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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的
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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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已有攻击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形成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的操作性定义。在对心理学

本科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基础上形成抑郁症状大学生的初始问卷,并对694名大学生进行初测,形成正

式问卷,确定抑郁症状大学生的正式问卷分为自我攻击和社会性攻击两个分问卷,随后对2530名大学生进

行正式测量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信效度的检验等,最终确定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

卷包括自我攻击和社会性攻击两个分问卷。数据表明,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的分问卷各因素信效度良

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可以作为中国版抑郁症状大学生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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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抑郁与攻击具有很高的相关性[1]。关于个体攻击性的研究一般都是分儿童—青少年—成人等

年龄段进行的,鲜有对某种心理障碍与攻击性关系的专门探讨,更没有对抑郁症状大学生的攻击性

进行系统研究[2]。当前大学生抑郁人数呈上升趋势,抑郁症状大学生的攻击性无论对社会、家人,
还是自己都有重要的负性影响,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亟待研究的课题[3-4],已有很多攻击性问卷,
只是从普通人群的角度来研究正常情况下的攻击性,属于常规情境下的一种攻击,或者至少没有体

现特定人群的攻击性特征[5],而抑郁症状大学生特有群体的攻击性问卷体现了该群体在特定情况

下的特殊攻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抑郁症状大学生的攻击性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去预防和干预抑

郁症状大学生的攻击性导致的后果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在抑郁越来越成为

一个威胁青少年、大学生生命健康安全的严重情境下[3-4],编制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问卷,应
该具有必要的价值。

研究发现[6],心理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攻击”进行研究以来,“攻击”概念内涵的界定

主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攻击定义为躯体伤害性。20世纪20年代,人们将“避免痛苦与寻求快乐

的行为遭受挫折时的反应”看作是“攻击性行为”,而在30-70年代,心理学家更同意将以直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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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为目的的任何行为序列定义为攻击[7]。Buss从行为的结果是否具有伤害性角度来定义攻击,
他认为攻击没有目的性,只是伤害他人的任何行为。Buss的观点忽略了个体的行为动机[8]。第

二,攻击定义为行为动机性。有心理学家指出[9-10],攻击不只是造成伤害,还必须有伤害的目的,可
见,将造成伤害行为的动机纳入界定标准之中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趋势。第三,攻击定义为心身取

向性。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有研究者从攻击的行为对个体身体伤害后果来界定攻击,缺乏从心理

伤害角度的考量[11],而班杜拉曾提出[12],攻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强度、形式、意图、行为结果

以及实施者和承受者之间关系等多种因素,应综合考虑多种维度。第四,攻击手段多样性取向。我

国学者认为,攻击性行为包括了伤害意图、伤害行动和社会评价三个要素,攻击者具有伤害他人的

主观意图[13-15]。
综上来看,攻击是指一种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与精神为目的的行为。攻击有两个典型特征:

(1)攻击是一种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具有意图和动机;(2)攻击既包括企图在心理上伤害他人的行

为,也包括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16]。但是,心理学家在对攻击性定义做出的演变分析来看,他们强

调被攻击的对象都是他人。大量研究表明,抑郁症状群体不仅对他人和社会有攻击性行为[17],更
有对自己的攻击性[18-20]。有心理学家认为,宣泄紧张不安和不满情绪的消极方式就是攻击性行为,
主要有转向攻击性行为和直接攻击性行为。前者是将愤怒发泄到其他对象上,后者是将怨气、愤怒

转化为对应言行,直接发泄到导致挫折的对象上。自我虐待、折磨或自戕均属于转向攻击性行为,
即把攻击性指向自己[21]。当前大学生因耐挫折力不高,易把挫折原因进行内化,朝向自己发泄愤

怒,伤害自己,进而产生轻生念头,抑或采取自杀行为[6]。
因此,本研究中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操作性定义是指抑郁症状大学生采用行为、情感或言

语等手段对自己或他人的身体和心理(或情感)以及他物进行侵犯,致使自己、他人或他物受到非本

人意愿接受的伤害性行为结果。该定义包括了恶意伤害意图、伤害行为和后果这三个攻击行为应

具有的特点,同时兼具自己特征。第一,从攻击行为手段看,不仅有外显的言语手段、行为手段,还
有内隐的情感攻击手段;第二,从攻击对象来看,攻击不仅指向他人他物,也有对自己的攻击,从而

