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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
满意度量表的编制
———基于贵州乡村教师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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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有效评估乡村中学教师的体质健康现状,在开放性访谈和专家评估的基础上,初步编制了“乡

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继而以贵州乡村中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题项分析、探索性因素分

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形成正式量表。研究结果显示,乡村中学教师的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由生理满意

和运动满意两个因子构成。信效度分析表明,所编制的量表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因此,该量表是一个适

合评估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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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转型带来的精

神压力增大、信息化时代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

化,加之食品监管的疏漏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欠

缺,国人的平均寿命虽然显著提高,但中青年

劳动力猝死增多、各种疑难杂症不断出现、诸

多疾病年轻化甚至儿童化等也是不争的事实,

已引起各方极大关注。2019年6月25日,《国

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印发,这

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工业化、城镇化以及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居民生产生活

方式和疾病谱不断发生变化而采取的重大举

措,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

视。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又专门提

出“强化体育评价,建立日常参与、体质监测和

专项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机制”。但对

于教师的体质健康,国家并无明确标准,仅在

《教师资格条例》中提出入职前体检必须符合

国家的健康标准。

体质是人体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

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结构、机体功能、心理

发展、身体素质、运动能力等综合的相对稳定

的特征[1]。体质健康主要标志着身体健康、主

要脏器无疾病。基于此,本研究将体质健康满

意度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估

与主观态度。有研究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的

职业 寿 命 因 受 肿 瘤 侵 袭,平 均 低 于 普 通 居

民[2-3]。袁重胜等指出,心血管疾病对女性教师

生命威胁指数高于居民[4]。虽然以上研究不足

以体现时代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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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整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同时,教师的日

常锻炼意识也有待增强。有研究显示,就体育

活动参与人数、时间及频次而言,低年龄段教

师皆低于高年龄段教师[5]。

针对教师健康,以往研究往往侧重于心理

方面的健康[6-8],但也有学者从临床症状的角度

予以关注。如:王海泉等根据教师的职业及时

代特点,从颈椎健康状况着手开展研究,发现

中学教师颈椎病患病率高达61.8%[9];李靖[10]

