较研究

迟冬青 胡文东△

（第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医学院医学装备教研室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 目的：比较高中生与大学生在空军招飞基本认知能力测验成绩上是否存在差异。方法：用完全随机设计的方法，采用新编飞

行员基本认知能力测验，包括无意义图形记忆、注意力持久、局部整体图形转换、图形识别、距离判断力、三维空间认知能力测验，

对 720 名高中生与大学生进行测评，比较两者间的异同。结果：无意义图形记忆、注意力持久，局部整体图形转换，图形识别，距离

判断力测验，大学生的成绩要优于高中生的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大学生与高中生的三维空间认知能力测验成绩在

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大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的持久性和转换性、观察力等基本认知能力水平高于高中生，在

三维空间认知能力方面二者的水平是相当的，建议在今后的招飞工作中可扩大对大学生的招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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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on basic ability tests of Air

force pilots selection. Methods: Using completely random design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720 pilots selection candidates were tested
by 6 kinds of different basic ability tests，including Test of remembering meaningless graphics，Test of attention span，Test of attention
convertion ，Test of pattern recognition，Test of spatial cognitive ability，Test of range estimation ability. Results: In these tests of reme-
mbering meaningless graphics , attention span, attention conver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range estimation ability, high school students'
score were better than college student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ut in the test of spatial cognitive ability,
scor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In the basic cognitive level of memory, attention and observation,
college students is better than high school students. But they are the same i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cognitive ability. The enroll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could be expand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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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飞行员心理选拔是根据航空职业的特殊需要，运用心理学

方法，对报考飞行员的候选者进行心理素质检测与评定，选拔

那些心理素质适宜航空活动的候选者，淘汰心理素质不适宜的

候选者。通过心理选拔可以在入校前淘汰那些在心理上不适合

飞行的人，从而提高飞行员队伍总体素质、减少人为错误，节约

培训经费和确保飞行安全[1]。飞行员心理选拔由三个平台和一

个专家组组成。一平台为基本认知能力检测平台，二平台为特

殊能力检测平台，三平台为专家面试平台[2]。
以往，空军主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进行飞行员选拔，近

年来，增加了大学生生源的选拔。本研究以一平台基本认知能

力测验为研究内容，考察高中生与大学生在飞行学员基本认知

能力上是否存在差异。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参加 2010 年空军招飞复检的考生，其中高中生 336 人，大

学生 384 人，均为男性。
1.2 测试工具

使用第四军医大学航空航天医学系研制、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监制的 DXC-6 型多项群体心理测评仪直接

进行测量，测验题目声音影像双通道呈现，计算机自动记录每

个被试的答案与每道题的反应时间。
1.3 测试方法

按照完全随机的方法，每组被试安排 25~52 人进行 2~3 个

测验，每组测验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每个测验前先播放指导

语，确定被试理解题意后开始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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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测试内容

测试内容主要包括：距离判断力测验，检测被试通过直接

感知当前刺激对距离作出判断的能力；三维空间认知能力测

验，检测被试的三维空间定位及想象能力；无意义图形记忆测

验，检测被试的短时记忆能力；注意力持久测验，检测被试的注

意的集中能力、持久能力和知觉的速度与准确性；局部整体图

形转换测验，检测被试在同时进行的需要执行操作的两种任务

间分配资源的能力以及在执行复杂任务时操作上或心理定势

间的来回转换提取策略的能力；图形识别测验，检测被试的观

察的准确性及迅速目测目标的能力。
1.5 统计学方法

测验结果采用的评定指标是单位时间的正确率，即每 100
秒内的正确个数。在 95%的参考值范围内，删除结果中正确个

数少于（x-1.96s），反应时间超过（x+1.96s）的极值。修正后经检

验，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应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正态性检验和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六项测验成绩

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无意义图形记忆测验，注意力持久测验，

局部整体图形转换测验，图形识别测验，距离判断力测验，大学

生的成绩优于高中生的成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在三维空间认知能力测验上，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成绩在统计