扩大了攻击的对象;第三,从攻击的内涵来看,攻击兼具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攻击。
研究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行为的时候,需要将攻击性人格与攻击性行为进行区分。攻击性

人格与本文讨论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是有区别的,非本文讨论范围。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1.样本1:选取安徽某高校心理学专业本科生37名作为研究对象。全部问卷由心理学专业的

本科生组织测试,并当场收回。数据主要用来抽取出编制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的因子。

2.样本2:在华中和西南地区抽取了三个学校作为自己的初试研究对象。总计694人,男生

230人,女生464人,大一83人,大二304人,大三159人,大四148人,数据用来进行正式问卷的编

制研究。

3.样本3:选取安徽合肥地区的7所本科高校进行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的正式测试,共
发放问卷2530份,其中,男生1408人,女生1122人,大一374人,大二1035人,大三723人,大四

398人。筛选出Beck抑郁得分在5分以上的问卷1914份,前957份问卷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后

957份问卷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二)问卷编制

1.文献回顾和半开放式问卷调查,拟抽取出问卷因子

研究从设计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编制要考虑的问卷结构入手,以文献和资料为研究蓝本

提出半开半闭式问卷题目,并对安徽某高校心理学专业本科大三学生进行测试。经过统计分析,拟抽

取出1级11因素,2级2因素,初步构建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的理论结构模型。结果见表1。



表1 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初测问卷的结构维度报告表

因素 成分含义

自我攻击 个体采取各种方式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造成的伤害,包括自残或自杀

自残和自杀 指自己有意无意地伤害自己的身体器官,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我器官伤害 运用工具有意无意地伤害自己的身体器官

内疚感或自责 指无论事情的失败或不满意,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因而感觉歉疚和自责

嫉妒 指对自己身边熟悉人所取得的成就,如学习、金钱、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嫉恨

多疑或过敏性 指对集体或他人的事情不认真对待,或者口是心非地加以敷衍

自我压抑 指日常生活中不能恰当表达自己的情绪,对自己行为控制较强

消极抵抗性 指对集体或他人的事情不认真对待,或者口是心非地加以敷衍

社会性攻击 对他人身体或心理以及他物所采取的各种攻击,包括伤害或杀死他人

对他人身体或他物的攻击 指有意或无意对伤害他人身体或对物体造成伤害的行为

嘲笑攻击 是指在青少年期发生的同伴之间相互嘻笑打骂的攻击行为

语词敌意 在言语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性,让对方感觉难以招架,心里害怕

愤恨 指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对他人产生愤怒和仇恨的情绪

  2.问卷初步编制和预测

根据已有文献及半开半闭式问卷收集的信息构建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理论结构维度

来编制初测问卷,参照国内外学者编制的问卷确定项目,结合抑郁症状大学生的特点进行编制。将

初测问卷发给样本2的被试进行填答,回收问卷后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确

定问卷项目和因子结构。所有项目采用李克特式五点式记分,并且采用单选迫选形式,按符合程度

分为5级评分。其中:“总是这样”计5分,“经常这样”计4分,“有时这样”计3分,“较少这样”计2
分,“从不这样”计1分。得分与攻击性的关系为:得分越高者攻击性越低,得分越低者攻击性越高。
经过对初试问卷的检验之后,基本确定了本研究的结构模型图:包括自我攻击和社会性攻击两个分

问卷。其中自我攻击分问卷包括嫉妒、自我压抑、多疑或过敏性、消极抵抗性、内疚感或自责、自我

器官伤害、自残或自杀等7个因素;社会性攻击分问卷包括对他人身体或他物的攻击、嘲笑攻击、语
词敌意、愤恨等4个因素。

3.统计工具

全部数据采用SPSS18.0、Amos15.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

析、信度分析。

三、结 果

(一)自我攻击分问卷的因素分析及确定

1.初试问卷的项目分析

根据临界比值、项目与总分相关系数、内部一致性系数及共同性4个指标,实现对自我攻击性

分问卷的项目进行筛选[22],再对剔除之后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以每个题项得分的前后27%为临界点进行高低分组,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对项目的区分度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所有题目的t检验结果均显著(p<0.001)。然后将每题