与程万里等[11]分别对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

身体健康状况进行调研,后者还系统比较了邯

郸市某中学约400名教师2006年与2013年的

体检数据,结果发现:高血压、脂肪肝、血脂异

常与颈腰椎疾病的发病率大幅提升。但基于

严格意义上的心理测查的研究则不多,如段

艳[12]与廖玫[13]都是通过自编问卷调查中学教

师的健康状况。前者侧重于先天体质的调查,

包括日常生活习惯、身体形态、系统机能、各项

身体素质等维度;后者从影响健康的因素和体

育运动方面加以分析,具体包括工作压力、精

神负担、作息制度及体育锻炼四个因素。以上

问卷的结构多是基于学者自身的经验或相关

理论,并没有经过数据模型的验证,其信度与

效度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本研究则在借鉴他

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编制符合心理学标准的

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

处于贵州贫困山区的乡村中学教师有其

特殊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单调,

且面对的对象多为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教

学、管理及沟通难度较大;大部分乡村中学教

师需要每天奔波于学校与县城住所之间,锻炼

时间受到很大限制;此外,他们还承受着由学

生家长的高期望而带来的巨大压力。由此,编

制适合考察乡村中学教师体质状况的、有效的

测量工具便显得不仅重要而且必要。适宜的

测量工具不仅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与借

鉴,还可以为教育管理者改善乡村中学教师体

质提供实践思路。

有研究者针对成人的健康信念编制了问

卷[14],甚至针对骨科大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

栓的特殊群体进行了专门研究[15],不过这只是

从“认知”的角度加以研究。本研究重在结合

自身实际,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探究乡村中学

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的结构成分,并在此基础

上,开发出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测评

系统。

二、研究方法与程序

(一)维度构想与初始题项编制

行为遗传学研究成果显示,不同家庭收养

的同卵双生子,其体质健康相关系数为0.48,

与在同一家庭中成长的同卵双生子体质健康

相关系数0.58较为接近,同卵双生子外形与体

重的遗传率都在58%以上[16]。这说明个体体

质健康与遗传有很大关系,但并不全部由遗传

决定,还有近一半的几率与后天环境及锻炼相

关。而“体质过程论”也认为,“体质是一种按

时相展开的、与机体发育同步的生命过程”[17],

从侧面说明体质并不完全由遗传所决定,它与

个体生命的外在环境及主观能动性不无关联。

本研究结合段艳[12]与廖玫[13]的研究成果,通

过文献分析、开放式问卷调查及专家评估,初

步设定“生理满意”与“运动满意”两个维度,共

13个题项。其中一个反向计分题项为“我目前

欠佳的 身 体 状 况 主 要 与 我 的 工 作 有 直 接 关

系”。所有题项皆采取从“非常不符合”“不符

合”“一般”到“符合”“非常符合”的五点计分方

法,以进一步体现客观性。同时,为提高表面

效度,问卷题目隐去“满意度”字样,并在指导

语中强调学术研究与保密原则。

(二)量表试测与修改

将初步编制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在

贵州省范围内针对乡镇中学教师进行发放,共

回收问卷356份。剔除作答规律及作答题项不

完整的无效问卷42份,有效问卷为312份,有

效率87.6%。有效被试中,男性145人、女性

167人。先将有效数据的反向题目进行反转,

再将有效数据随机分成两份。其中一份用于

题项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在不同因

子上题项交叉者、负荷较低的题项及同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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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3个的题项,最后形成正式量表。另一份

则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题项分析及结果

首先,进行区分度分析。即以每个题项得

分与总分之间的积差相关系数作为该题项是

否具有区分度的测量指标。相关系数显著,说

明该题项能够代表所要测量的内容或主题;相
关系数不显著,则意味着该题项缺乏鉴别力。

通过预测问卷题项的区分度,发现相关系数不

显著的题项共有5个,其中3个———“我对自己

的健康状况感到满意”“我对自己的体质感到

满意”“我经常体力旺盛、精力充沛”———后予

以删除。具体见表1。

表1 问卷题项得分与体质健康满意度总分的相关性(r)

S1 S2 S3 S4 S5 S6 S7

体质满意度总分 0.688** 0.212 0.763** 0.234 0.618** 0.678** 0.384**

S8 S9 S10 S11 S12 S13
体质满意度总分 0.584** 0.225 0.246 0.187 0.179 0.228

  注:**表明p<0.01。

  其次,将剩余的题项做鉴别指数分析。先

将反向题项转化为正向,然后将所有题项的得

分相加获得总分,继而再将所有被试的得分按

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将位于两端的27%的

被试分别定位为高分组与低分组,最后查看每

个题项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没有发现不显著

的题项。经题项分析,最后剩余8个有效题项。

最后,对题项选项的适宜度进行分析。结

果显示:8个题项中的5个选项的被选频率从

3.8%到41%不等。根据郑日昌[18]提出的题项

选择标准,认为此5个选项是适宜的。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及结果

对8个题项进行 KMO和Bartlett检验,

结果 为:KMO=0.833,Bartlett球 形 检 验 的

X2=510.680,df=28,p<0.001,表明适宜做

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分因子分解和最

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抽取因子,结果发现,

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两个,累计解释率为

61.3%。根据因子负荷不低于0.40、同一题项

不得出现在不同因子及特定因子的题项数不

得少于3个等条件,经过两次因子分析,再删除

两个题项,此时两个因子的解释率为60.5%。

这与原来预设的理论维度结构一致。最后根

据分析结果,将维度确定为两个,分别命名为

“生理满意”和“运动满意”。具体见表2。

表2 贵州乡村中学教师身体健康满意度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156)

因子名 题项 因子负荷 共同度

生理满意

运动满意

1.我对自己的体重感到满意 0.864 0.749
3.我对自己的体型感到满意 0.901 0.818
5.我的平衡感不错 0.525 0.435
6.我不存在锻炼场地与技术指导的问题 0.635 0.545
7.我目前欠佳的身体状况主要与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R 0.799 0.647
8.目前我对自己的运动锻炼较满意 0.844 0.761

  注:标有R的题项为反向计分题。

  (三)验证性因素分析及结果

根据以上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乡村中学

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由两个维度组成。
对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二因素模型

进行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结 果 显 示,X2/df=
2.16<3,说明现有模型与贵州乡村中学教师样

