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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大学生学习适应量表(CLAS)的测量学性能,对7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多元概化理

论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CLAS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大都高于0.6;总量表的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

均高于0.86;学习动机、学习能力和环境因素3个因子在理论贡献和实际贡献上相差3%.因此,CLAS的整体

信效度较好,能有效地区分出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水平,可用于常模和标准参照测验,但各因子不宜;因子结构和

分值比例不尽完善;学习动机因子条目数量过多,可删1个;环境因素因子应增加1个条目;而学习能力因子则

需改善条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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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适应是指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要,努力调整自我,以寻求自身与外部学习环境相平衡的心理

和行为过程,包括自我调整和学习环境适应状态两大部分,其中自我调整由学习动机、学习能力和学习方

法等组成,学习环境适应状态由教学模式和与环境因素等组成[1].冯廷勇等人[2-5]应用经典测验理论(Clas-
sicalTestTheory,CTT)编制的大学生学习适应量表(CollegeLearningAdjustmentScale,CLAS),在实

际研究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测量学性能.不过,CTT没有办法完全识别出影响测量目标的各种误差来源和大

小,以至于不能准确地估计信效度,更没有办法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和建议[6-7].因此,CLAS在测量学性

能评价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还需深入探究.
在多维量表的测量学性能评价中,多元概化理论(MultivariateGeneralizabilityTheory,MGT)综合考

虑了测评过程中的各种误差源,并应用方差分析这一统计方法逐步分离它们引起的变异,尽可能地准确估

计出由测量目标引起的变异,从而达到有效评价测验工具的目的[7-10].此外,MGT通过对概化系数和可靠

性指数的分析,比较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找到测验工具还不够完善的原因所在,并提出一些改进建

议[9,11].鉴于此,本研究应用 MGT探究CLAS的测量学性能,并对该量表存在的一些局限提出改进建议,
拟为完善CLAS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和理论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 象

采取方便整班抽样方法,对贵阳市5所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共发放问卷700份,剔除有缺失和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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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53份(7.6%),获得有效问卷647份(92.4%),其中,男生361人(55.8%),女生286人(44.2%);文

科150人(23.2%),理科497人(76.8%);大一232人(35.9%),大二193人(29.8%),大三176人

(27.2%),大四46人(7.1%).
1.2 工 具

CLAS包括5个因子,共29个条目,其中测量自我调整(内部因素)的3个因子中学习动机8个、学习

能力6个和学习态度4个;测量环境适应状态(外部因素)的2个因子中教学模式7个,环境因素均为4个.
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在因子上和总量表上分数越高,表明适应状况越好.
1.3 概化设计与统计分析

采用多元随机交叉(p×i)的测量模式,以大学生(p)为测量目标,测验条目(i)为测量侧面.用EpiData
3.1录入数据,并转换为.dta格式;用STATA/MP13.1做描述统计,转换成固定列宽的.dat数据,在

mGENOVA中进行多元概化分析.
多元概化分析主要包括2个步骤:概括化研究(G研究)和决策研究(D研究).G研究依据概化设计,估

计出所有误差来源的方差和协方差分量;而D研究则依据G研究的结果,估计出用于评价测量工具信效度

的相关指标,通过分析方差贡献率发现测量误差是如何随着条目数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为改善测量工具

的信效度提出改进建议.

2 结 果

2.1 G研究

表1显示,各因子被试效应的协方差分量并不高,在0.343~0.449(主对角线)之间,但从方差分量所

占比例来看,相对较高,这是因子得分可以合成总分的基础.5因子条目效应上的方差分量位于0.035~
0.135之间,相对较小,但被试与条目间的交互效应(0.795~1.178)相对较高.综上,各因子到底能否合成

总分,CLAS能否作为常模参照测验或标准参照测验都需要参照D研究的结果.
表1 5因子的方差和协方差矩阵

效  应 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环境因素

被试(p) 0.36397 0.59981 0.68181 0.71657 0.36041
0.21188 0.34283 0.29339 0.89156 0.69780
0.26123 0.10910 0.40332 0.38224 0.10973
0.28975 0.34988 0.16270 0.44923 0.53797
0.13562 0.25483 0.04346 0.22489 0.38902

测验条目(i) 0.10156
0.13451

0.03754
0.03502

0.09370

被试×测验条目(pi) 0.92690
1.14252

0.79507
1.17801

1.12359

  注:主对角线为方差分量,下三角为协方差分量,上三角为相关系数.

