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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下知识女性心理素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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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表明, 我国知识女性的心理素质有如下特点: 在智能素质、心理健康水平、职业心理、角色调

控及开拓性、适应性素质方面均优于普通女性; 在情绪波动性、工作压力感上高于知识男性; 在角色满意度、智

能素质水平上低于知识男性。从发展角度看, 中年知识女性的压力感最强, 而心理承受力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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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研究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 知识经济时代的女性以她们特有

的实力与风采登上了社会的大舞台, 扮演着丰富

多彩的角色, 闪烁着炽热的光彩。根据 1998 年国

家统计公报, 我国女科技人员达 988 万人, 占科技

人员总数的 36. 91% ; 各级各类学校中女教师比

例为 34. 2%～ 47. 4% ; 全国女大学生、女硕士、博

士生人数达 124 万多, 分别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36. 42% (1978 年为 20. 7% ) 和 30. 35% (1978 年

为 9. 9% ) ; 女专业人员占全国专业人员总数的

45. 3% (1990 年为 39. 6% )。作为知识分子, 她们

在社会转型阶段、在知识经济竞争浪潮中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与成功的机遇; 作为女性, 她们在快速

变化的生活节奏中又承受着家庭与事业双重角色

要求的压力与选择。无论是挑战与机遇, 还是压力

与选择, 都会给她们身心健康、工作业绩和生活质

量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如何引导她们从正向视

角审视这些问题, 就成了心理学关注的焦点。

西方职业心理学家研究指出: 员工的身心健

康、职业压力及对工作的满意度、社会应激与反应

等问题不仅受外界信息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

长短的限制, 而且还受其心理素质的制约。这意味

着心理素质的质量决定着员工身心健康水平、工

作效能感、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从这个意义

上说, 全面提升知识女性的心理素质就成了研究

上述问题的切入点。

所谓心理素质是指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 把

外在获得的东西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衍生性的

并与人的社会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

理品质。这种心理品质的内容包括智能素质、个性

心理素质、社会适应素质 (含心理健康素质)。何谓

知识女性的心理素质?目前, 学者们对它尚未给出

一致的界定。我们在《知识女性心理素质探析》一

文中指出: 根据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理念, 处于同一

文化背景或亚文化环境下的人, 他们的思想、观

念、习惯、心理素质等内容应该具有相似的烙印与

底色。虽然知识女性属于特殊的职业群体, 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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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一样, 同样呼吸着时代的新鲜空气、抚摸

着社会跳动的脉搏、感受着经济腾飞的热浪、承受

着生存与发展的压力等。因此, 她们心理素质内涵

与其他人是基本相同的, 即包括智能素质、个性心

理素质、社会适应性素质。所不同的是, 由于她们

是职业女性, 一方面, 要着染上职业的风采, 另一

方面, 又不可避免地蕴含了女性角色特有的心理

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界定, 知识女性心理素质应该

在一般心理素质的三个维度基础之上, 再加上职

业心理素质和女性角色心理素质。

近年来, 关于各类女性的心理状况与心理特

点的研究引起了人们普遍关注。西方心理学家对

女性的社会角色、职业生涯的发展等方面作了大

量研究[1 ] , 提出了女性职业生涯的发展理论。国内

研究者方俐洛、凌文辁等对于我国城市女性的人

格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2 ]。也有研究者从发展心

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女性心理困扰的来源与

调节办法[3 ]。有人对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人格特点

也进行了比较研究[4 ]。然而对知识女性心理素质

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

1998 年, 我们承担了教育部“九五”课题《现

代高校知识女性心理素质的状况分析》, 对我国

20 余所大中小学校的知识女性心理素质状况作

了系统全面的调查与分析。本文是这次调查研究

的部分成果, 将它展现出来, 其目的是使我国决策

机关、管理部门及教育与心理学研究者了解和掌

握她们心理素质的现状, 为有目的、有计划、系统

地提高她们的心理素质提供心理学依据。

　　二、问题实际考证过程

(一)调查对象

我们以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全国五个地

区 (东北、华北、西南、西北、东南沿海地区)随机抽

取 15 所高校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吉林工业

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齐齐哈尔大学、佳木斯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林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等) , 选取被试 800

人, 在长春地区的中、小学各随机选择教师 200

名, 非教师 200 名。被试平均年龄为 35. 26 岁, 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被试类型

