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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多元概化分析对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Th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Questionnaire
 

Simplified
 

Version,
 

CSPSz-SV)的心理测量学性能进行检测,
 

以期为后续进一步的修编工作提供参考.
 

结果表明:
 

①
 

CSPSz-SV
 

3个因子及全问卷的概化系数与可靠性指数均较好,
 

CSPSz-SV在实际应用中评估大学生心理素质水

平时既能用作常模参照性测验,
 

也可用作标准参照性测验;
 

②
 

个性品质因子对全域总分的贡献要小于其在问卷中

的分值比重,
 

认知品质因子对相对误差方差与绝对误差方差的贡献在3个因子中均为最高.
 

③
 

未来完善CSPSz-SV

时,
 

可考虑对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的题目进行适当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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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
 

Suzhi)作为心理学中国化研究的产物,
 

是国内心理学者在积极开展我国学生

素质教育背景下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本土化构念[1].
 

心理素质以生理条件为基础,
 

把外在获取的刺激内化成

为稳定的、
 

基本的和内隐的,
 

并且具有基础、
 

衍生、
 

发展和自组织功能的,
 

与人的适应行为、
 

发展行为以及

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1-3].
 

个体的心理素质是其心理健康的内源性因素,
 

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具

有重要的直接与调节作用.
 

健全心理素质的培养与形成是个体增强心理调适与适应能力,
 

预防与缓解心理

问题,
 

维护心理健康与人格健全的关键[4].
 

同时心理素质也是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学生素质的培

育与发展具有制约作用,
 

开展心理素质研究的出发点与侧重点都是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品质[2-3].
国内学者开展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对象始于中学生,

 

21世纪以后针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得到积

极发展.
 

随着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心理素质教育中所涉及的关于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

研究也日趋丰富起来,
 

探讨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是高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
 

同时也是促进大学生心理

健康的现实需要[5].
 

因此,
 

系统探索当代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现状特征以及发展规律,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大

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进而优化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最终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

 

以西南大学张大均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对我国大学生心理素质进行了完整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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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与实证分析,
 

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6-7].
 

该团队基于其心理素质理论(认知特性、
 

个性和适应性)所

编制的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Th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Questionnaire,
 

CSPSz)先后发展

出4个版本.
 

其中,
 

第一版的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包括3个基本维度和26个因子,
 

共130题[8];
 

第二版的

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包含3个基本维度和28个因子,
 

共118题[9];
 

第三版的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包括3个

基本维度和12个因子,
 

共36题[10];
 

最近的第四版问卷主要评估3个基本维度,
 

共27题[11].
 

特别地,
 

新近

的第四版(简化版)量表既保留了以往版本的结构与内涵,
 

又进一步精简了题数,
 

使得量表的针对性与全面

性更强,
 

为大学生心理素质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量化基础[11-12].
上述各个版本的测评量表在编制或修订时主要基于经典测量理论(Classical

 

Test
 

Theory,
 

CTT)的方

法技术,
 

然而心理测量中采用CTT进行测评工具的信效度检验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13-15].
 

比如,
 

CTT
无法识别在实施测量活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各种变异来源及其大小;

 

不能提出如何减少测量误差的方

针策略.
 

故而,
 

方法学研究者们继续沿着随机样本理论的思路,
 

侧重关注测评条件和结论推广间的关系,
 

最终发展出了新的测量理论———概化理论(Generalizability
 

Theory,
 

GT).
 

GT在CTT的基础上,
 

引进了

实验设计的理念与方差分析的技术,
 

可以对测量情景(过程)中的各种误差来源进行分解与控制[14-16].
 

相对

于CTT来说,
 

GT能够依据测量误差的来源把测量中的总误差划分为多个分量误差,
 

并在考虑多个误差来

源的同时进行相应的信度估计[15-16].
 

GT主要分为G研究(概化研究)与D研究(决策研究),
 

其中G研究主

要是通过估算测量目标和测量侧面的方差与协方差分量,
 

来最终明确测量目标与测量侧面之间的关系;
 

相

应的D研究则是通过对信度变化的评估与计算来确定究竟哪一种决策更好,
 

以此为测验的进一步改进提供

参考与依据.
 

另外,
 

GT又分为一元概化理论(Univariate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UGT)与多元概化理论

(Multivariate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MGT)2种[16].
 

与UGT相比,
 

MGT在处理多维测验时具有独到优

势[15-16].
 

有研究表明[17],
 

MGT更适合于多维量表的信度处理,
 

借助 MGT测验编制者或使用者可发现全

量表信度较高而分量表(因子或维度)信度较低的现象和问题,
 

并能够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
 

当前 MGT已

逐渐应用到心理测验的编制与验证[18-20].
 

鉴于此,
 

本研究拟采用 MGT对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th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Questionnaire
 

Simplified
 

Version,
 

CSPSz-SV)全量表和各个分量表

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估,
 

以期为后续进一步改进CSPSz-SV的测验结构、
 

提高其测验精度提供

依据与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对全国6个地区(北京、
 

天津、
 

内蒙古、
 

安徽、
 

贵州和云南)的部分2018级大学新

生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出调查问卷1
 

200份,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
 

111份(有效率为92.6%).
 

