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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心理学中国化的重要领域,开发既科学有效又简单易行

的测量工具是准确评估学生心理素质水平与特点的前提,也是深入开展心理素质研究的基础。张大均团队编

制的两版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由于题量过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心理素质的深入研究,也较难满足现实需求,

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化和修编。本研究依据张大均等[1]关于心理素质的多维理论和双因子模型理论为基础,

于2015-2016年对杨念,张大均[2]版本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进行了修订。最终得到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

卷(简化版)共24个题项,包含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三个维度,每个维度8道题,其双因子模型拟合

值均达到可接受范围、信效度也都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可以作为测量中学生心理素质的一套简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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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心理素质是“个体在生理条件的基础上,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具
有基础、衍生和发展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1]。作为素

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心理素质是我国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培养和提升学生的

心理素质,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有关心理素质的学术研究始

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研究者们围绕心理素质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实证探索与干预培养等方面做

了大量的探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成果。其中,西南大学张大均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学生心

理素质近30年的研究发现,心理素质是一种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心理品质,它主

要由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三个基本维度构成[1]。其中,认知特性是个体在对客观事物的

反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品质,是心理素质最基本的成分,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具体操

作;个性品质是在对客观事物的对待活动中的个性心理表现,是心理素质的核心内容,具有动力和

调节机能;适应能力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改变自身或环境,使自身与环境和谐协调的能力,是心

理素质结构中最能体现衍生功能的因素,也是认知特性和个性品质在个体的适应-发展-创造行为

中的综合反映(或外显行为习惯)。心理素质的三个基本维度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

心理素质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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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心理素质的研究对象已经涵盖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学段,其中尤以中学生群体的研

究最多[3][4]。原因就在于,中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是个体从儿童走向成人、从幼稚走向

成熟的过渡期和转型期,既伴随着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整合与重组[5],又面临纷繁复杂的环境变

化。在这一阶段,心理素质既遭受各方面危险因素的冲击,又得到许多有利因素的保护,其形成和

发展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研究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有助于帮助他们顺利度过“狂风暴雨”期,健康

成长。与此同时,中学阶段个体对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变化的适应状况是衡量其心理健康与否

的重要标准,也是智力开发、学业进步的前提条件。而适应能力恰好是心理素质功能价值的集中体

现,因此对中学生心理素质进行研究和培养是促进其“积极适应,主动发展”的重要途径[6],对于预

防和矫正学生因为不适应而导致的心理、行为问题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中学生心理素质历来都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
心理素质研究(包括心理素质结构的诠释、心理素质发展特点的评估、心理素质的成因和影响

机制的考察以及心理素质培养模式与实施策略的探索)的第一要务就是开发科学有效的心理素质

测评工具。纵观已有研究,基于张大均等[1]关于心理素质的涵义与结构编制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

卷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冯正直,张大均,范华泉[7]开发,该问卷的编制同时运用到了质

性(技术性文献分析、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和量性(问卷调查和因素分析)的研究方法,总共获取

207个题项,测量了中学生心理素质的3个维度、18个成分,即(1)认知特性:智力、元认知意识性、
元认知计划性、元认知监控性和创造性,(2)个性品质:抱负水平、独立性、坚持性、求知欲、自制力、
自信心、责任感和理智性,(3)适应能力::身心适应、情绪适应、学习适应、人际适应和挫折耐受力。
该问卷在5935名中学生中的测试结果表现出良好的信度(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8,各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2~0.78之间)和效度(18个成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251~0.540之间)。第

二个版本是杨念,张大均[2]对冯正直,张大均,范华泉[7]版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的修订,其中的一部

分题项借鉴和沿用冯正直,张大均,范华泉[7]版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另一部分题项通过文献分

析和实际访谈自编而成。该问卷的修编和验证仍是以分维度进行的,心理素质依然由3个维度组

成,但与冯正直,张大均,范华泉[7]版相比只保留了14个成分,具体是(1)认知特性:反应性、创造

性、实践性和元认知特性,(2)个性品质:动力特性、情绪特性、意志特性、自我特性,(3)适应能力:学
习适应、生活适应、生理适应、社会适应、人际适应以及职业适应。该问卷总计118题(其中有7道

测谎题,不纳入分析),在对1340名中学生进行施测后发现,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在

0.837~0.879之间),各维度的效度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以上两个版本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都全面而系统地测量和揭示了中学生心理素质的构成成

分,在中学生群体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良好的信效度也说明它们都可以作为评估中学生心理素质

的工具。然而,这两版问卷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两版问卷编制的目的是尽可能全地

测量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各个方面,导致它们的题量都较大,实施起来费时费力,不利于中学生作答,
勉强回收的数据能否测量出中学生心理素质的真实水平也值得商榷。这既限制了两版问卷的推广