被试类型
性　　别 学　　历 婚　　否

男 女 专、本科 博、硕士 未婚 已婚

非教师

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

大学教师

18. 5%

10. 2%

63. 4%

　14%

81. 5%

89. 8%

36. 6%

　86%

95. 6%

94. 3%

95. 4%

65. 1%

4. 4%

5. 7%

4. 6%

34. 9%

13. 9%

28. 4%

23. 6%

10. 6%

86. 1%

71. 6%

76. 4%

89. 4%

　　 (二)研究材料

依据心理素质的内涵, 我们结合知识女性的

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开放式、封闭式问卷调查, 召

开了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 收集了国内外有

关量表。在此基础之上, 编制了知识女性心理素质

测查问卷。本问卷分为四个部分: (1)测试对象的

个人情况; (2)个性心理问卷 (艾森克 1975 编制的

EPQ 个性问卷, 由陈仲庚修订) , 以 0, 1 计分, 共

85 题; (3) 心理健康问卷 (5 个维度, 25 题)、职业

心理问卷 (5 个维度, 25 题) 与女性角色心理问卷

(3 个维度, 22 题) , 共 72 道题目, 以L ikert 的 5 点

自评式量表计分; (4) 智能素质问卷 (5 个维度, 12

题, 参照国家公务员考试综合能力试题修订而

成) , 要求在 5 分钟内完成, 以 0, 1 方式记分。各子

问卷的 C ronbach a 系数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60～ 0. 79, 问卷的再测信度为 0. 52～ 0. 69。

(三)研究程序

以邮寄和现场调查方式进行问卷的调查, 为

保证答卷的回收率与答题质量 (激发答题动机) ,

每份问卷附赠一份小礼品。发出问卷 1200 份, 收

回有效问卷 1192 份。调查时间为 2000 年 1 月～

2000 年 9 月。

　　三、问题考证结果与分析

(一)知识女性个性心理素质的一般特点

个性也称人格, 是一个人整个心理面貌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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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是衡量人心理素质好坏的重要标准。通过调查

结果表明, 在艾森克 EPQ 个性问卷的四个维度上

知识女性表现出以下特点:

1. 在内、外倾性维度上, 知识女性比普通女性

更具外倾性。与知识男性相比, 则外倾性明显偏

低, 这表明知识女性比普通女性更乐观、随和, 更

有开拓精神, 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而与知识男性

相比, 她们则显得相对较为保守、平和、严谨, 考虑

问题更周到、细心等。这与她们更多地保留着我国

传统女性美德特点有关, 如温和、含蓄、克制、忍

让、凝重等。

2. 在情绪稳定性维度上, 知识男性明显优于

知识女性, 而知识女性则优于普通女性。这不难看

出, 与知识男性相比女性更敏感, 更容易紧张、焦

虑, 而知识女性比普通女性更容易节制、平静, 遇

到同样的问题更能想得开, 也就是说更善于调节

自己情绪的紧张与焦虑。

3. 在精神质维度上, 知识女性显著低于普通

女性, 也低于知识男性。这反映出知识女性更合

群、更容易适应外界的环境, 对社会富有很强的同

情心和责任感。而普通女性则表现出对外界环境

有较强的防御心理和危机感。

4. 在掩饰性维度上, 知识女性略高于普通女

性和知识男性。这说明知识女性在事业与生活中

善于自我控制, 掩藏自己内心冲突与矛盾, 以便更

好地应付工作与生活的要求。韩向前 (1989)等人

的研究结果也说明教师具有外向、情绪稳定、倔强

性低的人格特点, 这对于她们更好地完成塑造学

生人格、教书育人的任务是非常必需的[5 ]。

(二)知识女性心理健康水平上的特点

心理健康是保证一个人能够正常而有效地学

习、工作、生活和交往的一种良好而完善的心理状

态。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知识女性身

体健康、家庭幸福和事业成功的质量。我国学者认

为心理健康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 智力正常、情绪情感协调、意志健全、行为反应

适度、社会适应良好[6 ]。因此, 我们从自我观念、情

绪、情感健康、心理承受力、意志品质和社会适应

五个方面考察了当前形势下知识女性的心理健康

状况。

1. 在健康的总体水平上, 知识女性 (57. 0±

10. 8) 明显优于普通女性 ( 52. 3±11. 4) ( t =

- 5. 412, P< . 001) , 知识男性 (58. 9±10. 8) 略高

于知识女性。其中知识女性心理健康水平偏低 (低

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 的人数比例为总体的

18. 8% , 心理健康水平极低 (低于平均数两个标准

差)的人数占总体的 3. 4%。

2. 情绪情感健康维度上, 知识女性 (24. 41±

5. 83) 低于普通女性 (24. 69±6. 74) , 这说明知识

女性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烦恼与矛盾要多于普

通女性。任何一位知识女性都要面对着家庭中的

各种生活琐事, 又承受着事业上的压力, 如科研水

平提高、评职晋级、自身学历提高等, 这些具体的

问题是其情绪情感压力的来源。

3. 自我观念维度中, 知识女性 (22. 51±4. 84)

