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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医学院校硕士研究生新生的人格特征。方法：采用普查方式，对４４０名硕士研究生新生
用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成人版进行心理测评，初步分析其人格特征。结果：外向、稳定型的被试所占比例最
大；与全国常模比较，男性两个年龄组被试在内外向维度的得分高于常模（Ｐ＜００５），精神质维度的得分低于常
模（Ｐ＜００５）；女性两个年龄组被试在内外向维度的得分高于常模（Ｐ＜００５），神经质、掩饰性维度的得分低于
常模（Ｐ＜００５），而２０～３０岁组的精神质维度得分低于常模（Ｐ＜００５）；与女性被试比较，男性被试在精神质维
度的得分更低（Ｐ＜００５），在掩饰性维度的得分更高（Ｐ＜００５）；与少数民族被试比较，汉族被试在掩饰性维度
的得分更高（Ｐ＜００５）。结论：与全国常模相比，医学硕士研究生新生人格多外向、情绪稳定、掩饰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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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ｍｏｓ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ａｒｅｅｘｔｒｏｖｅｒｔｅｄ，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ｎｏｔｃｏｖｅｒ－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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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本科
毕业生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作为未来医学人才的

精英群体，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心理状况不容忽视。

人格是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是具有一定倾向性

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１］。为了更好地了解

硕士研究生新生的心理，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管

理，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对医学院校２０１１级４４０名硕士研
究生新生进行人格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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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对医学院校２０１１级４４０名硕士
研究新生进行人格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４３０份，有
效回收率９９７３％。研究对象年龄２０～４０岁，平
均（２５８７±３３２）岁，其中男性 １７８人，女性 ２５２
人；独生子女１６８人，非独生子女２６２人；县级以上
城市生源２６９人，村、乡、镇生源１６１人。
１２　调查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设计一般情况调查
表，收集学生的年龄、性别、民族、生源地、父母职业

等基本情况，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逐项填写。

人格测评采用经典的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成人
版［２］进行，该量表属于自陈量表，包括８８道题目，
分为内外向（Ｅ）、神经质（Ｎ）、精神质（Ｐ）、掩饰性
（Ｌ）４个维度，结果以标准 Ｔ分进行评判，并根据
Ｅ、Ｎ、Ｐ维度将人格分成典型型、中间型及倾向型。
１３　数据录入和分析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
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双份录入、核查，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ＰＥＭＳ３１软件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卡方检验等符
合数据类型的统计学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１４　质量控制　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及预调查
后，再对被调查对象进行现场问卷调查。现场调查

及数据处理过程均符合心理测量学以及统计学要

求。本次调查 ＥＰＱ问卷的克伦巴赫 α系数值为
０８１４，表明本次调查可信。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４３０名医学硕士研究生新生中排
除掩饰性较强的２０人，剩余４１０名研究对象进行
气质类型：外向、稳定型的人最多 （１６４人，
４００％），其次是外向、不稳定型（８４人，２０５％），
内向、稳定型（２７人，６６％），内向、不稳定型（３６
人，８８％），其余为混合型（９９人，２４１％）。
２２　被试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与全国常模比较：
男性两个年龄组被试内外向维度的得分高于常模

（Ｐ＜００５），精神质维度的得分低于常模（Ｐ＜
００５），另外两个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女性两个年龄组被试内外向维度的得分高
于常模且差值较男性的要大（Ｐ＜００５），神经质维
度的得分低于常模（Ｐ＜００５），掩饰性维度的得分
低于常模（Ｐ＜００５），而２０～３０岁组在精神质维
度的得分低于常模（Ｐ＜００５），见表１及表２。说
明硕士研究生新生群体较常模团体更多地表现出

外向、情绪稳定、非病理性人格和更低的掩饰性。

表１　男性被试与全国常模ＥＰＱ得分比较（ｎ＝１７８，分 ）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

分量表

２０～３０岁
被试组

（ｎ＝１２５）
常模组

（ｎ＝９５）
差值 ｔ值 Ｐ值

３０～４０岁
被试组

（ｎ＝５３）
常模组

（ｎ＝９５）
差值 ｔ值 Ｐ值

Ｅ １２５９±４３２ １０６３±４４４ １９６ ３２９２ ０００１ １１７０±４５２ ９９２±３９０ １７８ ２５１４ ００１３
Ｎ １０２８±５２１ １１２６±４２６－０９８ １４９３ ０１３７ １０６４±５８８ １２０２±４５６ －１３８ １５８４ ０１１６
Ｐ ３４５±２１９ ５９６±２８４－２５１ ７３９７ ００００ ３２８±１９４ ５８５±３３２ －２５７ ５１６３ ００００
Ｌ １１８２±３５１ １２１７±３５７－０３５ ０７２７ ０４６８ １３４５±２７６ １２３９±３９３ １０６ １７３８ ００８４

注：Ｅ为内外向，Ｎ为神经质，Ｐ为精神质，Ｌ为掩饰性。

表２　女性被试与全国常模ＥＰＱ得分比较（ｎ＝２５２，分）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