使用,也阻碍了心理素质研究的深化。同时,随着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干预在学校的深入开

展,中学生心理素质的某些成分的表现方式也随之发生着改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两版问卷中的某

些题项可能不再适用于当下的中学生,需要对它们进行修正和更新。另一方面,随着教育改革的推

进,基础教育工作者们急需一套简便易行的测量工具以快速获取中学生的心理素质状况。因此,从
学术研究和现实需求两方面考虑,对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进行简化,修编一套题量较小又能真实反

映中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的问卷是非常必要的。
心理素质是一个本土化的多维构念,以往的心理素质问卷都是以心理素质结构的层次模型为

基础、按照维度分别编制,各维度得分的简单相加就是心理素质总的得分。虽然这种方法操作简

单,但是却忽略了各维度之间的差异,难以真实、准确地反映心理素质的本质和全貌。此外,如果将

各维度单列出来,检验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又忽视了维度之间的共同性,各维度的特殊效应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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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效应发生了混淆。近些年来,得益于研究方法的进步,双因子模型逐渐被引入到心理特质的研究

中来,其在对多维构念的解释上的优势也日益凸显[8-13]。双因子模型(Bi-factorModel)假定:(1)存
在一个一般因子可以解释所有题目的共同变异,(2)存在多个特殊因子,控制了一般因子的影响后,
每个特殊因子可以额外解释部分题目的共同变异[14]。这与我们对心理素质的结构和内涵的界定

不谋而合,心理素质可能更适合用双因子结构来解释。心理素质的双因子结构意味着可以从心理

素质的所有题项中抽取出一个能同时反映个体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的一般因子,即核心

心理素质,同时,在控制了核心心理素质后,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所包含的题项又能共同

反映各自所属维度。顾红磊,温忠麟,方杰还指出,双因子模型的拟合度优于传统因素模型,任何一

个多维概念都应该尝试建立双因子模型[15]。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双因子模型对中学生心理素质问

卷进行简化和修编。
综上所述,本研究依据张大均等[1]关于心理素质的多维理论和双因子模型理论,以本团队杨

念、张大均[2]修编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为基础,修编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并验证中学

生心理素质的双因子结构以及问卷的信效度,以期为深入研究中学生心理素质提供更为简洁实用

的测量工具。

二、方 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总共包含两个样本,被试为重庆、四川、湖北、江西、浙江5省市的初一至高三年级的中

学生。样本1用于测量杨念,张大均[2]版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学生心理素质

问卷(简化版)初稿和正式稿,样本2用于验证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结构和信效度。具

体的被试构成见表1。
表1 被试构成

性别

男 女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样本1
(N=2106)

1005 1101 373 337 342 356 346 352

样本2
(N=2549)

1131 1324 488 373 430 429 371 368

  (二)研究工具

1.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

(1)杨念,张大均[2]版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

该问卷共计118题,包含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其中认知特性4个因素、42
题;个性品质4个因素、32题;适应能力2个因素、37题;外加7道测谎题。问卷采用5级计分(从
“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心理素质水平越高。该问卷用于抽取满足双因

子结构的题项,进而形成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2)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该问卷总共24题,包含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每个维度8道题,采用5级

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意味着被试的心理素质水平越高。该问卷

为正式问卷,用于双因子模型的验证和信效度检验。

2.生活满意度量表

生活满意度采用Diener等[16]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WithLifeScale,SWLS)进
行测量,该量表包含5个题项,为单维结构,采用7级计分(从“1=强烈反对”到“7=强烈赞成”),得
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研究表明,该量表是生活满意度的一个有效和可靠的测量工

具,5个题项都在共同因子上有较高的负荷,且量表有较高的重测信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用于检验中

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效标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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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由Radloff[17]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forEpidemiologic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测量中学生近期(一周内)抑郁症状出现的频度,该量表由20个自陈式题项构成,采
用4级评分(从“1=偶尔或无”到“4=多数时间或持续”),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抑郁出现频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用于检验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效标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5。

(三)修编流程

1.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初稿的形成

施测杨念,张大均[2]版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利用回收的数据构建双因子模型,从中抽取出能

被双因子模型解释(在一般因子和特殊因子的负荷值均高于0.3,或者仅在一般因子上的负荷值高

于0.3)的题项34题组成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初稿,其中认知特性维度12题,个性品质和

适应能力维度各11题。

2.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正式稿的形成

对初稿进行认真分析,并邀请3位心理学专家和12名中学教师(初一至高三各2名,男女各

半)对初稿质量进行评估,衡量其是否能够准确反映中学生心理素质。结果表明,某些题项尽管因

子负荷达标,但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部分题项存在跨维现象,缺乏表

面效度。例如适应能力中有关学习适应能力的题项“我善于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学习”就可以归入

