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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以大样本调查我国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状况为依据,建立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全国常模。采用《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权威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在

全国三大经济带分层抽样,获有效样本10439人。结果表明:(1)东部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各维度的发展水平

显著高于中、西部小学生,中部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水平最低;(2)在家庭居住地上,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各维

度的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省会城市和地州市(地级市或自治州)、县城、乡镇和农村;(3)女生的心理素质

及分维度的发展水平高于男生;(4)在年级上,心理素质水平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呈现上升趋势,五、六年级小学

生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四年级;(5)在年龄段上,9~9.5岁、9.5~10岁、10.5~11岁适应性(能力)的发展水平

显著高于11.5~12岁,其余年龄段之间均无显著差异。本研究在该大样本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小学生

心理素质量表的全国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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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是改革开放所产生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与模式[1]。素质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总体来讲,学生的素质包括生理素

质、科学文化素质(含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2-3]。其中心理素质作为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3]。因此,开展心理素质研究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

我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人尤其青少年心理素质的系统研究,首先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揭

示心理素质的内涵,在理论探析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将心理素质界定为: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将
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衍生、发展和自组织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发展-创造行

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3-5]。
心理素质从本质上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作为内源性因素,它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学业发展和行为习惯等起决定性的作用[6]。因此,心理素质是衡量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重要核心

品质。以心理健康为例,从心理素质的内容要素-功能价值的统一性意义来看,心理健康反映的是

心理素质的功能性,二者的关系本质上是“本”和“标”的关系[6]。王鑫强和张大均[7]在提出的心理

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中认为,心理素质对心理健康除了有直接影响外,还能发挥关键的间接

作用和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观点[8]。
心理素质是一个包含从稳定的内源性心理机制到外显的适应性经常行为的多层面的自组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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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其中认知品质、个性品质是心理素质的内容要素,适应性(能力)是以内容要素为基础衍生形成

的功能性要素,它与行为联系更直接。认知品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品

质,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具体操作,它是心理素质结构最基本的成分。个性品质是个体心理

特征的组合,虽不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具体操作,但具有动力和调节机能,居于心理素质的

核心地位。适应性(能力)是心理素质功能价值的反映,即以一定的心理内容要素(认知品质和个性

品质)为基础,通过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选择、适应和改变环境,使自身与环境和谐协调的适应能

力,它是心理素质最能体现衍生功能的因素,也是个体的适应-发展-创造行为中的综合反映(外
显行为方式)[4-5,9-10]。不同的要素表现出在各自领域的独特性,同时要素之间相互承接,动态协调

发展,共同构成了心理素质这一自组织系统[6]。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心理素质的理论和双因子结构理论,武丽丽,张大均和程刚[11]构建

了心理素质的双因子结构,并通过与传统层次结构进行比较,最终验证了心理素质双因子结构的合

理性和可行性。基于此,潘彦谷,张大均和武丽丽[12]在已有的多版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基础上进

行修订[13-15],形成了共27个题项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并对该量表的信度(内部一致性

信度、重测信度)和效度(结构效度、效标效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修订后的量表结构清晰、简明,
方便研究和实际应用,信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适用于评定4~6年级小学生心理素质的

发展水平和特征。但该量表修编取样集中于重庆地区,缺乏全国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分布状况和参

照分数标准,因而难以准确的衡量个体心理素质水平在所属群体中的相对位置。心理素质是学生

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心理素质客观准确的评价,是素质教育评价的重要内容。因此,小学

生心理素质全国常模的建立对于评价学校素质教育和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都非常重要。
本研究旨在将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应用于全国小学生群体中,获取更具代表性的大

样本资料,以进一步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差异,分析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普遍水

平和分布状况,最终建立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的全国常模,为小学生心理素质研究提供通

用性强的标准化测量工具。

二、取样与方法

(一)常模取样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综合考虑我国三大经济带、家庭居住地、年级、性别比例,计划抽取总样

本量10800人。其中三大经济带是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资源、
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差异,划分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东、
中、西部学校的比例、年级比例以及性别比例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权威发布的

2015年教育统计数据。全国抽样调查于2016年10月份开始,2016年12月底完成。本研究最终

收回问卷10535份,进行编码整理后,删除缺失值超过30%或规律作答的无效问卷,保留有效问卷

共10439份,有效率达到99.09%。实际抽样的人数分布如下:按照经济带,东部(江苏省、吉林省、
黑龙江省)2836人(27.20%),中部(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安徽省)3670人(35.10%),西部(四川