分量表

２０～３０岁
被试组

（ｎ＝２３６）
常模组

（ｎ＝９６）
差值 ｔ值 Ｐ值

３０～４０岁
被试组

（ｎ＝１６）
常模组

（ｎ＝９６）
差值 ｔ值 Ｐ值

Ｅ １２５１±４４５ ８６５±４４９ ３８６ ７１４９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３８０ ８９７±４４５ ５０３ ４２６６ ００００
Ｎ １１２１±５４０ １３０６±４４２ －１８５ ２９７４ ０００３ ８６２±５１１ １２０２±５０５ －３４０ ２４８９ ００１４
Ｐ ４０８±２５６ ４９２±２９５ －０８４ ２５９３ ００１０ ４６９±２３３ ４８０±３３３ －０１１ ０１２７ ０８９９
Ｌ ９４８±３３３ １３３５±３６３ －３８７ ９３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９±３２８ １４１７±３６５ －２４８ ２５５０ ００１２

注：Ｅ为内外向，Ｎ为神经质，Ｐ为精神质，Ｌ为掩饰性。

２３　男性女性ＥＰＱ得分比较　与女性被试比较，
男性被试在精神质维度的得分更低、掩饰性维度的

得分更高，Ｐ＜００１；而男性和女性在内外向、神经
质维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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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性别被试的ＥＰＱ得分（分）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
分量表 男性（ｎ＝１７８） 女性（ｎ＝２５２） ｔ值 Ｐ值
Ｅ ５７５６±９７３ ５８００±１０２８ －０４４７ ０６５５
Ｎ ４５９６±１２５７ ４７５８±１２７４ －１３０９ ０１９１
Ｐ ４５３４±７０２ ４７３０±８４７　 －２６２１ ０００９
Ｌ ４９６３±９６１ ４２４５±９４２　 ７７２０ ００００

注：Ｅ为内外向，Ｎ为神经质，Ｐ为精神质，Ｌ为掩饰性。

２４　汉族和少数民族 ＥＰＱ得分　与少数民族被
试比较，汉族被试在掩饰性维度的得分更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其他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表４　汉族与少数民族被试的ＥＰＱ得分（分）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ｎ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分量表 汉族（ｎ＝３８９）少数民族（ｎ＝４１） ｔ值 Ｐ值
Ｅ ５７８５±９８６ ５７４４±１１７９ ０２５１ ０８０２
Ｎ ４６９５±１２６９ ４６４６±１２７６ ０２３５ ０８１４
Ｐ ４６４１±７８１ ４７２０±９２９　 －０５９８ ０５５０
Ｌ ４５７９±１００５ ４２０７±１０３７　 ２２４３ ００２５

注：Ｅ为内外向，Ｎ为神经质，Ｐ为精神质，Ｌ为掩饰性。

３　讨论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层次的学历教育，医学人才

的质量直接影响社会人群的健康乃至整个国家的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医学研究生的心理特点值得深入研

究。ＥＰＱ作为经典的人格评价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医
学、教育、司法等领域，量表本身的信效度较高，而本

次测试所得的信度也较好，符合心理测量学［３］要求。

方红丽［４］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硕士研究生群体

中四种非混合型气质类型的人格比例从小到大分别

为内向不稳定型、内向稳定型、外向不稳定型、外向

稳定型，其构成比大小顺序与本次调查一致，说明医

学硕士生多以性格外向为主［５］。医学的研究对象是

人，医生每天都需要和不同性格、处于应激状态下的

病人打交道，医生外向、随和、乐观、善于交际的性格

将更有利于医患沟通，有利于病人重获健康。

与全国常模比较，本次硕士研究生新生群体较

常模团体更多地表现出外向、情绪稳定、非病理性

人格和更低的掩饰性，这可能主要决定于硕士研究

生群体及医学生群体的特殊性。硕士研究生为高

层次人才，通常只有善于学习、目标清晰、自控能力

较强、在本科生中或在职业群体中表现较为突出的

个体才能通过研究生考试和面试，获得研究生学习

的机会；而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医学专业的要求、课

程的设置等都要求医学生做到自律、严谨、求实、客

观。综合以上因素，医学硕士研究生新生群体在人

格上与全国常模团体有较大的差异，其次全国常模

是在１９８６年修订的，距今已经２６年，社会变迁等
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本次调查发现，与女性被试比较，男性被试在

精神质维度的得分更低、在掩饰性维度的得分更

高，而在内外向、神经质两个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此结果与薛本洁等［６］对医学研究生的研究结

果一致，而上官俊［７］对大学毕业生的研究发现四

个维度均有统计学差异，与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

女生较男生更为内向、情绪更不稳定。

与少数民族被试比较，汉族被试除在掩饰性维

度的得分更高外，在其他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无差

异，其原因可能是少数民族研究生更多的分布在民

风淳朴的地区，较为质朴，而汉族研究生更多的生

活在更加复杂的城市当中，掩饰性强更利于自我保

护，故在此维度得分较高。

综上所述，被试人格以外向稳定型为主；与常

模比较本次调查的医学研究生新生人格多外向、情

绪稳定、掩饰性低，据此研究生管理者可以更加有

针对性地进行学生心理的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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