本拟合较好;RMSEA=0.076<0.08,说明模型

拟合度较好;模型主要拟合指标IFI=0.96,

NFI=0.93,CFI=0.96,GFI=0.97,各项指标

均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理想,量表的

结构效度合理。
同时,从图1可得知,生理满意与运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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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呈中等程度相关,说明它们既相互联

系又相互独立,共同隶属于体质健康满意度概念

之下,符合心理测量学因子分析的一阶标准。

图1 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的因子结构

(四)信度结果及分析

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的总

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3,分半信度为0.618;
生理满意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4,分
半信度为0.677;运动满意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0.633,分半信度为0.622。量表总体一

致性信度处于0.60~0.70之间,说明可以接

受;各维度一致性信度处于0.60~0.70之间,
说明状态尚佳[19]。

四、讨 论

通过对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

表进行题项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

素分析和信度分析,显示研究结果符合心理测

量学相关指标。下面就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

的结构合理性、题项代表性、特点及不足进行

讨论。
(一)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

的结构合理性

本研究的逻辑基点是行为遗传学相关研

究成果———个体健康与遗传具有很大的关联

性,以 及 学 界 有 关 体 质 的 学 说 “体 质 过 程

论”———体质是发展变化的。换言之,虽然先

天体质良好,但如果后天生活方式欠佳,如不

规律作息、经常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不参加

体力劳动或运动锻炼等,甚至不注重生活的自

然环境,都可能使自身体质下降,导致体弱多

病,以至于寿命大减。相反,如果一个人的体

质先天遗传素质较差,但后天遵循人体本身的

自然规律,加之注重运动锻炼、合理膳食,很大

程度上也能安然无恙,健康相伴。基于此,通
过查找文献、实施开放性问卷调查和听取专家

建议,同时结合生活经验,最终确定乡村中学

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的两个维度———“生
理满意”与“运动满意”。经过探索性因素分

析,显示这两个维度应该是合理的。在此需要

说明的是,本研究将体质健康作为了一个独立

概念,这与“体质是健康的物质基础,健康是体

质的外在表现”[20]的观点不同。
(二)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

的题项代表性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所编制

的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的结构

模型是合理的。这与段艳[12]所编制的问卷结

构即日常生活习惯、身体形态、系统机能、各项

身体素质,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差异。
差异在于,上述研究是从体育与临床医学的视

角进行调研,侧重于身体素质的具体指标,具
有一定的实证性与说服力;相同之处在于,本
研究设计的一些题项与上述研究所建构的维

度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以上4个维度

的具体化。如:“我对自己的体型感到满意”
“我对自己的体重感到满意”就与“身体形态”
直接呼应;“我的平衡感不错”与“系统机能”密
切相关。总之,这3个题项皆与遗传密切相关,
且属于生理因素,故将第一个维度概括为“生
理满意”。而第二个维度中的3个题项皆在于

测查运动的状况及其原因。其中之一为工作

性质,之二为场地与技术条件,都属于外在因

素,并不是影响运动的根本条件,且“目前我对

自己的运动锻炼较满意”这一题项可反映被试

的日常运动锻炼状况,故将其命名为“运动满

意”。但是,本研究又与廖玫[13]的问卷结构即

工作压力、精神负担、作息制度及体育锻炼差

异较大。这是因为,该问卷结构中的前3项侧

重于影响身体健康的精神与作息因素,本研究

注重的则是后天的体育锻炼这一要素,重在考

察教师的体质健康满意度,而工作压力、精神

负担与作息制度涉及教师的工作领域,应属于

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的范畴,故本研究未予以

考虑。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与所从事的职业直

66



接相关,为了了解教师身体健康状况与工作的

关系,本研究专门基于反向意义编制了“我目

前欠佳的身体状况主要与我的工作有直接关

系”这一题项。研究伊始,在整理开放性问卷

中关于“你目前身体状况如何,如果不满意,其
影响因素是什么”的回答信息时,不少教师往

往仅从工作本身找原因,如“工作太忙了,根本

没时 间”“工 作 很 累,不 愿 运 动”等。但 李 学

武[21]的研究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故本研究在编制初始题项时增加了影响运动

锻炼的外在条件,即“我不存在锻炼场地与技

术指导的问题”这一题项,这样更便于全面而

客观地了解制约教师运动锻炼的相关因素。
乡村教师的体质健康满意度除“运动满

意”外,还包括“生理满意”维度。本研究主要

从体型、体重及身体平衡性等方面对此加以考

察,这些因素与先天遗传关系较大,尤其是成

年期前。这符合体质的“先天性”属性。但美

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体质分为了与身

体健康相关的体质和与运动技术相关的体质

两种,本研究中生理满意维度的3个题项主要

反映与身体健康相关的体质,并未涉及心肺耐

力、肌肉耐力、肌肉力量、身体成分及柔韧性等

与运动技术相关的体质[22],因而这也是后续研

究需要完善的地方。
除先天性外,“体质”还包含“后天获得性

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结构、机体功能”之
义,而形态结构与机体功能不是静态的,而是

