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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修编及信效度检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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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有幼儿心理素质问卷题项过多,实际应用中存在诸多不便,会影响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因此有必要对其进

行简化和修编.本研究根据双因子模型,对已有的幼儿心理素质问卷进行修编简化.修编简化后的幼儿心理素质问

卷包括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品质3个维度,共15个题项.双因子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幼儿心理素

质问卷的双因子结构更优.幼儿心理素质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幼儿心理素质测评,供家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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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才强国战略提出以来,中国教育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尤其是在加强素质教育方面,心理素质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本土化概念.张大均等人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结合一系列实证研究揭示了心

理素质的涵义,把心理素质界定为以生理条件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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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1-2].
心理素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3],其结构主要包括3个维度,分别是认知、个性和适应性品质,其中:认

知品质是基本成分;个性品质是动力成分;适应性品质建立在个体认知和个性的基础上,是与个体行为密

切联系的功能成分[4].对心理素质结构的研究表明,心理素质是由1个一般因子和3个特殊因子构成的双

因子结构,具体而言,一般因子即一般心理素质,特殊因子包括认知、个性和适应性品质[5].
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张大均团队分别编制了适合大学生[6]、中学生[7-8]、小学生[9-11]的心理素质问

卷,各个阶段均能证实心理素质的基本维度结构.一般而言,以分问卷的形式编制问卷,可以全面准确地测

量出心理素质的3个具体维度特质,但是难以准确测量认知、个性和适应性3个成分所包含的本质的、共

同的特征.双因子模型的提出,可以较好地解释心理学等领域易出现的多维度构念问题.双因子模型提出基

本假设,认为问卷中所包含的题项既负荷在各自所属的特殊因子上,同时也负荷在一个共同因子上[12].在
双因子模型中,特殊因子可反映出部分题目所具有的共同特质,一般因子则能反映出问卷中所有题目的共

同性[13].双因子模型的这一特性可用于解释心理素质的结构.心理素质中的认知、个性和适应性品质能反

映出各自维度领域所具有的独特性,而3个维度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表明这3个维度可能还存在一个

潜在的共同因素,可称之为一般心理素质.一般心理素质能综合反映出学生心理素质的共同性.有研究对

传统的结构模型和双因子模型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双因子模型比传统的结构模型具有更好的数据拟合

程度,能对一个测验编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作出更好的解释[14].以往的心理素质问卷不能准确测量学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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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心理素质,双因子理论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15-16].因此,有必要依据双因子模型,将幼儿心理素质

问卷修编简化.
在已有关于幼儿心理素质研究的基础上,刘云艳[17]论述了幼儿心理素质的生理和心理基础,梁运佳在

其硕士论文中从张大均对于心理素质的基本定义出发,探究了幼儿心理素质基本成分,认为幼儿心理素质

可分为认知、个性、适应性3个维度,并分别编制了相应的分问卷,共计71题,该问卷由教师作答,教师

在作答时可能会产生疲劳效应、规律作答等后果.由于题项过多,个别题项质量较差,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出

现效果不佳.为保证施测质量和有效性,有必要简化问卷,减少题目数量,用双因子模型的理论结构,对幼

儿心理素质问卷进行修编简化.

1 方 法

1.1 被 试

样本1:在重庆潼南区选取3所幼儿园发放幼儿心理素质初测问卷,共发放400份,请幼儿园的带班教

师在放学时发给学生家长,由幼儿的父亲或母亲作答,隔天收回.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86份,其中小班103
人(男生51人,女生52人),中班144人(男生70人,女生74人),大班139人(男生74人,女生65人).

样本2:在重庆潼南区选取2所幼儿园发放幼儿心理素质再测问卷,共发放250份,请幼儿园的带班教

师在放学时发给学生家长,由幼儿的父亲或母亲作答,隔天收回.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8份,其中小班81
人(男生39人,女生42人),中班78人(男生38人,女生40人),大班69人(男生34人,女生35人).