与总量表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所有题项与总分之间相关性均显著(p<0.001),
自我攻击性分问卷的EFA取样适当性KMO=0.889>0.8,Bartlett球形检验非常显著(χ2=

15233.65,p<0.001其显著性达到0.001水平,这说明对所得的预试问卷可以进行因素分析。对初

测问卷进行因素分析,解得初试因素负荷矩阵,再通过斜交旋转法求出最终的因素负荷矩阵。根据

以下标准确定因素的数目:(1)因素的特征值大于1;(2)因素解符合陡阶图检验(ScreeTest);(3)
抽取出的因素在旋转前至少要能解释2.2%的总变异量。对问卷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
ponentAnalysis)和正交旋转因素分析(Varimax),根据理论构想和陡坡阶检验(ScreeTest)结果和

碎石图(ScreePlot),共抽取出11个因素。



2.正式问卷的项目分析

以《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为基本的统计资料。收回有效正式问卷2530份,其中1914
份问卷测试得分大于等于5,随机将这些问卷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957份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后半部分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研究问卷》结构进行检验。
经过对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的正式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初试问卷1阶11因素、2阶2因

素结构模型并没有在正式问卷中显示出来。这可能是与地区差异、被试构成、题项的增删有关。因

此,本研究决定适当修改初试问卷的结构模型,确定为两个分问卷的形式来界定问卷结构模型。
首先进行取样适当性检验,KMO=0.903>0.8,Breltet球形检验显著(χ2=10515.22,p<

0.001),表明该样本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对问卷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Analy-
sis)和正交旋转因素分析(Varimax),根据理论构想和陡坡阶检验(ScreeTest)结果和碎石图(Scree
Plot),共抽取出6个因素。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自我分问卷共获得26个题项,分析出6个因素,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

62.651%,项目在该因素上的负荷均大于0.40,而在其它因素上的负荷很小。其中第一个因素包括

6个项目,描述的是对自己身体器官的伤害,因此可以命名为“自我伤害”;第二个因素包括5个题

项,表达了对他人取得成绩或能力的一种妒忌心理,因此可以命名为“嫉妒”;第三个因素包括5个

题项,反映了个体自身的内疚或自责心理,因此可以命名为“内疚感或自责”;第四个因素包括3个

题项,描述了个体在遇到压力时候以饮食滥用方式来减缓压力,因此可以命名为“暴饮暴食”;第五

个因素包括4个因素,反映的是个体在遇到不愉快的经历时候,不能正确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导致

心理上的不良反应,因此可以命名为“自我行为或情绪的压抑”;第六个因素包括3个题项,主要表

达的是个体用不吃不喝的方式来体现自己内心的不愉快,因此可以命名为“饮食拒绝”。
表2 自我攻击分问卷因素负荷表(N=957)

项目
因素负荷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因素5 因素6
共同度

43 0.788 0.689
13 0.780 0.655
14 0.780 0.644
33 0.767 0.669
23 0.758 0.667
53 0.745 0.610
24 0.796 0.711
34 0.744 0.640
4 0.715 0.577
54 0.625 0.606
44 0.574 0.497
35 0.763 0.672
25 0.725 0.575
15 0.697 0.553
45 0.553 0.467
55 0.469 0.359
12 0.866 0.803
1 0.830 0.761
22 0.792 0.736
47 0.773 0.633
57 0.714 0.589
37 0.664 0.489
48 0.631 0.494
32 0.804 0.729
52 0.789 0.744
42 0.687 0.722
特征值 7.562 2.709 2.113 1.554 1.345 1.005
累积贡献率(%) 29.086 39.507 47.634 53.613 58.787 62.651

   注:表内只显示大于0.40的因素负荷值



3.自我攻击分问卷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即同质信度,也叫Cronbacha系数)和分半信度作为检验抑郁症状大

