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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Ξ

张雅明①　王永丽②　曾盼盼③　俞国良④

【摘 　要】目的 :对自编《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 :2030 名 2～6 年级小学

生接受测验 ,使用 LISREL 81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结

构 ,数据与假设模型拟合程度较高 ,除人际分量表外 ,学习分量表、自我分量表、适应分量表的 GFI、AGFI、NFI、

NNFI、CFI、IFI等指标均在 019 以上 ;总量表测量的四个潜在变量因素负荷系数均达到统计显著标准 ,测量数据

与假设模型之间拟合良好。结论 :《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适应小学生成长的心理环境 ,结构清晰 ,操作简便 ,是

适用于小学生的有效的心理健康测评工具。

【关键词】　精神卫生 　儿童 　心理测量学研究 　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ZHANG Yaming , WANG Yongli , ZENG Panpan et al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 Beijing 　100101

【Abstract】Objective :To do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prove structure validity of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1Method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2030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was analyzed by LISREL 810 program1
Result :The subscales of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d good structure validity , the sample data fit for

the hypothesized model1 Except that f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ubscale , the indexes of other subscales (Learning sub2
scale , self subscale and adjustment subscale) fit for the model with all coefficients over 019 , these indexes were GFI、AGFI、

NFI、NNFI、CFI、IFI1 For the total scale , four latent variables had loaded to the observed items significantly , the whole scale

had perfect fit between the observed data and hypothesized structure1Conclusion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Primary School Stu2
dents has good psychometric quality and can be used for Chinese primary school pupil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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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 ,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

多地关注。对于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评估 ,以往研究

中人们较多使用国外编制、国内修订的量表 (如 SCL -

90 等) ,这些量表由于编制目的、理论基础等原因 ,在

中小学生中使用总有些不尽人意之处[1 ] 。为此 ,我们

试图编制针对我国教育实际、适合在校小学生的简洁、

实用的心理健康量表。

在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中 ,我们根据国内学者对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 ,结合自身从 1996 年开始

对实验学校的调查以及心理咨询实践 ,提出了学生心

理健康的学习、自我、人际、适应等四个维度 ,编制题目

进行了预测和修订 ,并对量表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和

探索性因素分析[2 ]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部分题目和维

度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的量表包括四个分量表 , 114

题。Anderson 建议 ,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 ,通过探索性

分析建立模型 ,再用验证性分析去检验模型。采用交

叉证实 (cross - validity) 程序以保证量表所测特质的确

定性、稳定性和可靠性[3 ] 。遵循这一思路 ,我们使用调

整后的量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测试 ,本研究即为对该

量表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 。我们预期量表具

有较清晰的结构 ,总量表和分量表理论模型与数据有

良好拟合。

对象与方法

对象 　被试来自两所普通小学 ,共 2030 人 ,年龄

范围 6～13 岁 ,平均年龄 9 岁 ,标准差为 1。其中男生

1155 人 ,女生 875 人 ,年级分布为二年级 311 人 ,三年

级 528 人 ,四年级 597 人 ,五年级 544 人 ,六年级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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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测以班为单位 ,通过班主任教师组织 ,由接受过

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充当主试 ,测试中使用

统一的指导语 ,学生有不理解的问题可举手提问 ,主试

给予解答。

方法 　将全部数据录入 SPSS910 中 ,进行初步整

理。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LISREL810 软件进行。研究

中分两步对量表结构的适合性进行验证 :第一步 ,先用

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各分量表的内部结构 ,即在

每个分量表中 ,探讨各观测变量与一级因素之间的结

构关系 ,以及一级因素与二级因素 (分量表因素) 之间

的结构关系 ;第二步 ,再用一阶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四

个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结构关系。

结 果

11《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及分量表的分半信度与

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 1 　《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及分量表的信度