2.2 D研究

表2显示,CLAS全域总分的概化系数(0.87417)和可靠性指数(0.86493)均较高,明显高于各因子;
而误差则很小,其中相对误差方差为0.03495,绝对误差方差为0.03791,明显低于各因子.学习态度和环

境因素的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稍低于其它3个因子,而另外4个因子的相对误差方差和绝对误差方差明

显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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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D研究各类指标

指  标 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环境因素 全域总分

全域方差 0.36397 0.34283 0.40332 0.44923 0.38902 0.24278
相对误差方差 0.11586 0.16322 0.13251 0.29450 0.28090 0.03495
绝对误差方差 0.12856 0.18243 0.13877 0.30326 0.30432 0.03791
均值误差方差 0.01344 0.02000 0.00708 0.00991 0.02446 0.00339

概化系数 0.75853 0.67747 0.75270 0.60402 0.58070 0.87417
可靠性指数 0.73898 0.65268 0.74401 0.59699 0.56108 0.86493
相对信噪比 3.14138 2.10048 3.04363 1.52537 1.38492 6.94721
绝对信噪比 2.83116 1.87923 2.90640 1.48133 1.27832 6.40375

2.3 各因子方差贡献率

表3显示,在各因子对全域总分的贡献上,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均高于它们分值比重,约为3%.其
中,在相对和绝对误差方差的贡献比上,学习动机因子最高,而学习态度仅有4个条目,对应的方差贡献

率超过了其理论贡献值,表明学习动机因子的条目质量较好.学习能力和环境因素2因子对全域总分的贡

献稍低于它们在总量表中的分值比重,约为3%.只有教学模式的比值基本处于持平状态.由此可见,学习

动机、学习能力以及环境因素3因子的测量学性能有待改进.
表3 各因子方差贡献率

指  标 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环境因素

各因子的条目数 8 7 6 4 4
各因子的总分 40 35 30 20 20

权系数 0.27586 0.24138 0.20690 0.13793 0.13793
各因子分值比例/% 27.59 24.14 20.69 13.79 13.79

对全域方差的贡献率/% 30.03 24.58 17.92 16.53 10.94
对相对方差的贡献率/% 25.23 27.21 16.23 16.03 15.29
对绝对方差的贡献率/% 25.81 28.04 15.67 15.22 15.27

2.4 量表改进方法:基于单个因子测量信效度和方差贡献的D研究

众所周知,影响测验信效度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受条目内容质量和数量2个因素影响[7].对于条目内容这

类微观评价,GT是没有办法探知的,它是立足于宏观或者外部效度对量表进行评价,若考察单个条目的质

量,或者需要了解某个条目所测到的信息量,应该采用项目反应理论(ItemResponseTheory,IRT)考察.
对于有待改进学习动机、学习能力和环境因素3个因子,可采用调节单个因子条目数量的方法来探讨

信效度的变化情况,从而得到改进方法[9].结果显示(表4),随着学习动机因子条目数量的递减,该因子的

信效度(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也在逐渐下降.当降至7个时,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仍然较高(0.71以

上),与原指标相比,降低并不明显(仅0.025左右),而且此时方差贡献率与理论贡献持平,所以,学习动

机的条目数量可删掉1个;学习能力因子并没有随着条目数量的增加其信效度有明显提高,该因子的条目

数量适中,可考虑从条目的内容上予以改进;而环境因素因子随着条目数量的增加,其信效度及方差贡献

率有明显改善,当提升至5个时,各种测量学指标达到最优.
表4 条目数量与因子信效度和方差贡献率变化的D研究

变量 指标 1 2 3 4 5 6 7 8
学习动机 Eρ2 0.28196 0.43988 0.54087 0.61100 0.66255 0.70203 0.73324 0.75853

Φ 0.26139 0.41445 0.51496 0.58602 0.63982 0.67983 0.71242 0.73898
方差贡献/% 4.46 8.75 12.83 16.70 20.35 23.78 27.01 30.03

学习能力 Eρ2 0.33655 0.50361 0.60346 0.66987 0.71722 0.75270 0.78026 0.80230
Φ 0.32633 0.49208 0.59237 0.65959 0.70777 0.74401 0.77225 0.79488