样本3:在重庆潼南区另外随机选取2所幼儿园,共发放问卷400份,请幼儿园的带班教师在放学时发

给学生家长,由幼儿的父亲或母亲作答,隔天收回.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42份,其中小班105人(男生54
人,女生51人),中班90人(男生47人,女生43人),大班147人(男生79人,女生68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幼儿心理素质问卷

第一次施测采用幼儿心理素质初测问卷,该问卷共有28个题项.问卷采用1-5级计分(“非常不符合”
到“非常符合”),分数越高代表幼儿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第二次施测采用幼儿心理素质修订版,该问卷共有15个题项,包括认知、个性、适应性3个维度.该
问卷采用1-5级计分(“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数越高代表幼儿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1.2.2 幼儿良好行为习惯问卷

样本3中校标问卷采用幼儿良好行为习惯问卷[18],包括30个题项,分为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健康生

活和自主学习4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0.878.
1.2.3 长处与困难问卷

样本3中校标问卷所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由Goodman编制[9],包括困难部分和长处部分,共有25个

项目,按0-2三级评分,其中第7,11,14,21,25题为反向计分.SDQ包括父母版、教师版和自评版,本研

究采用父母版中的4个困难分量表,并以困难总分作为评判问题行为的依据,用以测查幼儿的问题行为,
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50.
1.3 修订思路

首先对原来问卷的维度结构进行精简,删除题项的标准为:① 表述不清、含义不明的题项;② 同维度

中的相似题项;③ 不适合幼儿家长作答的题项.保留28题,形成预测问卷;对预测问卷进行平行分析和探

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的幼儿心理素质问卷;通过对正式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幼儿心理素质问

卷结构的合理性和可用性,最终形成正式的幼儿心理素质问卷.
1.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19.0和 Mplus7.0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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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先对样本1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结果表明所有题项均达标.以主轴因子法和斜交旋转法对数据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值为0.909,p<0.001,表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碎石图表明提取3个因

子比较适合.平行分析的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提取2个因子较为合适,通过进一步比较,发现三因子

结构更为清晰整齐,也更符合幼儿心理素质理论结构的建构,因此选择三因子结构.
表1 幼儿心理素质问卷平行分析结果

拟保留因子数 原始数据特征值
平 行 分 析

随机矩阵平均特征值 95%CI

1 7.712 1.531 1.609

2 1.647 1.454 1.502

3 1.328 1.396 1.441

4 1.185 1.347 1.390

5 1.135 1.303 1.343

… …

26 0.398 0.646 0.676

27 0.365 0.615 0.646

28 0.348 0.572 0.609

  为了简化修编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留下最合适的条目,需要删除一些条目,删除的标准为:因素负荷

低于0.40;双重或多重负荷并且显著;跨因子负荷,且高低因子负荷低于0.20.最终我们得到了包含3个

维度,15个条目的问卷,条目因子负荷见表2.
表2 幼儿心理素质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素负荷结果

条目 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品质 共同度

4 0.714 0.530

16 0.684 0.432

10 0.585 0.508

1 0.489 0.380

7 0.453 0.517

8 0.779 0.548

14 0.641 0.418

26 0.595 0.486

12 0.489 0.381

3 0.453 0.312

27 0.774 0.619

28 0.750 0.551

20 0.690 0.540

23 0.564 0.466

18 0.439 0.398

特征值 4.543 1.430 1.013

累计贡献率 30.289 39.821 46.575

2.2 双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比较单维、三维模型以及双因子模型的数据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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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果.对比结果见表3,从3种结构的拟合结果来看,双因子模型的数据拟合最优.
表3 幼儿心理素质各种假设模型验证的数据拟合结果

χ2 df χ2/df CFI TLI SRMR RMSEA

单维模型 185.813 90 2.065 0.947 0.938 0.041 0.068

三维模型 146.605 87 1.685 0.967 0.960 0.036 0.055

双因子模型 101.899 75 1.359 0.983 0.976 0.031 0.040

2.3 信效度检验

2.3.1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bachsα系数来检验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的信度,具体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幼儿心

理素质中,认知、个性和适应性品质间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30到0.865之间,幼儿心理素质问卷总体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5,表明各个维度的题目之间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在样本2中,间隔3个月,抽取30人做重测信度,结果见表4,各维度的r值在0.46到0.53之间,总

体心理素质的r值为0.85,表明幼儿良好行为习惯问卷的重测信度良好.
表4 幼儿心理素质问卷信度系数

维度 Crobachsα 重测信度 维度 Crobachsα 重测信度

认知品质 0.830 0.53** 适应性品质 0.865 0.46**

个性品质 0.853 0.49** 心理素质总分 0.935 0.85**

2.3.2 结构效度

心理素质各维度及总分的相关结果见表5,各个维度的相关度在0.55~0.62之间,各个维度与心理素

质总分的相关度在0.85~0.85之间,表明幼儿心理素质问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5 心理素质各维度相关矩阵

