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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心理素质多维理论以及双因子模型理论编制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先后2次在重庆等7个省市选取成人

被试进行访谈,依据访谈结果分析形成成人心理素质的初测和预测问卷,并在全国三大片区内抽取2225名成人被

试进行了测试.编制的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共25个题项,包括心理素质一般因子以及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

力3个特殊因子,该问卷的信效度良好,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以作为成人心理素质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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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发展贯穿人的一生,对心理素质形成机制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合理有效地培养和

提升个体心理素质的方法和实施策略,心理素质的培养和提升又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学业成就、社

会适应和行为习惯等产生正向的功能性影响[1-5].因此,探究人生全程的心理素质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迄今为止,心理素质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学校中的儿童、青少年[6-8],缺乏对学校之外18岁以上

成人的研究.作为心理素质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成人心理素质研究是心理素质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可或缺.与在校的儿童青少年相比,成人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具有其特定

的心理和社会适应特点,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和社会性发展问题,而心理素质极有可能是成人一系列社

会适应和社会性发展问题产生的内源性因素,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人所经受的社会压力也越

来越大,成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由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模型[9]可知,心理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

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素质的培养和提升可能会有效地维护和提升成人心理健康.因此,亟需对成

人心理素质进行研究.
人生不同阶段的心理素质发展水平层次不同,对于成人心理素质的研究,首先应客观评价其心理素质.成

人心理素质研究要求我们要对成人心理素质发展水平和现状特点进行评估,并考察成人心理素质的成因和影

响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对成人心理素质培养模式与实施策略进行相关的探索,而成人心理素质测评工具是

开展以上成人心理素质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关于成人心理素质的实证研究极少,已有相关研究多为理论

思辨与经验总结式的综述性研究,研究结果缺乏实证支持,不利于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推广应用.而已有类似的

相关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工具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梁宝勇等人[10]编制的包含10个量表的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

统,其适用对象仅为18岁以上、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能够阅读和理解汉语的的中国成年人,既没有区

分大学生与已步入社会的成年人的区别,同时也忽略了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被试,且心理健康素质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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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包含的问卷数量大,每个问卷的题项较多,虽然能够全面系统地测量成人心理健康素质成分,但施测起来

费时费力,不利于成人作答.因此,十分有必要编制科学有效、具备普适性(≥18岁,不包括未成年学生和大

学生)和便于施测的成人心理素质测评工具.
成人心理素质研究的重要性和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编制的必要性均表明,编制适用于成人心理素质测评

的工具势在必行,本研究在心理素质多维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双因子模型理论进行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的编

制.在心理素质工具研发方面,目前本研究团队已完成了涵盖幼儿到大学各学段的简化版心理素质测评工

具的研发[11-14],简化版心理素质问卷均采用双因子模型进行结构拟合,所得测评工具信效度良好[6,14-16],
题量小,便于施测,同时又能真实反映各个学段的心理素质水平.双因子模型又称一般—特殊因子模型,其

假定:① 存在一个一般因子(G)可以解释所有题项的共同变异;② 存在多个特殊因子(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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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相较于传统因素模型,双因子模型具有

明显优势[18-21].心理素质为多维概念,而任何一个多维概念工具都应尝试建立双因子模型[21],双因子模型

的优势可以为编制心理素质的测评工具提供新的视角,相较于传统因素模型编制的问卷,依据双因子模型

编制的成人心理素质问卷能够弥补传统因素模型的不足.
综上所述,本研究依据心理素质的多维理论(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和双因子理论(G 和S),

编制适用于成人(≥18岁,不包括未成年学生和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测评工具,验证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的双

因子结构并检验其信效度,以期为成人心理素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1 研究方法

1.1 被 试

第一次访谈,其样本用于编制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初稿.在重庆等7个省市分层随机抽取第一次访谈

被试,最后获得有效访谈样本213人.其中,男性113人,女性100人.年龄跨度为20~88岁(M=
48.31,SD=16.55).