学生攻击性对自己的攻击的分问卷及其各个因素的信度指标。结果见表3。从中可见,自我攻击性分

问卷的6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4453~0.897之间,整个分问卷的系数为0.864。
表3 对自己攻击的分问卷信度系数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因素5 因素6 总问卷

Cronbacha系数 0.897 0.813 0.743 0.846 0.603 0.445 0.864
分半信度 0.894 0.713 0.620 0.773 0.685 0.772 0.811

  4.自我攻击分问卷效度检验

图1 自我攻击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1阶6因素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

  6个因素之间的相关范围为0.164~0.471,
相关适中;6个因素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在

0.547~0.760之间,相关较高;6个因素内部的

相关系数最低的为0.486,最高的为0.889。因

此,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研究正式问卷

自我攻击分问卷整体上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该

分问卷1阶6因素结构模型信度、效度都具有良

好的程度,可以确定该结构为抑郁症状大学生攻

击性问卷对自己攻击的分问卷结构。

5.自我攻击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

由图1、图2两个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自
我攻击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两个模型中,1
阶6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的明显好于

2阶2因素1阶6因素模型,因此本研究在正式

问卷研究中将按照1阶6因素模型来研究抑郁症状大学生对自己攻击的特点。

图2 自我攻击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2阶2因素1阶6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图

表4 正式问卷自我攻击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模型 χ2 df χ2/df NFI TLI CFI RMSEA PNFI

1阶6因素模型 995.57 285 3.493 0.876 0.895 0.908 0.051 0.768
2阶2因素 3575.506 298 12.609 0.531 0.509 0.550 0.110 0.487
1阶6因素模型

  (二)社会性攻击分问卷的因素分析及确定

1.正式问卷的项目分析

首先进行取样适当性检验,KMO=0.933>0.8,Breltet球形检验非常显著(χ2=8352.418,p<



0.001),表明该样本非常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根据理论构想,限定4个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和正交旋转因素分析(Varimax),根据理论构想和陡坡阶检验(ScreeTest)结果和

碎石图(ScreePlot),共抽取出4个因素:对他人或他物的攻击、嘲笑攻击、愤恨、语词敌意。
由表5可见,因素分析共获得22个有效题项,分析出4个因素,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52.653%,

项目在该因素上的负荷均大于0.40,在其余因素上的负荷很小。第一个因素包含10个题项,命名

为“对他人身体或他物的攻击”,描述了用一定的武器对他人身体以及他物的攻击;第二个因素命名

为“嘲笑攻击”,包括4个题项,主要指当他人对个体采用一定的言语或行为刺激,包括嘲笑等,个体

能够用恰当的方式给予还击,达到降低或消除心理上的郁闷,有助于调适自己心理,达到身心健康

的目的;第三个因素命名为“愤恨”,体现了个体在平常生活中对社会现象及他人的一种不信任和愤

怒感;第四个因素命名为“语词敌意”,即个体对他人所采取的言语上的刺激,会对他人产生心理上

的伤害。
表5 正式问卷社会性攻击的因素负荷表

项目 共同度
因素负荷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20 0.636 0.786
30 0.629 0.761
40 0.578 0.727
41 0.565 0.726
51 0.526 0.712
61 0.519 0.672
28 0.459 0.634
38 0.404 0.578
18 0.427 0.528
11 0.428 0.514
64 0.686 0.808
63 0.600 0.741
62 0.611 0.703
65 0.449 0.649
6 0.644 0.784
17 0.624 0.759
27 0.551 0.685
16 0.397 0.540
21 0.523 0.687
10 0.473 0.656
31 0.482 0.488
60 0.428 0.440
特征值 7.728 2.169 1.647 1.093
累积贡献率(%) 32.200 41.238 48.099 52.653

        注:表内只显示大于0.40的因素负荷值

2.社会性攻击分问卷信度检验

由表6可知,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研究的正式问卷社会性攻击的分问卷各因素内部一

致性系数在0.803~0.983之间。整个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63。可见,该分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度。
表6 社会性攻击分问卷的信度系数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总问卷

Cronbacha系数 0.938 0.871 0.851 0.803 0.926
分半信度 0.696 0.6960 0.872 0.633 0.750

  3.社会性攻击分问卷效度检验

  4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在0.300~0.475之间,相关适中;4个因素分别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则在