方差贡献/% 2.66 5.54 8.56 11.67 14.80 17.92 20.99 24.00

环境因素 Eρ2 0.25719 0.40914 0.50949 0.58070 0.63385 0.67505 0.70791 0.73474
Φ 0.24218 0.38993 0.48947 0.56108 0.61507 0.65724 0.69108 0.71884

方差贡献/% 2.54 5.24 8.06 10.94 13.85 16.74 19.60 22.40

  注:下划线部分为因子的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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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在概化理论的视角下,应用 MGT深入探究了CLAS的测量学性能,并试图对该量表的完善提

出改进建议.
G研究发现在被试效应上,CLAS各因子的协方差分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方差分量所占比例相对较

高,表明被试以及与被试有关的变异在测验总变异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为各因子得分可以合成总分奠

定了基础,但最终能否将5个因子合成总分需参考D研究的结果.在条目效应上,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环

境因素3个因子方差分量在条目效应上的误差相对较小,而教学模式和学习态度较高,表明前者相较于后

者来说,其条目内容的质量相对较好.被试与测验条目的交互效应方面,各因子的方差分量相对较高,这是

评价CLAS作为常模参照测验还是标准参照测验的基础,最终结果同样需要参考D研究的结果.
D研究发现将各因子分合成总分后,CLAS整体量表的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都超过了0.86,相对于

各因子来说,CLAS的信效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在相对和绝对误差方差上,各因子明显大于CLAS,

可以作为支撑5个因子合成整体量表使用的有效证据.这与G研究中有关被试在总变异中所占比重较大的

结论相一致,同时说明CLAS能有效地区分被试的学习适应水平.G研究中,各因子在被试与测验条目的

交互效应,所占比重都较大,再结合D研究的结果,发现各因子的相对误差方差、绝对误方差都高于合成

后的CLAS,而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相对信噪比和绝对信噪比都远低于整体量表.因此,CLAS的整体

信效度良好,完全符合常模参照测验和标准参照测验的测量学要求,但各因子并未达到.
最后,就CLAS因子结构及分值比例来说,各因子对全域总分的贡献与它们在总量表上的分值比重,

仅学习能力因子基本处于持平状态,其它4个因子的误差都在3%左右,表明CLAS在各因子的分值比和

条目数量的设计上不尽完善.相对误差和绝对误差贡献比分析发现,学习动机的贡献益出,依据条目数量

与信效度的变化,应将学习动机的条目数量删掉1个,其删除办法可依据各条目在学习动机上的题总相关、

共同度、因子载荷及条目内容而定.学习能力因子的各种测量学指标并没有随着条目数量的变化有明显改

善,所以该因子应该针对条目内容进行修订;而环境因素因子的条目数量增加至5个时,测量学性能达到

最优.

4 结 论

1)CLAS整体的测量学性能良好,能有效区分出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水平,可用于常模和标准参照测

验,但各因子不宜;

2)CLAS各因子结构及分值比例不尽完善,有待改进.具体来说,学习动机因子条目数量过多,可删1
个;学习能力因子应修订条目,改善质量;而环境因素因子应增加1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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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heCollegeLearningAdjustmentScale:

onthePerspectiveofGeneralizability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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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explorethepsychometricpropertiesofthecollegelearningadjustmentscale(CLAS),700un-
dergraduatesweresurveyedwithCLAS.Weanalyzedthedatabyusingmultivariategeneralizabilitytheory.
Itturnedoutthatmostof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softhefactorswerehigherthan0.6,thegeneraliz-
abilitycoefficientandreliabilityindexofthewholescalewerehigherthan0.86,andtherewasadifference
of3%amongthethreefactorsincludinglearningmotivation,learningabilityandenvironmentfactorsin
boththeoreticalandpracticalcontribution.Therefore,theoverallreliabilityandvalidityofCLASwerebet-
ter.Itwasefficienttodistinguishthelearningadaptabilitylevelofcollegestudentsandcouldbeusedfor
thenorm-referencedtestandthecriterion-referencedtest,butitwasnotapplicableforasinglefactor.
However,thefactorstructureandscoreproportionofeachfactorinthescalewerenotperfect.Toimprove
CLAS,wesuggesttodeleteoneitemfromthelearningmotivation,addanitemtotheenvironmentfactor
andimprovethequalityoflearningabilityitems.
Keywords:learningadjustment;multivariategeneralizabilitytheory;generalizabilitycoefficient;reliabili-

ty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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