发展变化的。其中体型与体重最为明显,二者

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影响。此外,本研究之所

以涉及平衡感,是因为平衡感由个体在身体运

动过程中刺激物的速度与方向变化刺激而产

生,它起着调节机体运动与维持身体平衡的作

用,是身体操作技能的必要组成部分。平衡感

即使主要由神经系统先天决定,但如果经过后

天的学习与训练,其能力也会大大增强。本研

究中关于体质的概念包含先天与后天双重因

素,因而是较为全面客观的,也符合动静统一

的规律。这与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将智力细

分为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的思路一致,前者强

调遗传生物因素,后者注重后天社会文化的

影响。

早在1980年,美国健康、体育、娱乐、舞蹈

联盟就研制了与健康相关的体质检测项目,同
时,欧盟也研制了统一的体质测定方法,但主

要是通过现场活动或在实验室内测试身体的

不同机能。国内在相关方面影响最大的,应为

科技部于1999年启动的“中国国民体质监测系

统研究”课题,它主要是针对3岁以上公民的形

态指标、机体指标与素质指标开发医学测试工

具[23]。而本研究侧重于体质健康满意度的测

查,重在自我报告,因此可通过主观感受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客观测量指标的不足。
(三)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量表

的特点与不足

以往的研究多从内容效度的视角考察教

师的体质健康状况,所编制的研究工具往往仅

在于满足自身研究需要,一定程度上缺乏严格

的论证。本研究则从心理学的视角,按照心理

测量学的相关标准,在样本选择、题项数量确

定、题项编制、题项分析及一系列的信效度检

验等环节,均按要求严格实施,力求编制一个

适合测查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满意度的量

表。结果显示: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维度

与初设一致,且得到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指标

的印证,说明此量表结构科学合理。总体上而

言,量表编制建立在科学概念及科学理论基础

之上,探索性因素分析构建了教师体质健康结

构成分,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量表结构的科

学合理性,虽然缺少校标效度、聚合效度和区

别效度,但结构效度是量表编制的核心要素,
且已有内容效度。校标效度的高低需要在应

用中进一步检验,聚合效度与区别效度则有待

后续研究补充和完善。此外,量表的同质性信

度不是太高,这可能与题项数量偏少有一定关

系。同时在结构维度方面,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及实践的检验。

五、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与分析,得出如下结

论:本研究所编制的“乡村中学教师体质健康

满意度量表”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且符合心理

测量学测量要求,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有一定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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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ofPhysicalHealthSatisfactionScaleforRuralMiddleSchoolTeachers:
BasedonaSurveyinGuizhou

ZHANGJinyong1,YAOXiaofeng2
(1.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18,China;
2.CollegeofContinuingEducation,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18,China)

Abstract:Toeffectivelyassessthephysicalhealthstatusofruralmiddleschoolteachers,onthebasis
ofopen-endedinterviewsandexpertconsultation,wecompiledtheruralmiddleschoolteachers
physicalhealthsatisfactionscale.Throughthesurveyamongtheruralmiddleschoolteachersin
Guizhoururalteachersfollowedbyitemanalysis,factoranalysisandconfirmatoryanalysis,theformal
scalewasfinallymade.Theresultsshowthatthephysicalhealthsatisfactionofruralmiddleschool
teachersconsistsoftwofactors:physicalsatisfactionandsportssatisfaction.Thereliabilityand
validityanalysisshowsthatthescalemeetstherequirementsofpsychometrics.Therefore,thescaleis
aneffectivetoolforevaluatingthephysicalhealthsatisfactionofruralmiddleschoolteachers.
Keywords:scale;physicalhealth;ruralmiddleschoolteachers;reliability;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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