0.637~0.924之间,有较高的相关;4个因素内部的相关系数最低的为0.618,最高的为0.805。可见,正
式问卷社会性攻击分问卷整体上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图3 社会性攻击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1阶4因素模型图

4.社会性攻击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图3、图4两个模型进行比较发现,抑
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正式问卷社会性攻击分

问卷1阶4因素的模型明显优于2阶2因素

1阶4因素模型。故本研究采用社会性攻击

分问卷的1阶4因素模型来研究抑郁症状大

学生的社会性攻击特点。由探索性因素分析

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可知,抑郁症状大学生的

社会性攻击分问卷1阶4因素结构模型较

好,可以对抑郁症状大学生的社会性攻击特

点进行研究。

图4 社会性攻击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2阶2因素1阶4因素模型图

表7 社会性攻击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模型 χ2 df χ2/df NFI TLI CFI RMSEA PNFI

1阶4因素模型 555.611 203 2.737 0.913 0.922 0.938 0.043 0.896
2阶2因素1阶 1623.297 208 4.804 0.883 0.868 0.892 0.084 0.816
4因素模型

  (三)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正式问卷的结构确定

综上所述,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的整个结构如图5和表8。

图5 正式问卷测试及因素分析后得出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结构模型图



表8 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正式问卷结构维度报告表

因素 成分含义

自我攻击 个体采取各种方式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造成的伤害,包括自残或自杀

自残或自杀 指自己有意无意地伤害自己的身体器官,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内疚感或自责 指无论事情的失败或不满意,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因而感觉歉疚和自责

嫉妒 指对自己身边熟悉人所取得的成就,如学习、金钱、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嫉恨

暴饮暴食 指自己因为抑郁情绪而出现的饮食严重过量的行为

自我行为或情绪压抑 指日常生活中不能恰当表达自己的情绪,对自己行为控制较强

饮食拒绝 指自己因为抑郁情绪而出现的饮食严重过少的行为

社会性攻击 对他人身体或心理以及他物所采取的各种攻击,包括伤害或杀死他人

对他人身体或他物的攻击 指有意或无意对伤害他人身体或对物体造成伤害的行为

嘲笑攻击 是指在青少年期发生的同伴之间相互嘻笑打骂的攻击行为

语词敌意 在言语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性,让对方感觉难以招架,心里害怕

愤恨 指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对他人产生愤怒和仇恨的情绪

四、讨 论

(一)关于本问卷编制的方法学讨论

关于人类攻击的研究,无论是从儿童到青少年、成年人,还是从男性到女性,抑或是从国外到国

内,都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攻击一直是人类给予众多关注的问题之一。正如Parke和Slaby所言:
“在本世纪故去的岁月,很少有哪几个课题,像攻击及其控制那样,引起如此之多的理论实践研究的

关注”[23]。
攻击性研究领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与方法,因为攻击性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广泛性以

及研究者各自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攻击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领域的不断

拓展与深入,但是,各种方法和不同取向之间各有不足和优势,无论是从教育学取向、心理学取向、
社会学取向还是临床取向或者医学取向都不能合理、准确地揭示攻击的结构、类型、成分及其发展

特点,不能轻易实现对攻击性的研究。当然,研究方法也是如此,自然观察法、自我报告法、生理测

量法、问卷测量以及临床法(或谈话法)、实验法等每一个单一的研究方法在其运用中表现优势的同

时也会有一些不足。因此,有必要对各种方法的使用进行整合。多种方法的整合运用能够推动攻

击性研究向着更加有效的目标迈进。
普通人的攻击量表比较常见,主要有敌意量表(BDHI)[24],用来评定愤怒、敌意和攻击的;

Straus的人际攻击和暴力量表[25]等。这些量表研究的对象都是普通人群或者是普通的大学生,缺
乏对特殊群体进行研究的量表。少数学者编制了特殊群体的研究问卷,如研究强迫症状群体

的[26],目前没有发现有专门研究抑郁症状大学生的攻击性问卷的。因此,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

问卷的编制具有其必要性。Thomas等在2003年对大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自尊与攻击性之间