认知特性的迁移性中,个性品质中反映求知欲的题项“我对新知识很感兴趣”同样可以反映认知特

性的好奇心。(2)某些题项所呈现的内容对于中学生来说较少经历,难以反映当今中学生心理素质

的真实表现。例如“当遇到歹徒等意外事件发生时,我能临危不乱、冷静应对”。(3)部分题项的表

述过于抽象,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例如“遇到僵持局面时,我常常能迅速拿定主意以化解矛盾”、“我
常能觉察身边同学的细微变化”。针对这些题项,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处理:(1)对题项仔细分析和鉴

别,并征询心理学专家和中学教师的意见,以决定是否删除问题题项或者保留下来做进一步修改,
对于不符合中学生经历的题项被直接删除;(2)如果题项得以保留,那么对于跨维的题项,我们仅择

其一;(3)对于存在表述问题的题项,我们在访谈12名初一至高三中学生(每个年级各2名、男女各

半)后逐条进行修改,使之语义清晰、明确,并且符合中学生的用语习惯。正式问卷的形成还遵循了

两个基本原则:(1)各维度的题目数量保持一致;(2)为避免因正向题和反向题混合造成的项目表述

方法效应(themethodeffectsassociatedwiththeitemwording),即由题项表述方式的差异引起的

与测量内容无关的系统变异[18-19],所有题项均确保为正向表达。由此形成包含24题(认知特性、个
性品质与适应能力各8道题)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正式稿。

3.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正式稿的检验

施测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正式稿,对问卷进行双因子结构验证,分析其信度、效度。
为了检验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双因子结构,我们构建了1个双因子模型和3个传统因子模型,并比较

它们在模型拟合上的差异。这4个模型分别是:(1)双因子模型,所有题项均负荷在一个一般因子

(即心理素质)上,同时又分别负荷在3个特殊因子(即认知特性、个性品质、适应能力)上,这3个特

殊因子彼此不相关,它们与一般因子也不相关。(2)单因子模型,所有题项均负荷在一个潜在因子

(即心理素质)上;(3)一阶3因子模型,所有题项分别负荷在3个单独的因子(即认知特性、个性品

质、适应能力)上,3个因子彼此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4)二阶模型,在一阶3因子模型上增加一

个二阶因子(即心理素质),3个一阶因子可被心理素质这个内在共同因子解释,被试在具体题项上

的反应由一阶因子和二阶因子共同决定。采取常用的适配指标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评价,包括卡

方(χ2)、CFI、TLI和RMSEA。除此之外,我们还检验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间隔4
个月)以及效标效度(生活满意度和抑郁)。

(四)数据分析

采用SPSS22.0和 Mplus7.0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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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分析

(一)双因子模型与传统因素模型的拟合结果比较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双因子模型、单因子模型、一阶3因子模型、二阶模型的拟合

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的拟合相对最差,该模型的卡方值最大,CFI和TLF均小

于0.9,RMSEA也大于0.05,都未能达到最低标准。而其他三个模型的拟合指数都在可接受范围

内,卡方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双因子模型显著优于一阶3因子模型和二阶模型(Δχ2=842.168,Δdf
=21,p<0.005)。综上所述,本研究修编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双因子结构模型拟合值

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并且显著优于其他模型,因此中学生心理素质更适合用双因子结构进行解释。
表2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p CFI TLI RMSEA

单因子模型 2470.012 252 0.000 0.877 0.865 0.060(0.058,0.062)
一阶3因子模型 1796.468 249 0.000 0.914 0.905 0.050(0.048,0.052)

二阶模型 1796.468 249 0.000 0.914 0.905 0.050(0.048,0.052)
双因子模型 954.300 228 0.000 0.948 0.937 0.036(0.034,0.038)

  (二)双因子模型的因子负荷

中学生心理素质双因子模型的标准化因子负荷见表3。如表所示,一般因子上,所有题项的因

子负荷均大于0.3,较为理想,表明该问卷可以测量出中学生的核心心理素质。而在特殊因子上,仅
有6个题项的因子负荷在0.3以上,其中认知特性因子2个、个性品质1个、适应能力3个,其余题

项的因子负荷皆在0.3以下,甚至个性品质的3道题的因子负荷为负数,这些在特殊因子上负荷不

理想的题项只测出了核心心理素质,而未能测出具体的心理素质维度。
表3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双因子模型的标准化因子负荷

题项 心理素质 认知特性 个性品质 适应能力

1 0.527 0.244
5 0.501 0.161
9 0.623 0.170
11 0.488 0.367
15 0.601 0.332
16 0.603 0.276
20 0.574 0.232
24 0.611 0.197
2 0.623 0.209
4 0.540 0.268
7 0.594 -0.193
12 0.536 -0.152
14 0.584 0.174
17 0.614 0.304
19 0.627 -0.217
22 0.635 0.140
3 0.354 0.503
6 0.522 0.183
8 0.470 0.117
10 0.363 0.352
13 0.494 0.200
18 0.387 0.541
21 0.502 0.312
23 0.485 0.249