的得分明显高于普通女性 (20. 67±5. 47) , (P <

. 001)。这说明尽管知识女性身受压力, 但她们始

终比普通女性更积极乐观地接纳自己、承认自己、

评价自己。

4. 心理承受力上, 知识女性 (20. 78±6. 05)又

显著优于普通女性 (18. 23±6. 52) , (P < . 001)。

这表明女性在面临同样的困惑与烦恼时, 她们能

够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自我心理“按摩”,

能快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5. 在意志品质、社会适应性上, 知识女性与普

通女性却无显著差异。此外, 知识女性在心理健康

的各维度上的得分都低于知识男性, 但是相差不

大。正如心理学研究认为, 21 世纪的知识女性在

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中, 其自身的社会地位、经济

待遇与价值实现等方面都与男性相等。也就是说,

这种特殊的职业生涯, 为她们施展才华、开发潜能

和实现自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土壤。她们在

这片土壤上接受了丰富的精神文明的呼唤与熏

陶, 同时也使她们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现代观

念与思潮。所以, 她们能够像知识男性一样, 以自

身的优势成为先进观念与行为的接纳者与先行

者。与此同时, 鲜活的个性也在此诞生。

从年龄发展的角度看, 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

呈“U ”型, 即青年期知识女性与老年期知识女性

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中年期知识女性。中年

知识女性在自我观念与心理承受力水平上都是三

个年龄段中最低的, 而在意志品质与社会适应维

度上则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知识女性。

概括地说, 知识女性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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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通女性, 但是略差于知识男性, 中年知识女性

面临的心理压力最多, 心理健康水平最低。因此,

我们要对中年知识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给予必要

的、足够的重视。

(三)知识女性的职业心理特点

职业是个人谋生的一种方式。就职业来讲, 它

是个体借以实现自我、发展和表现能力的一个重

要场所, 而职业角色也成了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

形式。人们不仅通过扮演职业角色得到物质上的

利益, 而且要借以得到心理或精神上的满足。知识

女性主要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和学习活动,

所以, 她们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心理素质。

1. 在职业动机方面, 知识女性与知识男性以

及普通女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2. 在职业价值感上, 知识女性 (19. 75±4. 15)

显著高于知识男性 (18. 56±3. 79) , (P< . 01) , 与

普通女性的差异不大, 说明知识女性比知识男性

对自身的职业价值的评价要高。这主要与我国“男

主外, 女主内”的旧观念有关。

3. 在职业满意度上, 知识女性 (18. 40±3. 71)

同样显著高于知识男性 (17. 51±3. 68) , ( P <

. . 01) , 但与普通女性的差异不明显。这又一次表

明知识男性对于自己的职业满意度较差。

4. 在职业效能感上, 知识女性 (15. 69±3. 52)

