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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ment type and college students’ reac-
tion of sensitivity, and tries to introduce it into career choice. In this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with a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and 273 valid questionnaires. Afte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mixed temperament, 158 subjects were tried,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e-prime procedure for the reaction of sensitiv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emperament types and 
the reaction of sensitivity of the T test value p = 0.041 < 0.05; namely the temperament types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reaction of sensitivity. Among them, subjects with multiple blood 
types generally perform better than other types of subjects in the reaction of sensitivity tes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 Temperament, Reaction Sensitivity 

 
 

大学生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相关研究 

江  雯，刘  博，范翔凌，严海辉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7年7月2日；录用日期：2017年7月17日；发布日期：2017年7月20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气质类型与大学生反应敏感性的关系，并尝试将其引入到职业选择中。本研究采取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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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六十气质量表，总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3份。在区分混合气质后获得158名被试，通过

E-prime程序对其进行反应敏感性测试。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得出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T检验

值p = 0.041 < 0.05, 即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之间有显著性相关。其中，具有多血质型的被试在反应敏

感性测试中的表现普遍优于其他类型的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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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职业相应而生，从秘书到纸巾嗅探师，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大学

生在毕业的十字路口选择就业的同时，就业方向的抉择也成为了一大难题。许多大学生在填报志愿时，

更多的是受分数的限制或为了能更好地就业，往往没有深入了解自己更适合哪种专业就匆忙填写，以至

于在就业时面临感兴趣的职业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等问题。在各个事业领域，工作

者都需要表现出与之相关的工作处理能力，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适合不同的职业类别(胡玉东，2003)。 
为了多方面地探讨气质对就业方向的影响，我们将反应时与正确率两个变量融合到一起，形成新的

变量“反应敏感性”，并将此定义为：答对题目的总反应时与完成所有题目的总反应时的比值。反应时

是指从接受刺激到机体做出反应动作所需的时间；正确率即对刺激问题作答的正确百分比。从实验研究

的角度来解读，反应时和正确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敏感”。反应敏感性是指个体对于外界刺激的反

应敏感程度。反应敏感性指数越高表明个体的反应速度越快，反应越准确。 
在以往的研究中，只要是有关于反应的研究，研究者主要都是以被试的反应时作为实验中的因变量

或研究指标之一，只有部分实验在针对反应时进行研究的时候，考虑了被试在实验中表现出来的反应正

确率问题，在本实验中，将反应时与反应正确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反应这一个系列动作当作一个整体

看待——即反应敏感性，通过分析气质与反应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将气质与就业选择和反应敏感性与就

业选择相互联系起来，一同进行探讨，可以减少只研究反应时或反应正确率而造成的不足。因此探讨气

质和反应敏感性间的关系既可以丰富气质的相关研究，也可以从反应敏感性角度更科学具体地指导大学

生择业。若将其应用在中小学教育中，也有助于教育工作者了解和预测儿童个性发展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曹爱华等，2006)，并能更具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为分类教育、因材施教提供条件。 
气质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气质是变化最为缓慢的个性心理

特征(林崇德，2009)。由于多数人在复杂环境下会呈现混合气质，所以实验以混合气质为主要研究对象。

测量工具采用陈会昌气质量表，采取数字等级制将气质类型进行区分，可得 13 种类型，由于部分气质类

型样本较少，本实验只以其余 7 种混合气质为主要研究对象。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与方法 

通过被试招募活动，人工发放问卷。从招募所得的被试中随机选取 300 名江汉大学的在校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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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各 150 人。使用陈会昌气质量表(又称“陈会昌六十气质量表”) (陈会昌&张拓基，1984)，对被试们

进行气质类型的测试。共发放 300 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27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在 273 份有效问