省、重庆市、贵州省、陕西省、云南省)3933人(37.70%);按照家庭居住地,在省会城市的799人

(7.65%),地州市1443人(13.82%),县城2172人(20.81%),乡镇2049人(19.63%),农村3439
人(32.94%),家庭居住地栏缺失537人(5.15%);按照年级,由于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适
用于小学高段,因此样本只抽取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其中四年级3438人(32.90%),五年级3612
人(34.60%),六 年 级3388人(32.50%);按 照 性 别,男 生4860人(46.50%),女 生4758人

(45.60%),性别缺失821人(7.90%);按照以半岁为间隔的年龄段划分,9~9.5岁679人(6.50%),

9.5~10岁1050人(10.10%),10~10.5岁1567人(15.00%),10.5~11岁1429人(13.70%),11~
11.5岁1665人(15.90%),11.5~12岁2244人(21.5%),年龄缺失1805人(17.30%)。将实际样



本采集的人口学资料比例(如年级、性别)与教育部官方网站权威发布的2015年教育统计数据比例

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差异均不显著(χ2=0.006,df=2,p>0.05;χ2=0.01,df=1,p>0.05),
表明本次抽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代表全国4~6年级小学生群体。

(二)调查工具

采用由潘彦谷等修订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12],共27个题项,包含认知品质、个性

品质、适应性(能力)三个维度,其中认知品质主要包括元认知的意识性、计划性和监控性;个性品质

主要包括自信心、自尊感、责任感和乐观性;适应性(能力)品质主要包括情绪适应、人际适应、学校

适应和挫折耐受力。每个维度9个题项。量表采用5级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

合”),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心理素质水平越高。心理素质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间隔六周

后的重测信度为0.70,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2~0.90之间,重测信度在0.57~0.73之

间。结构效度(CFI=0.943,TLI=0.932,χ2/df=3.87,RMSEA=0.034,SRMR=0.033)、效标效度

均达到统计学标准。在本次全国大样本中,心理素质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适应性(能力)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7,0.83和0.77。

(三)施测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采用匿名方式,由本专业的教师和受过专门培训的班主任实时实

地完成样本的调查,当场收回并装袋密封。
(四)数据分析

运用SPSS24.0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进行描述统计、t检验及方差分析。

三、结 果

(一)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的总体常模

首先对来自全国的10439名小学生心理素质总分、分量表得分分布进行分析。根据量表的计

分方式,心理素质总量表的得分在27~135之间,分量表得分在9~45之间。表1是心理素质总量

表及分量表的数据特征。
表1 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总体常模

n M SD 95%CI 峰度 偏度

认知品质 10439 33.27 6.96 33.14~33.40 -0.46 -0.13
个性品质 10439 31.26 7.43 31.12~31.40 -0.27 -0.50

适应性(能力) 10439 36.88 5.99 36.77~37.00 -0.85 0.56
心理素质 10439 101.42 17.85 101.07~101.76 -0.40 -0.16

  (二)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分维度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小学生心理素质总量表及其分量表得分在不同经济带、家庭居住地、性别、年级、
年龄段等方面的差异性,分别以各类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心理素质总分、分量表总分作为因变量,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分维度的发展水平均存在经济带差异、家庭居

住地差异和性别差异;在年级上,除适应性(能力)外,其余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年龄段上,除适应

性(能力)外,其余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2 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分维度的人口学变量差异检验

因素
经济带

SS df F

家庭居住地

SS df F

性别

df t

年级

SS df F

年龄段(半岁)

SS df F
认知品质 8825 2 92.6*** 12754 4 67.95*** 1 -9.6*** 868 2 8.97*** 385 5 1.64
个性品质 13200 2 123*** 14302 4 66.91*** 1 -14.1*** 507 2 4.59** 554 5 2.04

适应性(能力) 4874 2 68.9*** 6450 4 46.06*** 1 -10.4*** 120 2 1.68 535 5 3.10**

心理素质 76557 2 123*** 96465 4 78.68*** 1 -13.1*** 2836 2 4.45* 194 5 1.26

  注:*p<0.05,**p<0.01,***p<0.001。

图1-图10展示了心理素质及分维度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发



现:在经济 带 上,小 学 生 心 理 素 质 及 分 维 度 的 发 展 水 平 从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东 部、西 部、中 部