明显优于普通女性 (14. 87±3. 87) , 与知识男性差

异不明显, 说明知识女性对工作的胜任感高于普

通女性, 对自己的能力水平更加自信, 但与知识男

性相比则不如男性更自信。一方面她们得天独厚

的工作领域与氛围, 不仅使她们能够体验到成功

的快乐, 而且也常常因自我价值被肯定、接纳与欣

赏而提高自信感。另一方面, 由于她们面对的对手

是强大的男性群体, 在竞争与合作中又感到心有

余而力不足, 自然会使“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感觉

消失。

5. 在职业压力感方面, 普通女性的压力感

(8. 13±3. 28) 显著高于知识女性 (7. 64±2. 99) ,

(P< . 05) , 而知识女性的压力感又显著高于知识

男性 (7. 15±2. 63) , (P < . 05) , 说明女性的职业

压力感普遍高于男性, 而普通女性又高于知识女

性。因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较男性更苛刻、更严

格, 甚至更无情, 尤其是那些下岗后再就业的职业

女性面对的压力更大, 相比来说, 知识女性在这方

面的威胁就减轻了许多。因此, 压力感比普通女性

小, 但比知识男性大。

从年龄发展的角度看, 老年知识女性的职业

动机最高, 中年期知识女性的职业压力感最大, 成

年期知识女性的职业价值感最低, 职业效能感则

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由此可知, 中年期知识

女性工作压力最大、烦恼最多, 她们在这段时期要

面临家庭的压力, 如子女升学、就业, 老年父母的

赡养、照料等; 工作的压力, 如知识的更新、评职晋

级、人际关系冲突等; 生理与心理的压力, 如更年

期综合症的冲击等。这些对于中年期知识女性的

身心健康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知识女性的角色心理特点

女性角色心理是指对自身性别角色、社会地

位的认可和履行女性义务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

心理品质。而知识女性的角色心理又有别于其他

职业女性群体。首先, 对于女性角色认知主要包括

对传统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女性所履行的义

务及其社会角色规范的认识与奉行程度。知识女

性要在家庭、事业、婚姻中扮演多种角色, 履行各

种责任, 同时还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

她们对扮演好这些角色的认识十分重要。其次, 角

色冲突的调控能力, 是指在履行女性角色过程中

遇到的矛盾与冲突的调节控制能力。对于知识女

性来说, 包括履行女性义务与工作、学习、生活的

冲突及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冲突的调控能力。最

后, 女性角色的满意度主要是对传统与现代女性

角色规范的接受程度, 以及对现代女性角色规范、

地位的态度。就知识女性而言, 主要包括对现代女

性角色、社会地位、生育行为的态度与观念。

调查结果表明, 知识女性与普通女性在对女

性角色的认知上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 ( P <

. 001) , 普通女性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认知与接受程

度较高, 而知识女性则不太认可传统女性角色的

规范。在角色冲突的调控能力上, 知识女性则显著

高于普通女性 (P< . 01) , 这说明知识女性在面临

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与冲突时, 能够较好地调控。而

在角色满意度上, 知识女性 (10. 08±3. 66)与普通

女性 (9. 77±3. 87)都显著低于知识男性 (11. 93±

2. 90) , (P< . 01) , 尤其是普通女性对于自己的角

色的满意度更低。这些都说明无论知识女性与非

知识女性都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角色规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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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感到不满意, 这也揭示出社会对于女性仍然

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与不公平。女性的社会地位

及受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改善。

(五)知识女性的智能素质特点

智能素质是反映一个人的认知水平高低的心

理品质。知识女性的智能素质应该高于其它社会

群体中女性的智能素质, 因为她们主要从事的是

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和学习活动, 这要求她们学

历层次高, 知识面广, 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更要求

她们能够解决问题, 并有创造精神。对于智能素质

的研究, 我们主要侧重与她们职业相关的方面, 如

逻辑推理、文字判断、数学运算、图形推理、字符处

理能力。

研究表明, 在智能素质总体水平上, 知识男性

显著高于知识女性 (P< . 01) , 知识女性显著高于

非知识女性 (P < . 001) , 这与我们的假设是完全

相符的。在逻辑推理、文字判断、数学运算、字符处

理能力方面, 知识女性都显著高于非知识女性。在

图形推理能力上知识女性与非知识女性没有显著

差异。知识女性的日常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必须

在这四个方面具有较高的素质, 才更有利于她们

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在数学运算能力上, 知识男

性显著高于知识女性, 其它方面二者没有显著差

异。这是由于男性在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上优于女

性, 而在形象思维能力上低于女性的结果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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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 lys is of the psycholog ica l tra its of

wom en w ith educa tion in presen t s itua tion

ZHAN G X iang2ku i1　ZHAN G L in2

(1. D epartm en t of P sycho logy, Dongbei N o rm al U niversity, Changchun, J ilin, 130024;

2. D epartm en t of Social p sycho logy, J ilin U niversity, Changchun, J ilin, 130021, Ch ina)

Abstract: T he p sycho logy of w om en w ith educat ion in Ch ina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 llow ing as2

pects: 1. T hey are superir to the w om en w ithou t educat ion in in tellectual quality,m en ta l health, career

p sycho logy, sp irit to b reak new ground, and ab ility to modify their behavio r in com fo rm ity w ith the

change of the situa t ion. 2. T hey are in tellectually inferio r to the m en w ith educat ion and have stronger

sen se of being p ressed emo tionally and p rofessionally. 3. In term s of developm en t, the m iddle aged

w om en w ith educat ion have the st rongest sen se of being p ressed and the w eakest ab ility to su sta in the

p sycho socia l crisis.

Key words: w om en w ith educat ion; p sycho logica l t ra its; cu rren t situ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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