卷中，男性被试 157 人，女性被试 116 人；大一的被试 85 名，大二的被试 94 名，大三的被试 69 名，大

四及以上 25 名。根据实验要求和陈会昌气质量表计分机制对有效问卷进行处理，将混合气质类型和单一

气质类型进行区分(许智权&阮承发，1987) (张蓁，1984)，得到混合气质类型的 197 份答卷，对这 197 名

被试进行反应敏感性测试。反应敏感性测试使用 E-prime 程序进行。由于一定的被试流失，E-prime 实验

最终收集到 158 名被试的有效数据。在这 158 名被试中，男性被试 92 人，女性被试 66 人；大一的被

试 49 人，大二的被试 64 人，大三的被试 37 人，大四的被试 8 人。被试均了解实验目的并自愿参与，

参与实验的被试会在实验结束后获得相应奖励。使用 E-prime 程序所得的数据采用 SPSS13.0 进行数据

分析。 

2.2. 工具和材料 

2.2.1. 陈会昌气质量表 
又称“陈会昌六十气质量表”。该量表是由山西省教科院陈会昌等编制，共 60 题，每种气质类型

15 题，测量出 4 种气质类型：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经测验，本实验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72。 

2.2.2. 反应敏感性测验 
首先，通过查找文献与网络资料，建立了一个无偏向性问题(有 AB 向正确答案)的问题库。无偏向性

问题在这里指的是对于被试来说没有明显喜好与厌恶的中性问题。大量研究表明，视觉工作记忆与选择

性注意这两种认知过程中有着密切的关系(王灏，2014)。谨慎选取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一部分由于

被试个人情感偏向引起的选择性注意造成的实验误差。建库之后寻找 10 名同学在问题库中随机选取 20
道题，将之汇总，并按照选取的问题的频率确定出 20 个无偏向性问题，通过 E-prime 程序，编写成可以

测量反应的作答正确率和反应时的反应敏感性测验。最后，通过反应敏感性测量公式：反应敏感性 = (答
对题目的总反应时)/(完成所有题目的总反应时)，计算被试的反应敏感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作答反应时与作答正确率 

收集实验结果数据，在剔除了无效实验数据后，通过 spss 13.0 进行了实验结果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1。 
根据实验被试样本发现，具有粘液质气质类型(即粘液质型人格与含有粘液质的混合型)的被试所占比

例最高，达到 75%；其次为多血质(即多血质型人格与含有多血质的混合型)，占比为 56%；胆汁质(即胆

汁质型与含有胆汁质的混合型)和抑郁质(即抑郁质型人格与含有抑郁质的混合型)则相对较低，分别为

21%和 18%。 
根据表 2 显示的 T 检验数据可知，由于气质类型与作答正确率的 T 检验值 p = 0.463 > 0.05，气质类

型与作答正确率之间无显著性相关；由于气质类型与反应时的 T 检验值 p = 0.039 < 0.05，气质类型与反

应时之间有显著性相关. 由于反应时和年龄存在关系，以人的成长为线索，一般人的反应时随着年龄增

长而逐渐缩减，随后在青年时期会达到一个峰值，即反应时间最快。经过这个峰值之后，反应时就呈一

个增加的趋势，即反应速度逐渐减缓。因此，反应敏感性也可能随着人的年龄的增加而衰减。不过，年

龄在本实验中不属于相关变量，此处不做额外的详细讨论，可在后续相关试验中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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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mperament type tested for E-prime reaction time (ms) and accuracy (%) 
表 1. 各气质类型被试 E-prime 实验反应时(ms)和正确率(%) 

气质类型 男反应时 男正确率 女反应时 女正确率 总反应时 总正确率 

多血*胆汁 818 88 871 91 844.5 89.5 

多血*粘液 820 89 881 91 850.5 90 

胆汁*粘液 864 90 944 92 904 91 

胆汁*抑郁 896 90 923 91 909.5 90.5 

粘液*抑郁 877 88 980 91 928.5 89.5 

多血*胆汁*粘液 841 89 862 90 851.5 89.5 

胆汁*粘液*抑郁 903 91 977 93 940 92 

注：有部分混合气质类型样本过少，不具备研究价值，此处不予统计。 
 
Table 2. Temperament types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表 2. 气质类型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标准差 p 