其中,
 

男生

304人(27.4%),
 

女生802人(72.2%),
 

缺失5人(0.5%);
 

文科494人(44.5%),
 

理科409人(36.8%),
 

工

科208人(18.7%);
 

汉族学生887人(79.8%),
 

少数民族学生204人(18.4%),
 

缺失20人(1.8%);
 

年龄在

16~22周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18.59±0.88)岁.
1.2 研究设计

采取多元p×i随机测量模式,
 

被试(p)为测量目标,
 

测验项目(i)为测量侧面.
1.3 研究工具

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CSPSz-SV)由张大均等[11]编制,
 

包括认知品质(9个项目)、
 

个性品质(9
个项目)和适应性(9个项目)3个因子,

 

共27个项目,
 

采取了Likert-type
 

5点评分(5=非常符合,
 

1=非常

不符合),
 

个体的得分越高表明其心理素质水平越高.
 

本次调查中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
 

CSPSz-SV
 

3因子

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达到可接受水平(χ2=1
 

904.924,
 

df=321,
 

RMSEA=0.067,
 

CFI=0.918,
 

TLI=
0.910).

 

基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中3个因子的合成信度分别为0.873,
 

0.823,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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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录入与初步整理,
 

采用 Mplus
 

7.0和 mGENOVA
 

2.1分别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和多元概化分析.

2 结 果

2.1 G研究

根据问卷的3因子结构,
 

分别可以获得被试(p)、
 

测验项目(i)、
 

被试与测验项目间的交互效应(p×i)

在3个因子上的方差—协方差分量,
 

结果见表1.
表1 3因子结构的G研究

效 应 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

被试 0.252
 

05 0.658
 

35 0.741
 

1

0.132
 

23 0.160
 

06 0.770
 

3

0.211
 

15 0.174
 

89 0.322
 

05

测验项目 0.036
 

78

0.039
 

96

0.021
 

79

被试×测验项目 0.539
 

9

0.442
 

63

0.466
 

9

  由表1可知,
 

心理素质的各个因子之间存在密切相关,
 

与被试有关的效应(被试者效应、
 

被试者与测验

项目之间的交互效应)相对较大,
 

而项目的方差分量相对较小.

2.2 D研究

根据D研究可获得被试在3个因子以及全量表上的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以及相对信噪比与绝对信

噪比等指标(表2).
表2 3因子结构的D研究

指 标 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 全域总分

全域方差 0.252
 

05 0.160
 

06 0.322
 

05 0.196
 

75

相对误差方差 0.059
 

99 0.049
 

18 0.051
 

88 0.017
 

89

绝对误差方差 0.064
 

08 0.053
 

62 0.054
 

3 0.019
 

11

均值误差方差 0.004
 

37 0.004
 

63 0.002
 

76 0.001
 

41

概化系数 0.807
 

75 0.764
 

95 0.861
 

26 0.916
 

63

可靠性指数 0.797
 

31 0.749
 

06 0.855
 

72 0.911
 

46

相对信噪比 4.201
 

61 3.254
 

44 6.207
 

88 10.994
 

81

绝对信噪比 3.933
 

65 2.984
 

94 5.931
 

02 10.294
 

93

  由表2可知,
 

3个因子的概化系数与可靠性指数均大于0.70,
 

简化版的心理素质量表分为3个因子是

可行的;
 

同时问卷全域总分的概化系数和可靠性指数均高于0.90,
 

且全域总分的相对误差方差分量和绝对

误差方差均小于各个因子的对应结果.

2.3 3个因子对全域方差贡献率的分析

根据对G研究与D研究的分析结果,
 

分别得到3个因子对全域方差的贡献情况(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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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个因子对全域总分的贡献比

指 标 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 适应性

各因子的题目数 9 9 9

各因子的因子分 45 45 45

权重系数(W) 0.333
 

33 0.333
 

33 0.333
 

33

各因子分值比例/% 33.33 33.33 33.33

对全域方差的贡献/% 33.63 26.38 39.99

对相对误差方差的贡献/% 37.25 30.54 32.21

对绝对误差方差的贡献/% 37.25 31.18 31.57

  由表3可知,
 

认知品质和适应性2个因子对全域总分的贡献均高于各自在问卷中的分值比,
 

而个性品

质因子对全域总分的贡献则低于其在问卷中的分值比;
 

同时认知品质因子对相对误差方差和绝对误差方差

的贡献在3个因子中均为最高.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多元概化理论对新编的简化版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CSPSz-SV)进行分析.
 

G研究显示,
 

被

试在CSPSz-SV的3个因子上得分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
 

3个因子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存在紧密的关

联性[11,
 

21],
 

支持了心理素质的3因子结构理论[1];
 

但能否考虑将3个因子的得分最终合并成为一个总分

(心理素质)还有待于D研究的结果.
 

