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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好奇对军队离退休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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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医大学心理与精神卫生学系军事心理学教研室，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目的　探讨特质好奇对军队离退休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为７３例军队离退休干部，应用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好奇心和探索量表进行测量，采用分层回归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１）控制了自评健康状况

后，特质好奇的纳入提高了模型解释率（Δ犚２＝０．０７，犉＝３．２６，犘＜０．０５）；（２）特质好奇的伸展因素和接受因素都对主观幸福感

有独立作用，其中伸展因素的系数为正（β＝０．３９，犘＜０．０５），接受因素的系数为负（β＝－０．３２，犘＜０．０５）。结论　特质好奇是

影响军队离退休干部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特质好奇的两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的影响，伸展因素的得分越高，主观

幸福感程度越高；接受因素的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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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幸福感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

量高低的重要衡量指标，是积极心理学关注的重

点。特质好奇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优势逐渐成

为幸福感研究的新热点［１］。Ｋａｓｈｄａｎ等
［２］把好奇

定义为由伸展（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探索（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和

接受（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吸收（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两要素构成的

特质。伸展指探索和寻找新经验的倾向，接受指

接受新的、不熟悉的情境、地点或人的准备。

研究发现，特质好奇与正性情感体验和生活

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高特质好奇的个体在社会

交往中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带来更加积极和

亲密的社交体验［３５］。高特质好奇和状态好奇的

老年人５年后的死亡率更低
［６］，可能是因为这些

个体在生活中不仅能感受到更高的幸福感，还表

现出更多的自我成长行为，更愿意追求生命的

意义［７］。

军队离退休干部是一个特殊的老年人群体，相

比较而言，他们的生活来源更加稳定，生活水平更加

·６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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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部分老干部在解放前就已入伍工作，有几十

年军队管理工作经历，所处的文化对服从和纪律有

更高的要求。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特质好奇对军队

离退休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加深对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的理解。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军队离退休干部，

调查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间进行。研究

者向主管单位的协助调查者阐明调查目的和注意事

项后，由协助者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对象自愿参与

调查，１周内完成问卷后由协助者负责回收。在上

海、苏州等地干休所共发放问卷１３０份，回收１１２

份，去除存在漏填的问卷３９份，获得有效样本数７３

份，有效率５６．２％。经检验，有效样本和删去样本

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子女情况方面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有效样本中，男性５５人、

女性１８人，年龄７５～９３岁，平均（８４．７８±３．２１）岁。

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８人、大专１８人、本科４３

人、研究生４人；本科以下占３５．６％，本科及以上占

６４．４％。婚姻状况：在婚６０人、离婚１人、丧偶１２

人。子女情况：无子女１人、１个子女７人、２个子女

３７人、３个及以上子女２８人。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

度量表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ｆｏｕｎｄｌ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ＭＵＮＳＨ）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８］，因此采用

ＭＵＮＳＨ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ＭＵＮＳＨ

建立在情感平衡理论的基础上，由２４个条目组成，

分为正性情绪（如“对现在的一切感觉好极了”）、负

性情绪（如“你烦恼吗”）、正性体验（如“你像年轻时

一样高兴吗”）和负性体验（如“随着年龄的增加，一

切事情更加糟糕吗”）４个维度。调查对象对每道题

进行“是”或“否”的选择，“是”计２分、“否”计０分，

总幸福度等于正性情绪减去负性情绪加上正性体验

减去负性体验［９］。

１．２．２　特质好奇的测量　采用好奇心和探索量表

第２版（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Ⅱ，

ＣＥＩⅡ）
［２］作为特质好奇的测量工具。ＣＥＩⅡ由１０

个条目组成，分成２个子量表：伸展（如“在新环境

中，我会尽可能了解更多的信息”）和接受（如“我很

享受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每个条目由１（从不

这样）至５（总是这样）级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好奇程

度越高。ＣＥＩⅡ的信度和效度在好奇领域的研究中

已得到多次验证［２，５］。在本研究中，ＣＥＩⅡ的内部一

致性为０．７７。

１．２．３　健康状况的测量　健康状况由１个单一问

题进行测量（“为了帮助您反映健康状况的好坏，我

们画了一个刻度尺，有点像温度计，在这个刻度尺

上，‘１００’代表您心目中最好的状况，‘０’代表您心目

中最差的状况。请在右方的刻度尺上标出您最近的

健康状况”）。

１．２．４　人口学变量的测量　在问卷的第１部分调

查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出生年月、文

化程度（“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婚

姻状况（“未婚”“在婚”“离婚”“丧偶”）、子女情况

（“无子女”“１个子女”、“２个子女”“３个及以上子

女”）、居住情况（“独自居住”“与老伴两人居住”“与

老伴及子女共同居住”、“仅与子女一起居住”

“其他”）。

１．３　数据收集与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

数据进行处理，采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分层

回归等分析方法。分层回归分析的目的是在控

制健康状况的影响后，检验特质好奇的２个维度

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能力，研究是否能够区分伸

展和接受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影响。检验水准

（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的有效样本为

７３份，主观幸福感为（３８．６６±８．２８）分，自评健康状

况（７０．１８±１６．０８）分，伸展因素（１６．３７±３．４０）分，

接受因素（１５．１９±３．５９）分。男性和女性的主观幸

福感（犘＝０．６８）、自评健康状况（犘＝０．２４）、伸展

（犘＝０．７３）和接受（犘＝０．６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调查对象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情况与主观幸福感、

自评健康状况、伸展和接受间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

意义（表１）。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婚姻状况和居

住情况对主要研究变量的影响，发现主效应均无统

计学意义。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不考虑人口学变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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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人口学变量与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项目 主观幸福感 自评健康状况 伸展 接受