第二次访谈,其样本用于对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初稿的修改,形成预测稿.在重庆等7个省市分层随机

抽取第二次访谈被试,最后获得有效访谈样本385人.其中,男性197人,女性188人.年龄跨度为19~88
岁(M=44.67,SD=15.67).

实证分析,其样本用于预测稿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稿后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

度检验.在全国三大片区内抽取被试,共发放问卷2365份,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225份,有效回收率

94.1%.其中,东部536人,中部611人,西部1078人;男性948人,女性1277人;年龄跨度为18~86岁

(M=33.78,SD=10.15).
1.2 编制流程

1.2.1 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初稿的形成

首先制定包含2个层面共4道题的成人心理素质访谈提纲.第一层面是针对一般心理素质进行访

谈,具体题项为“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评价一个人心理素质好不好,那么① 请你从身边的人中选一

个你认为心理素质最好的人,并简要说明他/她心理素质好体现在哪些方面或事情上;② 请再挑选一个

你认为心理素质差的人,简要说明一下他/她心理素质差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事情上?”;第二层面是针对

心理素质3个特殊因子进行的访谈,具体题项如个性品质:“请在您身边的人中挑选一个您认为最成功

的人,并简要列举出他/她在性格上有哪些突出的特点”.然后结合一般心理素质及其特殊因子的访谈结

果进行关键词的提取,并注重以下方面:① 依据一般心理素质及其特殊因子的访谈结果,并做相互印

证;② 提取的关键词要真实反映被访谈者的想法或看法;③ 经过培训的2个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同时

对访谈内容进行关键词提取,2人提取的关键词进行对照,如果相同就予以保留,如果存在不同提取意

见,予以讨论,存在争议的同时予以保留.最后,根据提取的关键词编制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初稿,包括认

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共54题.
1.2.2 成人心理素质问卷预测稿的形成和检验

首先将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初稿用于第二次访谈,访谈内容主要为:① 问卷的题项是否与自己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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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息息相关,是否能反映成人心理素质的真实表现;② 是否能理解这个题项表述的内容,如果不理解或

不确定,原因是什么,觉得怎样修改会更易懂;③ 对题项的表述是否存在异议,是否有更好的建议等.第二

次访谈反馈得到问题主要为:① 某些题项理解困难、描述抽象,如“我能准确捕捉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等;② 某些题项的描述与成人日常生活不贴切、较少经历,如“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能很快熟悉那里”等.
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第二次访谈反馈的修改建议,向6位心理学专家和20名在读硕博研究生进行了专家

咨询,并做如下处理:① 对题项再次进行仔细分析和鉴别,根据第二次访谈回馈的建议决定是直接删除相

关题项,还是予以保留待进一步考察;② 对于不贴切成人日常生活、较少经历的题项予以直接删除;③ 对

理解困难、描述抽象的题项以及拥有更好的表述方式的题项,根据第二次访谈被试的修改建议和专家建议

在表述上进行修改,并在已有题项基础上增加了部分题项.最后形成成人心理素质预测稿,包括认知特性、
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共60题.
1.2.3 成人心理素质问卷正式稿的形成和检验

根据心理素质多维理论,采用分维度形式对成人心理素质问卷预测稿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

析.项目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区分度良好,予以保留进入探索性因素分析;接下来分别对认知、个性

和适应性维度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因子载荷紊乱和因子载荷低于0.4的题项,最终形成的成人心理素

质问卷正式稿共25题;接下来根据双因子模型理论,随机抽取一半被试进行双因子模型结构验证,并对正

式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具体见结果部分.
1.3 数据分析

本研究数据利用SPSS22.0和 MPLUS7.4进行处理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认知维度共保留2个因子8个题项,模型拟合良好[22]:χ2(13)=82.725,