  (三)信度效度检验

1.信度分析

如表4所示,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12,重测信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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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5,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63~0.831之间,间隔4个月的重测信度在0.549~0.637之

间。所有信度系数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证明此次修订的问卷是可靠的。
表4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内部一致性信度 重测信度

认知特性分量表 0.831 0.549
个性品质分量表 0.812 0.570
适应能力分量表 0.763 0.637
心理素质总量表 0.912 0.615

  2.效度分析

本研究检验了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结果如表5所示,心理

素质各维度相关在0.659~0.757之间,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02~0.358之

间;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358~0.426之间。总量表与各维度的相关在0.847~
0.912之间,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80;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443。由此可知,尽管各维度相关较高,但是从整体来看,问卷的效度检验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表明此次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比较可信。

表5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效度

认知特性 个性品质 适应能力 总量表 生活满意度 抑郁

认知特性 1 0.339** -0.358**

个性品质 0.757** 1 0.358** -0.426**

适应能力 0.610** 0.659** 1 0.302** -0.368**

总量表 0.896** 0.912** 0.847** 1 0.380** -0.443**

    注:**p<0.01。

四、讨 论

心理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心理学中国化的重要领域,开发既科学有效又简单易行

的测量工具是准确评估学生心理素质水平与特点的前提,也是深入开展心理素质研究的基础。本

团队已经科学系统地编制了两版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然而由于题量过大,使得两版问卷在推广应

用上受到了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心理素质研究的深化。因此,开发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的

简化版,用较少的题项来反映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势在必行。又由于心理素质可能更符合双因

子结构,本研究即以张大均等[1]的心理素质理论和双因子结构理论为基础,对杨念,张大均[2]版的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进行了简化和修编。此次修编首先施测原问卷并验证其双因子结构,根据因

子负荷挑选题项组成问卷初稿,接着对初稿进行评定,对问题题项进行处理,形成问卷正式稿,最后

对正式稿进行施测和检验。最终所得到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包含认知特性、个性品质

和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共24题,每个维度8道题,同样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素质

水平越高。
从问卷编制的基础和过程、问卷的题量、内容、结构和信效度等方面来看,此次修编的问卷质量

较高,可以用于测量中学生的心理素质。第一,原始问卷———杨念,张大均[2]版———的编制科学规

范,信效度良好,所有题项都能各自代表中学生心理素质的不同成分,说明此次问卷修编的基础是

科学有效的。第二,题项的初步抽取依据双因子模型的拟合结果,后续对题项的加工经过了反复斟

酌、修改,其中还结合了专家、教师评定与学生访谈,对问卷的评估从双因子模型拟合与信效度分析

两方面进行,表明问卷修编过程是规范的。第三,与冯正直,张大均,范华泉[7]和杨念,张大均[2]两

版问卷相比,题量有了较大幅度的缩减,这对于无论是单独测量还是与其他问卷组合测量,在答题

时间和答题效率上都将有显著提高。第四,由于问卷修编的基础科学有效、过程规范,这保证了问

卷题项既能真实反映中学生的心理素质及其所属维度,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又在表述上通俗易

懂,有利于中学生的理解和作答,操作性强。第五,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双因子模型的各项指标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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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统计学要求,相较于单因素模型、一阶三因素模型和二阶模型,双因子模型的拟合也最优,这与以

往有关双因子模型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5],证明了中学生心理素质更适合用双因子结构来解释,
表明中学生的心理素质不仅存在共同效应(一般因子),还存在特殊效应(特殊因子)。此外,双因子

结构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析显示,一般因子上所有题项与特殊因子上的部分题项的因子负荷均大

于0.3,说明该问卷既可以准确测出中学生的核心心理素质,又能测出中学生在认知特性、个性品质

和适应能力上的部分表现。第六,信、效度分析结果表明,总问卷及其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
测信度,以及它们与效标(生活满意度、抑郁)的相关均较为理想,说明该问卷是可靠的和可信的。
综上所述,此次问卷修编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可以作为测量中

学生心理素质的工具使用。
尽管如此,此次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例如,相较于全国

大样本来说,本研究包含的样本量还较小,未来研究有待扩大被试的取样范围,检验其在不同社会

背景中的效用。另外,虽然一般因子上所有题项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3,然而部分特殊因子的因子

负荷存在小于0.3、甚至还有负数的情况,说明问卷还很难完全测出具体的心理素质维度;虽然心理

素质各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较高,然而各维度之间的相关也较高,说明各维度之间的区分度不够。
以上不足说明此次修订的问卷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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