学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结果见下表。

测验项目

Test

高中生

High school students
大学生

College students t 值 P 值

x±s N x±s N

无意义图形记忆

Test of remembering meaningless graphics
14.91±4.41 154 21.47±6.87 157 2.50 0.01

注意力持久

Test of attention span
18.17±2.04 153 19.63±2.43 171 5.84 0.00

局部整体图形转换

Test of attention convertion
31.97±7.03 137 42.05±7.13 166 11.60 0.00

图形识别

Test of recognition
14.79±3.23 166 15.64±2.84 182 2.59 0.01

距离判断力

Test of range estimation ability
16.35±5.69 138 25.71±6.05 118 12.70 0.00

三维空间认知能力

Test of spatial cognitive ability
5.87±1.44 165 6.04±1.30 173 0.61 0.30

高中生与大学生的基本认知能力测验成绩比较结果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basic cognitive ability tests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3 讨论
3.1 三维空间认知能力测验成绩的无差异的原因

良好的空间定向能力是飞行员最特殊、最重要的能力之

一。飞行员基本认知能力与常模之间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飞行

员有显著的空间认知特征[3]。因为飞行员是在三维空间驾驶飞

机完成各种飞行训练和任务的。飞行空间定向是飞行员对地空

目标、飞行状态、位置以及自身与飞行环境之间空间关系识别

和判断的一种认知过程[4]。
心理学者用因素分析来研究智力的结构，虽然他们得出的

智力结构不尽相同，但他们得出的共同点都是这些智力成分都

是相对独立的。例如，Louis Thurstone 的基本心智能力 [5]和

Gardner 的智力多元理论都把空间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智力成

分[6]。与记忆力、注意力、推理能力等呈正相关的学业考试，基本

未涉及到三维空间认知能力，小学至高中期间，学生在此能力

上未得到过训练，所以相对于其他的智力成分，它更是一种“天

赋”。所以高中生考生与大学生考生在此能力上并无差异。
3.2 在无意义图形记忆测验

注意力持久测验，局部整体图形转换测验，图形识别测验，

距离判断力测验方面，大学生的成绩优于高中生的原因。
3.2.1 生源的不同 由于高考无望，部分学业成绩不良的考生

转而参加飞行员选拔考试，高中生被试中包含了一部分学业不

良的考生。而大学生都来自一本或二本的高等院校，这些大学

生的学业成绩要优于这部分学业不良的高中考生。
认知能力指接受、加工、储存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广义上认

为，知觉、记忆、注意、思维的能力都被认为是认知能力[6]。从大

量的文献中可以看出，研究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时，更多的采

用简单的单项基本认知能力测验或组合[7-9]。有研究证实，认知

能力测试与学业成绩呈正向关系，个体的认知能力越强，学业

成绩越优秀[10][11]。
所以包含了学业不良的高中生被试的基本认知能力测验

成绩就低于大学生被试。
3.2.2 液体能力发展水平的不同 液体能力是指在信息加工和

问题解决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比如类比、机械记忆能力、
演绎推理能力等[12]，即基本认知能力测验所测试的内容。

液体能力的发展与年龄有密切关系。一般人在 20 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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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能力的发展达到顶峰[6]。高中生考生的年龄在 17~18 岁，大

学生考生为大二、大四的学生，年龄分布在 20~24 岁。相比于高

中生，大学生正处于液体能力发展的顶峰时期。
根据心理学理论和飞行训练内容，飞行员应该具备以下

基本能力：良好的空间定向能力、灵敏的知觉和观察能力、良好

的注意品质、记忆迅速准确、思维敏捷等[1]。这些能力对于飞行

员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大量的研究表明, 优秀的认

知功能是飞行员必备的心理品质[13]。飞行员工作记忆、短时记

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都显著高于常模,说明飞行员属于基本

认知能力较高的人群 [14]。空军飞行员是空军战斗力的基本单

元，作为一个合格的空军飞行员必须有广泛的知识作为强有力

的支撑，同时对于瞬息万变的战场，又需要飞行员有着敏捷的

思维和灵活掌控战场态势的能力[15]。二本以上高等院校的大学

生们基本认知能力水平整体较高，智力发展正值顶峰期，理论

基础好，知识面广，接受能力强，对于自己作出的选择更加理智

成熟，比较应届高中生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扩大大学生的招

飞规模对提高飞行员的整体素质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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