CFI=0.991,TLI=0.980,RMSEA=0.049(95%CI=0.039,0.059),SRMR=0.016;个性维度共保留

2个因子9个题项,模型拟合良好:χ2(19)=213.140,CFI=0.980,TLI=0.962,RMSEA=0.068(95%
CI=0.060,0.076),SRMR=0.020;适应性维度共保留2个因子8个题项,模型拟合良好:χ2(13)=
61.768,CFI=0.993,TLI=0.984,RMSEA=0.041(95%CI=0.031,0.052),SRMR=0.012.成人心

理素质正式问卷共保留25个题项.
表1 成人心理素质正式问卷题项因子载荷值(n=2225)

题项
认   知

因子1 因子2
题项

个   性

因子1 因子2
题项

适 应 性

因子1 因子2
1 0.481 2 0.684 3 0.639

4 0.479 5 0.751 6 0.779

7 0.787 8 0.748 9 0.587

10 0.775 11 0.761 12 0.616

13 0.719 14 0.702 15 0.735

16 0.790 17 0.742 18 0.772

19 0.822 20 0.765 21 0.749

22 0.714 23 0.793 24 0.594

25 0.873

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随机抽取实证分析样本中一半数据(1112人;男性470人,女性642人),采用双因子模型对成人

心理素质问卷进行结构验证,发现模型拟合良好:χ2(250)=1001.561,CFI=0.938,TLI=0.925,
RMSEA=0.052(95%CI=0.049,0.055),SRMR=0.036,表明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的结构符合双因子

模型,包括心理素质一般因子和认知特性、个性品质、适应能力3个特殊因子.所有题项在心理素质一

般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55,表明该问卷测量出了成人的一般心理素质,仅有部分题项在3个特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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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于0.3,有的题项还出现了负值的情况,表明这些题项仅测出了成人一般心理素质,未测出具体的

成人心理素质维度(表2).
表2 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双因子模型的标准因子载荷(n=1112)

题项 认知 个性 适应性 心理素质

1 0.218 0.565
4 0.227 0.558
7 0.327 0.689
10 0.400 0.708
13 -0.217 0.774
16 -0.173 0.808
19 -0.142 0.714
22 -0.103 0.754
2 0.104 0.692
5 0.123 0.713
8 0.117 0.727
11 0.056 0.764
14 0.074 0.714
17 0.107 0.752
20 0.110 0.799
23 -0.550 0.612
25 -0.656 0.585
3 -0.158 0.654
6 -0.255 0.708
9 -0.137 0.679
12 0.230 0.718
15 0.380 0.645
18 0.363 0.705
21 0.352 0.646
24 0.210 0.645

2.3 信、效度检验

2.3.1 信度检验

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数据检验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的信度,发现一般因子心理素质的α系数为0.957,
认知特性特殊因子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82,个性品质特殊因子的α系数为0.896,适应能力特殊因子

的α系数为0.872,表明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的信度良好.
2.3.2 效度检验

本研究依据心理素质多维理论和双因子模型理论编制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心理素质是一个本土

化的多维概念,任何一个多维概念都应该尝试建立双因子模型[21].从实证分析的被试中再次随机抽

取一半被试(1112人;男性449人,女性663人)进行双因子模型验证,发现其结构效度模型拟合指

标良 好,χ2(250)=920.025,CFI=0.938,TLI=0.925,RMSEA=0.049(95% CI=0.046,
0.053),SRMR=0.038.

3 讨 论

成人心理素质研究是心理素质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成人心理素质首先应客观评价其心理素

质,而成人心理素质测量工具是开展成人心理素质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编制科学有效的适用于成人的心理

素质测评工具是进行成人心理素质研究的第一要务.遗憾的是,从现有文献来看,成人心理素质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简便实用的成人心理素质测量工具有待进一步开发.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编制了适用于

成人的科学有效的心理素质测量工具,最终编制的成人心理素质问卷包括25个题项,问卷编制符合心理测

量学要求,可以作为成人心理素质的测量工具.
首先,从问卷编制的理论基础来看,关于心理素质的概念、结构和理论均十分成熟,相关研究依据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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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模型理论已编制完成适用于从幼儿到大学各学段的简化版心理素质测评工具[11-14].依据发展心理学的