气质类型*反应时 13.56 0.039* 

气质类型*作答正确率 23.77 0.463 

注：*表示 p < 0.05。 

3.2. 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 

为了探讨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用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找到更适合自己气质的职业，

数据分析小组对各种混合气质类型的反应时与作答正确率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 3。 
根据实验要求，对各种混合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使用 SPSS 13.0 分析结

果如表 4 所示。 
根据表 3 显示的 T 检验数据可知，由于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 T 检验值 P = 0.041 < 0.05，气质类

型与反应敏感性之间有显著性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探讨大学生气质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大学生找到更适合自己气质的职业，也可以探讨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在中小学教育中的

应用。 
从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来看，由多血质型占主导气质的被试在反应敏感性测试中的表现普遍优于其

他类型的被试。之后依次为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多血质气质类型的被试的反应时处于较高的水平，

作答正确率则稍稍低于抑郁质和粘液质。虽然各气质类型间的作答正确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不过总

体上还是存在微弱的小差别。同种气质类型内，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性被试反应时普遍优于女性被试，

作答正确率一项却相对女性被试较低，不过差异并不显著。在我们的生活中，由于受刻板印象影响，普

遍会认为男性对于事物的认知快于女性，容易快速做出判断，而女性则心思敏感细腻，多角度感知，随

后才做出结论，往往作答正确率要高一些。这与本实验所得结果也相一致。 

4. 分析与讨论 

大学生在进行职位选择时，也可以依据自身气质类型、受教育状况等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的职业而不

是盲目选择(周振华&李燕，2012)。依据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关系，多血质型人此项指标得分程度较

高，可以选择如节目主持人、演员、讲授者等适合反应敏捷者的职业；粘液质型此项指标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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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reaction of sensitivity to temperament type 
表 3. 各气质类型的反应敏感性 

气质类型 正确反应时(ms) 总反应时(ms) 反应敏感性 

多血*胆汁 833 844.5 0.838 

多血*粘液 842 850.5 0.847 

胆汁*粘液 921 904 0.917 

胆汁*抑郁 897 909.5 0.891 

粘液*抑郁 931 928.5 0.902 

多血*胆汁*粘液 837 851.5 0.836 

胆汁*粘液*抑郁 967 940 0.926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ment type and the reaction of sensitivity 
表 4. 气质类型与反应敏感性的相关 

 标准差 p 

气质类型*反应敏感性 19.62 0.041* 

注：*表示 p < 0.05。 
 

适合从事法官、外科医生、管理人员等；胆汁质型相对前两者，在此得分评判标准中并不占据优势地位，

结合其他相关研究，能够发现适合军人、律师、新闻记者等坦率热情、精力旺盛的职业；抑郁质型由于

其自身特点，所以并不很适合强冲击性、高兴奋性的工作，相反适合如校对、雕刻、机关秘书、艺术从

业者这类工作。 
有研究对气质类型与学习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相关试验，发现抑郁质和胆汁质与学业不良有关(沈烈敏，

2004a)。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年龄增长，气质类型所呈现的相关性总体呈减弱的趋势(沈烈敏，2004b)。
在本实验中，反应敏感性测试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也恰为胆汁质和抑郁质。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是否由

于每个人反应敏感性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学业上的差异。由此获得一些启发：在教育领域中，中小学教

师在对学生进行培育时，可以依据其气质类型做出合理的针对性方案。学生的气质差异对其人格和成就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张履祥&钱含芬，1995)，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的情绪状态不同，受环境影响程度不同，

对于课题的理解程度与反应速度也不同，教师可以对这些学习存在困难的学生进行重点关注，适时调节

教学计划。 
进行实验时可能存在操作不当、环境因素等造成实验数据存在偏差，以及对于本次实验没能达到的

方面(视觉搜索与气质类型间的关系、oddball 实验范式的应用)可以在后续研究中做出合理改善，得到进

一步完善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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