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同意Buss和Durkee的观点:即最好将攻击看作是一个多维的概念[27];同
时,他们也认同攻击包含身体攻击、语词攻击、生气和敌意四个方面的内容[28]。其中,身体和语词

攻击包括伤害(hurtingorharming)他人,代表着攻击的工具性成分;愤怒包含情感或心理上的觉

醒和攻击性攻击的准备,意味着攻击的有效成分;敌意包含着愤怒的情感和怀疑,彰显了攻击的认

知成分。2003年,Mary等用嘲笑攻击量表研究了大学生的嘲笑攻击情况,结果发现,嘲笑攻击可

以看作是游戏攻击的一种。嘲笑攻击的目的是游戏,没有伤害意图,因而与攻击类似或斗殴的社会

行为有差别,它是一种普通的社会交往形式[29]。
本研究所编制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研究问卷严格依照心理量表的编制程序,主要有

以下几个步骤:(1)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研究,结合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依靠心理学专业本

科学生的调查,初步构建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的理论模型;(2)根据该理论模型编制题项,确
定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研究初始问卷。题项主要从已有相关量表选择和自己编制题项得



到;(3)正式施测问卷并进行项目分析,确定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研究问题的因素和成分,形
成正式问卷。

因此,本研究遵循心理学的学科规范,详细论述了已有文献,进行了较高质量的综述,根据现有

文献资料,融合多种资料、手段、方法,融会贯通,最终完成本研究。
第一,本研究力图体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有机结合的思路。将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加以结合,

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已有研究很少涉及到的大学生,尤其是抑郁症状大学生群体;第二,就研究内容

而言,主要着眼于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力图全面把握抑郁症状大学生的攻击性问卷结构模

型;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需要为出发点,将访谈法、问卷法、统计分析法等结合,尝试全面

有效地编制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
(二)自编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

本研究在编制问卷过程中,严格遵守心理学理论要求,力求题项与成分的匹配,尽量能够表达

成分的内涵,内容效度较好。通过对调查得到的初始问卷进行鉴别力分析,结果发现有效题项

100%,由此可见初始问卷的题项鉴别力质量非常好;保留因素分析负荷值在0.40以上的题项49
个,依据成分内涵,补充了题项较少的成分,总计题项达到65个,严格保证了题项的质量。经信效

度检验表明,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自我攻击分问卷一致性信度在0.620~0.894之间,总问卷

的信度为0.811,说明该分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对分问卷进行结构效度检验发现,该分问卷的6个

因素与总问卷的效度良好,说明我们可以将自编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分问卷作为研究工具来

使用;再对社会性攻击分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发现,该分问卷的一致性信度在0.633~0.872之间,
用相关分析对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发现,4个因素与总问卷的效度良好,社会性攻击分问卷

结构效度令人满意,能够在研究中加以使用。
经过对正式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得到的10个因素与初始问卷构想的1阶11因素

不太一致。对收集到的正式问卷进行因素分析发现,正式问卷与初始问卷相比结构有些许变化,即
初始问卷中的题项较少,所以暴饮暴食和饮食拒绝两个因子加了几个题项之后在正式问卷结构中

保留了下来;自残或自杀因子与对自己器官的伤害因子在正式问卷中合并了,归为自残或自杀因

子;而正式问卷和初始问卷中社会性攻击分问卷的结构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本研究中抑郁症状大

学生攻击性问卷的最终结构包含两个部分,即自我攻击性分问卷和社会性攻击性分问卷,自我攻击

性分问卷有6个因子,社会性攻击性分问卷包含4个因子,总问卷10个因子。
(三)编制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和中国地域特点

本研究编制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是在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上编制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

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该问卷既有已有理论研究基础,更有特定中国文化领域下的中国特

色抑郁症状大学生的攻击性特点,有良好的中国抑郁症状大学生的适应性,能够满足中国抑郁症状

大学生攻击性特点的研究。
不可否认,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问卷编制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如意,甚至有缺陷的地方。要

想完成科学、权威、准确、完整的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特点问卷编制,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收集并修

订、验证和完善。因而,希望我们的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够给予特定人群

更多的关注,编制和运用如抑郁症状大学生攻击性问卷,这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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