(p<0.001);在家庭居住地上,除省会城市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分维度的发展水平与地州市小学生无

显著差异外(p>0.05),其余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分维度的发展水平从高

到低依次为省会城市和地州市(地级市或自治州)、县城、乡镇、农村;在性别上,女生的心理素质及

分维度的发展水平高于男生(p<0.001);在年级上,心理素质以及分维度认知品质、个性品质的发

展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呈现上升趋势,五、六年级小学生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四年级(p<0.001),但
五年级和六年级之间并无显著差异(p=0.534);在年龄段上,9~9.5岁、9.5~10岁、10.5~11岁的

适应性(能力)水平显著高于11.5~12岁(p<0.01),其余年龄段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图1 不同经济带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    图2 不同经济带小学生心理素质分维度的发展水平

  图3 不同家庭居住地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  图4 不同家庭居住地小学生心理素质分维度的发展水平

   图5 不同性别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      图6 不同性别小学生心理素质分维度发展水平

   图7 不同年级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      图8 不同年级小学生心理素质分维度发展水平



  图9 不同年龄段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   图10 不同年龄段小学生心理素质分维度发展水平

(三)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的各类型常模

表3列出了小学生心理素质的经济带常模、家庭居住地常模、性别常模、年级常模和年龄常模。
表3 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各类型常模(n=10439)

常模类别 n 百分比 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能力) 心理素质

经济带

常模

东部 2836 27.20% 34.73±6.81 33.03±7.47 38.00±5.86 105.76±17.80
中部 3670 35.20% 32.45±7.04 30.23±7.42 36.47±5.93 99.15±17.84
西部 3933 37.70% 32.99±6.84 30.94±7.18 36.46±6.03 100.39±17.36

家庭居住

地常模

省会城市 799 8.10% 34.32±6.74 33.23±7.15 37.83±5.50 105.39±16.63
地州市 1443 14.60% 35.30±6.73 33.18±7.45 38.22±5.70 106.70±17.54
县城 2172 21.90% 33.70±6.97 31.46±7.48 37.30±6.02 102.47±17.90
乡镇 2049 20.70% 32.83±6.65 30.98±7.27 36.56±5.92 100.37±17.23
农村 3439 34.70% 32.05±6.97 29.98±7.20 36.02±6.04 98.05±17.61

性别常模
男生 4860 46.60% 32.61±7.14 30.22±7.50 36.28±6.14 99.11±18.18
女生 4758 45.60% 33.97±6.68 32.32±7.20 37.54±5.74 103.83±17.14

年级常模

四年级 3438 32.90% 32.86±7.36 30.95±7.73 36.86±6.14 100.67±18.57
五年级 3613 34.60% 33.42±6.81 31.38±7.29 37.02±5.96 101.83±17.59
六年级 3388 32.50% 33.52±6.69 31.45±7.26 36.76±5.86 101.73±17.36

年龄常模

9~9.5 679 6.50% 33.18±7.16 30.86±7.74 37.46±5.70 101.50±17.84
9.5~10 1050 10.10% 33.41±7.41 31.82±7.49 37.54±5.93 102.78±18.32
10~10.5 1567 15.00% 33.32±6.87 31.42±7.49 37.11±5.90 101.85±17.77
10.5~11 1429 13.70% 33.87±6.78 31.84±7.33 37.34±6.00 103.05±17.68
11~11.5 1665 15.90% 33.52±6.67 31.54±7.19 37.11±5.80 102.17±17.16
11.5~12 2244 21.50% 33.69±6.62 31.54±7.27 36.81±5.85 102.04±17.26

四、讨 论

本研究按照我国经济带划分并参考教育部官方权威发布的相关教育统计数据(如经济带、性
别、年级比例),在全国范围内分层抽样调查,对最终获得的10439名小学生有效样本进行分析。
从整体来看,数据基本为正态分布,样本在经济带、家庭居住地、性别以及年级上的分布与教育部发

布的无显著差异,表明本次取样方法科学,该量表的常模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其结果能够代表

全国4~6年级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整体发展水平。
在经济带上,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分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显著高于西部和中部。

心理素质的形成依赖于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6],布朗芬布伦纳也强调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背

景对儿童发展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该系统分为4个层次,由内而外依次为微系统,
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16]。其中宏系统包括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儿童生活的经济