另外,
 

在3个因子中被试的方差分量均较大,
 

说明被试以及与被试有

关的变异在测验分数变异中的比重较大,
 

而测验题目的方差分量则相对较小,
 

说明由测验题目所引起的变

异在测验分数变异中的比重较小,
 

这表明CSPSz-SV各个因子的题目质量均较好.

D研究显示,
 

CSPSz-SV
 

3个因子的概化系数与可靠性指数均达到可接受水平,
 

这表明将CSPSz-SV划

分为认知品质、
 

个性品质和适应性3个因子是可行的,
 

提取3个因子后问卷的测量属性较好[11].
 

同时问卷

全域总分的概化系数与可靠性指数均达到理想水平,
 

均高于各个因子的相应指标,
 

且全域总分的相对误差

方差分量和绝对误差方差分量均小于各个因子的相应结果,
 

因而把3个因子的得分合成为一个总分(心理

素质)是可行且合理的,
 

将3个因子合成为一个总量表使用时可以更好地发挥问卷的效用.
 

相应地,
 

在评估

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时既可以基于各因子得分来考察大学生在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方面的具体表现,
 

也可

以采用总分来评估大学生的整体心理素质水平[11].
 

由此可见,
 

采用CSPSz-SV在实际评估大学生心理素质

水平时既可用于常模参照性测验[12],
 

也可用作标准参照性测验.
另外,

 

基于3个因子对全域方差的贡献可知,
 

对全域分数的重要性由大到小依次是适应性、
 

认知品质

和个性品质.
 

心理素质理论认为,
 

适应性是心理素质结构的外显成分;
 

而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均属于心理

素质结构的潜在成分[1,
 

21].
 

在测评工具的实际应用中外显成分的测评通常会好于潜在成分,
 

则作为心理素

质结构的外显成分———适应性,
 

相对地更容易得到体现.
 

此外,
 

认知品质和适应性2个因子对全域总分的

贡献均大于各自在问卷中的分值比重,
 

而个性品质因子对全域总分的贡献则低于其在问卷中的分值比重,
 

这表明该因子在问卷中的实际效应还没有达到预期应有的结果.
 

特别地,
 

作为心理素质结构中的核心成

分,
 

其评估的难度是最大的.
 

此外,
 

认知品质因子对相对误差方差和绝对误差方差的贡献在3个因子中均

为最高,
 

这表明同样作为潜在成分的认知品质其测评的难度也较大.
 

为此,
 

未来进一步完善该问卷时,
 

可

适当考虑对潜在成分的2个因子(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的题目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改以提高其测验精度.
 

最

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来自大一入学新生,
 

其正处在适应大学学业与生活的关键

期[22],
 

因此,
 

其适应性表现的结果相对更加明显与突出,
 

而作为潜在成分的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可能还未

得到充分的反映,
 

后续可考虑综合采取追踪数据,
 

进一步考察该问卷在大学新生中的效用.

11第2期        罗 杰,
 

等:
 

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多元概化分析



4 结 论

1)
 

CSPSz-SV
 

3个因子及总分的测验信度均较好,
 

在评估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时既可以考虑使用各

因子分评估大学生在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等特定方面的表现,
 

也可采用问卷总分来考察大学生的整体心

理素质水平.

2)
 

CSPSz-SV的概化系数与可靠性指数均满足心理测量学要求,
 

该问卷及其分量表(因子)既可以作为

常模参照测验,
 

也可作为标准参照测验.

3)
 

未来进一步完善CSPSz-SV时,
 

可考虑对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的题目进行适当修整以提高其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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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Ques-

tionnaire
 

Simplified
 

Version(CSPSz-SV),
 

multivariate
 

generalizability
 

theory(MGT)
 

was
 

used
 

to
 

evaluate
 

it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generalizability
 

coefficient
 

and
 

the
 

index
 

of
 

dependability
 

were
 

satisfactory
 

for
 

the
 

CSPSz-SVs
 

three
 

subscales
 

and
 

the
 

total
 

scores,
 

and
 

they
 

could
 

be
 

used
 

for
 

the
 

norm-referenced
 

test
 

and
 

the
 

criterion-referenced
 

test;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personality
 

quality
 

(PQ)
 

factor
 

in
 

the
 

universe
 

score
 

was
 

less
 

than
 

its
 

proportion
 

in
 

the
 

total
 

scores,
 

the
 

variance
 

of
 

cognitive
 

quality
 

(CQ)
 

factor
 

was
 

the
 

biggest
 

in
 

the
 

relative
 

error
 

variance
 

contribution
 

and
 

the
 

absolute
 

er-

ror
 

variance
 

contribution;
 

and
 

that
 

future
 

work
 

should
 

further
 

revise
 

and
 

improve
 

the
 

item
 

of
 

cognitive
 

quality
 

(CQ)
 

and
 

personality
 

quality
 

(PQ)
 

subscalesto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values
 

of
 

the
 

factor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suzhi;
 

college
 

student;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GT)

责任编辑 胡 杨    

31第2期        罗 杰,
 

等:
 

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的多元概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