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品质 心理素质总分

认知品质 1

个性品质 0.62** 1

适应性品质 0.55** 0.60** 1

心理素质总分 0.85** 0.85** 0.85** 1

  在样本3中检验幼儿心理素质各维度及总分的外部效度,以良好行为习惯和问题行为为效标,结果

见表6.
表6 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外部效度

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品质 心理素质

良好行为习惯 0.56** 0.56** 0.59** 0.67**

问题行为 -0.31** -0.25** -0.28** -0.33**

3 讨 论

本研究在已有关于幼儿心理素质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双因子模型修订了幼儿心理素质问卷.本次修订

过程首先是从梁运佳编制的幼儿心理素质教师问卷中筛选出28题,形成预测问卷;通过对预测问卷进行项

目分析、平行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质量较差题项,形成正式问卷;通过对正式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

析和信效度检验,验证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结构,并检验其是否有良好的信效度,最终形成了正式的幼儿心

理素质问卷(简化版),适用于幼儿家长.修订后的问卷包含认知、个性和适应性3个分维度,共15个题项,

每个维度5个题项,修订后的问卷简明而实用,可方便用于幼儿心理素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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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双因子模型对幼儿心理素质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修编简化后的幼儿心理素质问卷

结构与双因子模型的假设相符合,幼儿心理素质包含认知、个性和适应性3个特殊因子以及心理素质一般

因子.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本研究对幼儿心理素质问卷进行了单维、三维和双因子模型的数据拟合,结果

表明双因子模型拟合的结果更优,双因子模型更能从本质上反映心理素质的结构,即心理素质是一个自组

织系统,具有认知、个性和适应性多个维度的特殊性,同时也在一般因子上具有整合性[5].一方面,问卷题

项能反映出其所属维度的特殊特征,即认知、个性和适应性品质;另一方面,所有题项在一般因子上也有

较高的负荷,能够描述心理素质的一般特征.总体而言,简化修订后的心理素质问卷可以测评幼儿在一般

心理素质上的水平,也能够测评幼儿在认知、个性和适应品质3个特殊因子上的水平.
在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的信度检验方面,采用了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等方法.结果表明,幼儿

心理素质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30到0.865之间,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5,因

此,各个维度的题目之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在重测信度方面,各维度前后两次的相关系数在0.46
到0.53之间,总体心理素质的相关系数为0.85,表明幼儿良好行为习惯问卷的重测信度良好,具有良

好的跨时间稳定性.
在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的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了维度间相关和外部效度,检验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的

结构效度,幼儿心理素质各个维度的相关度在0.55~0.62之间,各个维度与心理素质总分的相关度在

0.85~0.85之间.问卷的外部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心理素质得分可以较好地预测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和

问题行为,表明幼儿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本次研究依据双因子模型,修编简化的幼儿心理素质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幼儿心理素质

的测量工具,供幼儿家长使用.
本次问卷修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次研究仅在重庆市潼南区7所幼儿园取样,问卷在不同

地区和群体间的适用性有待检验,因此有必要扩大样本范围;其次,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问卷题项在

一般因子上的负荷值都在0.4以上,但在特殊因子上,有些题项的负荷值小于0.4,表明问卷仍然有待

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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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andValidityandReliabilityTestofthePreschooler
PsychologicalSuzhiScale(SimplifiedVersion)

LUOShi-lan, ZHANDDa-jun, WANG Zhi,
LIUGuang-zeng, CHENWan-fen

FacultyofPsychology/ResearchCenterofMentalHealth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Earlychildhoodisanimportantcriticalperiodforanindividualsdevelopmentofcognitiveabili-
ty,individualityandsocialadaptability.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psychologicalSuzhiwillaffect

preschoolersfollow-updevelopment.AscientificandeffectivepsychologicalSuzhiscaleplaysanimpor-
tantroleinthestudyofpreschoolerspsychologicalSuzhi.Theexistingquestionnairesincludetoomanyi-
tems,whichmayhinderthein-depthstudyofpracticalpsychologicalSuzhi,andsoitisnecessarytosim-

plifyandrevisethem.Inastudyreportedherein,thePreschoolerPsychologicalSuzhiScaleisrevised,u-
singthebifactoranalysis.Therevisedquestionnaireincludes15itemsand3factors.Thebifactormodelfits
thedatabetterthanthefirst-orderthree-factorandsecond-orderthree-factormodels.CFA (confirmatory
factoranalysis)showsthatthescalehasgoodvalidityandreliabilityandcanbeusedasaneffectiveandre-
liabletoolforassessingpreschoolerspsychologicalSuzhi.
Keywords:preschooler;psychologicalSuzhi;bifactormodel;validity;reliability

责任编辑 张 栒    

6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0卷



7第1期       罗世兰,等:幼儿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修编及信效度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