理论,与在校学生(未成年学生和大学生)不同,成年人具有其特定的心理和社会适应特点以及心理健康问

题,即成人心理素质发展的水平层次要区别于未成年学生和大学生,故需要编制针对并适用于成人的心理

素质测量工具,以推进成人心理素质研究向前迈步.本研究结合心理素质多维理论(心理素质包含认知特

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和双因子模型理论(包含一般心理素质和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

力3个特殊因子)进行了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的编制,合理且有效.
其次,从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编制的过程来看,根据第一次访谈内容提取关键词用于问卷的题项编制,

初测问卷包括54个题项,然后将初测问卷题项用于第二次访谈,并进行专家咨询,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
预测问卷包括60个题项;最后,对预测问卷进行检验,包括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及信效度检验.另外,在问卷编制过程中,均遵循2个基本原则:一是各维度及其因子的题项数量保持基

本一致;二是为避免项目表述方法效应[13],所有题项均采用正向描述.整个编制过程,其访谈被试及实证

分析被试的代表性均较好,具备科学性和规范性.
最后,从问卷编制的结果来看,问卷最终保留25题,各维度题项基本持平,均为5级正向计分,得分

越高表明成人的心理素质水平越高.且双因子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编制的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结构

符合双因子模型,其中包括心理素质的一般因子和认知特性、个性品质、适应性能力3个特殊因子.从双因

子模型结构的标准因子载荷来看,所有题项在心理素质一般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55,部分题项在3个特

殊因子上大于0.3,说明编制的成人心理素质问卷题项不仅能准确测量出一般心理素质,而且还能测出认

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3个特殊因子的部分表现.从信、效度的检验结果来看,编制的问卷内部一致

性信度良好,说明编制问卷的可靠性,效度检验证实了心理素质多维理论与双因子模型的契合性,验证性

因素分析表明结构效度拟合良好,说明编制问卷的有效性.总体来说,成人心理素质问卷的编制达到了预

期效果,具备科学性、可行性和操作性,可以作为成人心理素质测评的工具.
尽管此次编制的成人心理素质问卷从理论基础、编制过程和结果来看都符合心理学研究的规范,也达

到了预期的目标,然而每个测量工具的编制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次修订的问卷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

待完善.首先,虽然所有题项在心理素质一般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55,但是仅有部分题项在3个特殊因

子上大于0.3,有的题项还出现了负值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成人阶段自然发展差异较大,如年龄跨

度较大,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成人的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如文化程度和职业差异等差异较大.另外,由于成

人所处的社会背景相对特殊,故本研究分层取样的被试仍存在一定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未来研究需要更加

注意成人取样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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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anAdultPsychologicalSuzhi
QuestionnaireandItsReliabilityandValidity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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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studydevelopedanadultpsychologicalsuzhiquestionnairebasedonthemulti-dimensional
theoryofpsychologicalsuzhiandthebi-factormodeltheory.Adultsubjectswereselectedfrom7prov-
inces/municipalitiesofChinaandinterviewedtwice,thusformingtheinitialtestandtheandprediction
testquestionnaireofadultpsychologicalsuzhi.Then,2225adultsubjectsweresurveyedinthreemajorre-
gionsofthecountry.Theadultpsychologicalsuzhiquestionnairedevelopedconsistedof25items.Itin-
cludedageneralfactorofpsychologicalsuzhiandthreespecialfactors-cognitivecharacteristics,individual-
ityqualityandadaptability,anditsreliabilityandvalidityweregood.Thisadultpsychologicalsuzhiques-
tionnairemettherequirementsofpsychometricsandcouldbeusedasameasuringinstrumentforadult
psychologicalsuzhi.
Keywords:psychologicalsuzhi;questionnairedevelopment;adult;bi-facto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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