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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理测评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心理学方法来衡量出不同人

类个体存在的智力水平的不同以及性格方面的差异[1]，是一种

心理学中广泛研究的科学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征兵、

企业招聘等各行各业的多种领域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2]。

心理测评是一种为了诊断人与人之间不同心理和性格区别的

科学[3]。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学识、能力、技能、态

度、兴趣和人格特征等方面。人的行为往往反应着人的内心世

界。心理测量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行为而对他的某种心理特征做

出的一种解释[4]。

1 传统心理测评教学的不足

传统心理测评主要是采用常用的教学方法，采用师生面对

面的方式进行教学。讲课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心理学的基本知

识、心理测评及其基本原理、心理测评的常用方法，同时对实施

心理测验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常用的智力测验、人格测验、临床

测验及职业测验的量表等进行介绍[5]。心理评价测验的指标包

括信度、效度、难度的概念以及其对测验结果的判定。在学生了

解基本的概念以及基础理论后，教师会给学生讲一些心理测试

应用于实际中的例子，让学生在学习了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

例子对这些知识有所巩固[6]。传统心理测评教学技术中，授课的

全部内容主要是依靠课堂教学来完成，而这种教学方式其优点

是学生基本知识概念掌握扎实理论水平高[7, 8]，存在的缺点是学

生学完之后动手能力不强，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不能够把课

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很好的转化为实际应用技术[9]。众所周知，心

理测评技术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该课程最主要的意义应

该是在学完这门课程后可以应用实际学到的理论去解决实际

应用中的具体问题[10,11]。因此，目前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远远

不能满足我们所要达到的教学期望和目标。就以上心理测评现

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教研室经过调研和研究，改革以往本

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12]，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使心理

测评这门课程变的生动有趣，具有可操作性，使学生在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后可以迅速的将心理测评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并取

得良好的效果[13]。下面我们将介绍这种主要针对传统教学方法

不足而建立的一种创新教学方法。

2 多种方法结合应用于心理测评教学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讨论，我们了解到目前大多数心理测评

技术在讲解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所以根据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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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教学流程图

Fig.1 Teaching flow chart

的教学和实践经验，我们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可使学生快

速掌握心理测评技术理论以及将其应用于实际中的方法[14]。目

前传统军校学员心理测评教学课程都只偏重于课堂的授课[15]，

并且授课内容都是注重传统的基本概念以及原理的教学，而军

校学员毕业之后面临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基层官兵的心理健康

保障，所以将理论知识融入实际操作和应用中[16]，且能够快速

的进入工作状态才是我们教学关注的重点。我单位授课对象都

是航空航天临床医学的五年制学员，考虑到这些学员以后面临

的实际工作环境主要是航空场站以及各大军队医院，而这些学

员目前已经学习过航空航天心理学以及其他一些航空医学基

础课程，所以我们会根据学员目前的学习基础来对课程做一些

调整[17]。在传统心理测评课程注重基本概念和理论教学的基础

上，加入了比较实用的课程，即目前军队广泛使用的心理测评

仪器（DXC-6型心理测评仪）的使用操作以及结果评价教学[18]；

并在此基础上开设了动手实践课[19]，让学员亲自体验操作组织

心理测评工作的具体流程，以及在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

惑，使学员在进入基层部队和实际工作后可迅速开展工作，保

障官兵心理健康；最后开设课堂分小组讨论课，学员之间分享

和交流经验，加深整个课程的印象[20]。下面介绍一下本课程的

教学流程。具体教学流程图如图 1所示：

首先对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进行梳理和总结，使学员对心理

学的基本知识有所温习和熟悉。接下来讲解心理测评技术相关

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心理测评的常用方法以及实施心理测验时

的注意事项，常用的心理测验的量表以及一些常见的心理测评

的实际应用举例。通过这些讲解，使学员对心理测评的概念和

原理有一个系统的学习，同时通过一些心理测评的实际应用例

子，了解在实际应用中心理测评的方法、技术和目的。

通过以上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大部分学员已经对心理

测评技术有所了解和掌握，但是对将这些所学的知识如何应用

于实际中，如何对被试人员进行有效的测评，同时对这些测评

结果做一个科学有效的解释和分析，还是感觉无从下手，没有

头绪和依据。目前，常用心理测试的量表非常多，各种心理测评

技术也是种类繁多，主要分为纸笔测试以及计算机辅助测试。

纸笔测试的形式应用起来比较方便也比较普遍，但是受到测试

环境及条件的影响，测试效果却并不是非常理想。而计算机辅

助测试则相对效果比较好些，测试效率相对比较高。鉴于此，我

科室自主研发了一套便携式计算机辅助心理测评系统，该测试

系统由无线答题遥控器，接收答案基站以及计算机软件测试和

评价系统组成，每次最多测试 64人，测试完成后可立即给出测

试报告。该测评系统经过数万人次实验数据的收集，其测评结

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获得业界一致好评，并且已经在全军列

装和推广。我们将这种测评系统和标准引入课堂，使得学员对

心理测评技术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从准备测评、实施测评到

最后的测评结果分析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通过以上的教学，我们将学员的学习成果转换为实际操

作，让学员亲自动手去实施心理测评。在实际测评中将遇到的

问题和心得记录下来，拿到课堂上与同学和老师进行分享和讨

论。同时将心理测评数据收集好，在课堂上随机将学员分成几

个小组，各个小组内部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集体讨论，使各个

学员了解自己与其他学员在测评数据分析方面的差异，及时调

整自己的偏差以及分享自己的经验，实现学员之间实际操作经

验的共享，快速提升自我能力。

3 小结

由于我们面对的教学对象都是军校学员，毕业后大部分都

被分往基层部队，从事部队医疗工作，其中很多人做为心理医

生为广大官兵做心理测评，这就需要学员能够独立的组织心理

测评工作并且可以快速的学以致用。针对这种要求我们对以往

的心理测评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对其不能适应我们学员实际工

作需求的部分做出改革创新和调整，通过具体的心理测评仪使

用流程教学，动手操作实践课程以及小组讨论课程，使学员将

实际概念理论融入应用实践中，使学员能够快速适应部队实际

工作要求。通过学员的跟踪调查对比以及部队用人单位反馈发

现，上过创新调整后课程的学员在进入工作岗位后比以前传统

教学的学员更易开展心理测评工作，得到了基层部队的广泛好

评，从而更加适应实际工作需要，更好的为广大官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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