区域属于这一层次,它并不直接影响儿童心理素质水平的发展,但会通过外系统、中系统和微系统

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目前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导致东中西部教育资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差异,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通过父

母教养方式等微系统来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17]。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带差异上,本研究发现西部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部小

学生。这与两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情况相一致,反映出了不同地域教育的不均衡性,集中表现为东部

和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整体偏高,而中部地区偏低[18]。西部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可

能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投入力度加

大,出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19]。而当前中部地区的区域政策虽然出现了发展势头较

好的新格局,但由于长期受传统经济体制和曾一度改革滞后于全国的影响,中部地区仍然相对落

后,出现了明显的趋缓势头。在教育方面,中部地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不高,导致中部地区义

务教育发展水平和均衡水平出现“双重塌陷”[20]。
在家庭居住地差异上,小学生心理素质及各维度的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省会城市和地州

市(地级市或自治州)、县城、乡镇和农村。究其原因,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模型认为家庭与社会文

化环境会影响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7]。美国的一项大规模调查发现儿童的家庭、邻里和

同伴关系的不同,是儿童学习成绩差异的主因,这种因儿童社会性背景的不同而带来的教育不平等

会影响儿童的学校生活[21],因此可能影响儿童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家庭背景,
其父母教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与农村父母相比,城市父母对子女表现出更多的情感温暖、理
解[22],从而促进了子女心理素质水平的提高[17]。

在性别差异上,女生心理素质及各分维度的发展水平均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以往心理素质的

相关调查研究结果相一致[12,17,23],也与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结果相一致[24]。在认知品质方面,由
于女生的大脑发育早于男生,所以总体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早期研究结果已表明在系列

心理加工方面,女生要优于男生[25]。在个性发展方面,与社会期望相一致,女生往往具有较好的人

格行为表现[26],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能更好地控制、约束自己[14]。在适应性(能力)方面,许多研究

表明,女生在小学阶段的学业成绩显著优于男生,使得女生在学业适应方面表现更好[27],另外,女
生更善于情绪表达,如果出现学校等适应问题,可以通过倾诉等方式得到解决,而男生由于性别角

色期待的不同,面对各种适应问题可能会选择压抑[24]。
在年级方面,小学高年段的心理素质及认知品质、个性品质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在四年级的发

展速度快于其他时期,五年级后发展趋于平缓,表明四年级是心理素质发展的关键期。苏志强采用

纵向追踪,对小学三年级学生进行了18个月的纵向追踪,其结果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学生心

理素质也在逐步增长,特别是在四年级,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时期[23]。四年级正处于小学低年级

向高年级的过渡期,是儿童成长的一个关键期。小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变化明显。大脑发育正处

于内部结构和功能完善的时期,认知的有意性、精确性开始提高,思维能力的发展处于转折期,思维

的灵活性、独立性、发散性增强;随着抑制能力的增强,小学生的自制力开始提高;情绪发展也由易

变向稳定性过渡,情绪调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可能是小学生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在这一时期

提高最快的原因[28]。
在年龄段方面,以半岁为间隔,9~9.5岁、9.5~10岁、10.5~11岁的适应性(能力)显著高于

11.5~12岁,其余年龄段之间均无显著差异。11.5~12岁小学生开始进入青少年早期,个体身体和

生理机能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但心理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导致身心发展不平衡,引发心理发展上

的矛盾,产生挫折感,情绪方面烦恼、压力增多,从而容易出现一些内部心理和外部行为适应问

题[28]。这可能是导致小学生适应性(能力)在这一年龄段出现下降的原因。
总体而言,本研究在对抽样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常模。有效

常模样本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分层抽样获得,样本量为10439人。样本在经济带、性别、年级等人口

学变量的比例与教育部权威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相吻合,表明本次抽样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对样



本的特征分析发现,其结果与目前小学生的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并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表明本

次建立的常模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可广泛应用于我国4~6年级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测量与评估。
另外,常模的制定也为评价学校心理素质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标准。这对于推进我国心理素质研

究和素质教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29]。
致谢:衷心感谢下列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全国小学生的调研工作:扬州大学寇冬泉,东北师范大

学刘晓明,湖北师范大学田澜,湘潭大学程燕,安徽建筑大学王健,河南师范大学王淑敏,焦作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刘利敏,四川省教科所刘传星,重庆市教科院赵淑兰,遵义职业技术学院覃丽,延安大

学张海霞,大理大学李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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