年龄（狉）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４

文化程度（狉狊） －０．０９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２３

子女情况（狉狊）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７

　　狉：Ｐｅａｒｓｏｎ’ｓ相关系数；狉狊：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相关系数

　　主观幸福感、自评健康状况、伸展和接受的相关

分析结果见表２。可以看到，自评健康状况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狉＝０．４７，犘＜

０．０１）。特质好奇中的伸展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存在

较低的正相关（狉＝０．２３，犘＜０．０５），而接受因素与

主观幸福感几乎没有相关关系（狉＝０．０９，犘＝

０．４５）。特质好奇的两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狉＝０．７５，犘＜０．０１）。控制接受因素对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后，伸展因素和主观幸福感的偏相关有统计

学意义（狆狉＝０．２４，犘＝０．０４）；控制伸展因素对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后，接受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偏相关

无统计学意义（狆狉＝－０．１２，犘＝０．３）。结果表明，

特质好奇的两个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的关

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不同。

表２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狉

主观幸福感 自评健康状况 伸展 接受

主观幸福感 －

自评健康状况 ０．４７ －

伸展 ０．２３ ０．１６ －

接受 ０．０９ ０．２５ ０．７５ －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２．２　分层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伸展和接

受两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进行了分

层回归分析。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第一层

输入自评健康状况，第二层输入伸展和接受。两

个模型的犚２ 都具有统计学意义（０．２２和０．２９，

犘＜０．０１），第二层输入伸展和接受变量后，模型

解释率提高（Δ犚２＝０．０７，犉＝３．２６，犘＜０．０５）。

控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后，伸展和接受对预测

主观幸福感都有独特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伸

展因素的系数为正（β＝０．３９，犘＜０．０５），接受因

素的系数为负（β＝－０．３２，犘＜０．０５），具体的分

层回归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主观幸福感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犅 ＳＥ β 犚２ Δ犚２

步骤１ ０．２２

　自评健康状况 ０．２４ ０．０５ ０．４７

步骤２ ０．２９ ０．０７

　自评健康状况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４９

　伸展 ０．９４ ０．３７ ０．３９

　接受 －０．７４ ０．３６ －０．３２

　　犅：非标准系数；ＳＥ：标准误；β：标准系数；犚
２：解释率；Δ犚２：

犚２变化量．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３　讨　论

在中国文化中，好奇通常被用来形容孩子，认为

其对儿童的智力发育与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却忽

视了老年人依旧有探索未知的需要。本研究发现特

质好奇对军队离退休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独特的贡

献（Δ犚２＝０．０７，犉＝３．２６，犘＜０．０５），与在青少年群

体中得到的研究结果［２４，１０］一致，说明特质好奇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跨年龄群体的一致性，为提高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研究还发现在分层回归模型中，伸展因素的

系数为正（β＝０．３９，犘＜０．０５），接受因素的系数为负

（β＝－０．３２，犘＜０．０５），表明特质好奇的两个因素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相反；伸展因素的得分越高，

主观幸福感越强；接受因素的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

越弱。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伸展因素反映了更

多的一般动机本质，而接受因素则具有更多的活动

特异性［１１］。伸展因素是特质好奇与更积极的主观

体验和欲求动机、更少社会焦虑间关系的驱动力，接

受因素则是特质好奇与努力间关系的驱动力。另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接受因素，伸展因素代表了

更强的趋近动机。Ｋａｓｈｄａｎ等
［１２］发现，控制了特质

好奇的另一个因素后，只有伸展因素与行为激活系

统量表（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ｌｅ）的得分

显著正偏相关。

国内外对老年人特质好奇的研究并不充分，但

大量有关青少年特质好奇的研究结果表明伸展和接

受因素对青少年多种行为的影响相反。以大学生为

样本的研究发现，控制了接受因素后，伸展因素与积

极的主观体验和动机显著偏相关，反过来则不成

立［１２］，伸展因素与幸福感有更强的正相关［１１］。对于

女性大学生，伸展因素与酒精问题存在显著负相关，

而接受因素与酒精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１３］。伸展

而非接受因素能够预测积极情绪，接受而非伸展因

素能预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１４］。本研究结果与在

·８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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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群体中得到的研究结果一致，填补了老年人

特质好奇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探索特质好奇对老年

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特质好奇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本研究模型中，特质好奇单

独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７％，最重要的预测因子是

自评健康状况，能解释的变异达到了２２％。这与大

量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即生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

相关性最强［１５］。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机

制，心理、生理、社会等方面的大量因素都可能对其

产生影响，除了特质好奇，希望、感激、爱等人格优势

都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３］。在未来的研究中，我

们将纳入更多的变量，进一步探讨可能对特质好奇

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或调节作用的因素。比

如，Ｗａｎｇ和Ｌｉ
［１６］发现个体主动性是员工特质好奇

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衰竭间作用的中介变量。

本研究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变量

与主观幸福感无显著相关，与既往研究不太一致。

国内研究发现个性、自尊、宗教信仰、社会支持、个人

收入、受教育水平、婚姻质量等因素都对老年人的主

观幸福感有影响［１７１８］。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对象的

特殊性，人口学特征比较集中，相较一般老年群体，

本研究调查对象年龄较大［平均（８４．７８±３．２１）岁］，

文化程度较高（本科及以上占６４．４％），经济收入较

高。未来，我们将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增加样本量，

将研究对象从军队离退休干部扩展到一般老年群

体，比较对于军队离退休干部和一般老年群体，特质

好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验

证本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更广泛的老年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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