信度 总量表 学习
分量表

自我
分量表

人际
分量表

适应
分量表

克隆巴赫系数α 0195 0193 0192 0194 0190

Guttman 分半信度 0188 0185 0189 0188 0185

表 1 显示 ,《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及分量表的克

隆巴赫系数α均在 019 以上 , Guttman 分半信度在 0185

～0189 之间 ,表明量表有较高的信度。

21《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各分量表的验证性因素

分析

表 2 　各个分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

分量表 χ2 df χ2/ df GFI AGFI NFI NNFI CFI IFI

学习 1979175 428 4162 0194 0193 0191 0192 0193 0193

自我 1921181 344 5158 0193 0191 0190 0190 0191 0191

人际 3841107 554 6193 0189 0187 0187 0188 0189 0187

适应 1318131 169 7180 0193 0191 0192 0192 0193 0191

表 2 显示 ,四个分量表中 ,学习分量表、自我分量

表、适应分量表测量数据与假设模型拟合程度较高 ,各

项目得分可作为所测查变量的有效指标。人际分量表

拟合度略低 ,但可以接受。各项拟合指标中 ,χ2 较大 ,

但研究者已发现χ2 值受样本规模的影响较大[4 ] ,而本

研究样本在 2000 人以上 ,所以不应单纯以它作为拟合

程度的指标。表中 GFI为拟合优度指数 ,AGFI 为调整

的拟合优度指数 ,NFI为规范拟合指数 ,NNFI为不规范

拟合指数 ,CFI为比较拟合指数 , IFI是对 NFI的一种修

订 ,这些指标值域都在 0～1 之间 ,一般大于 019 时 ,认

为模型拟合观测数据。

表 3 　学习分量表中各因素之间的相关

因素 自我满足感 体脑协调性 环境适应性

体脑协调性 0170

环境适应性 0174 0177

学习习惯 0170 0178 0191

表 4 　自我分量表各因素之间的相关

因素 社会自我 家庭自我 情绪自我

家庭自我 0176

情绪自我 0182 0185

人际自我 0152 0153 0154

表 5 　人际分量表各因素之间的相关

因素 认同感 信任感 合群性

信任感 0184

合群性 0177 0186

独立性 0128 0132 0138

表 3～5 显示了学习、自我、人际三个分量表所测

查的不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此外 ,适应分量表所测查

亲社会性和生活自理两个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84。以上结果表明 :同一分量表所测量的潜变量之

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 ,其中学习分量表中各潜变量

之间相关较高 ,自我分量表各潜变量相关在中等偏上 ,

人际分量表除独立性与其它潜变量相关较低外 ,其余

各潜变量有较高相关 ,适应分量表两个潜变量之间有

较高相关。各潜变量之间不同程度的相关说明各个分

量表所测查的不同分维度 ,既属同一内容 ,又相对独立

地测查了不同方面。
表 6 　总量表 4 个因素的因素负荷系数 (LAMBDA - X)

因素 因素 1 - 学习 因素 2 - 自我 因素 3 - 人际 因素 4 - 适应

自我满足感 0163 (31145)

体脑协调性 0159 (38179)

环境适应性 0179 (45198)

学习习惯 0171 (44199)

社会自我 0174 (28133)

家庭自我 0177 (40193)

情绪自我 0176 (45115)

人际自我 0141 (19100)

认同感 0189 (41145)

信任感 0186 (45197)

合群性 0168 (35110)

独立性 0151 (18129)

亲社会性 0174 (41138)

生活自理 0185 (39122)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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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一般地 ,t 值 > 2100 被认为达到了统计显著标准 ,t

值是单个模型参数拟合优度的一项指标[5 ] 。表 6 显

示 ,各个项目的因素负荷系数均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标

准 ,表明四个分量表的组成成分是该因素的有效指标 ,

以之测量潜在维度是合适的。

表 7 　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总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

χ2 df χ2/ df GFI AGFI NFI NNFI CFI IFI

480 71 6176 0197 0195 0197 0196 0197 0196

表 7 结果表明 ,除χ2检验以外 ,其它指标均显示测

量数据与假设模型之间存在很好的拟合。说明量表结

构清晰 ,并得到测量数据的支持。

讨 论

11 量表的理论构思

当前测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量表多是基于强迫、焦

虑、抑郁、敌对、偏执等心理疾病因子建立选项 ,量表项

目的遴选多有成人化的趋势 ,让人觉得远离学生生活

而更适合于精神疾病的判断与筛选。我们主张在校学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概念内涵应区别于社会上针对成

人的心理健康问题[6 ] ,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维度的设定

应充分考虑其现实生活。我们将能够对现实生活中有

益于其健康成长的实践活动做出主动、积极反应的学

生 ,视为心理健康者。根据以上认识 ,设定小学生心理

健康量表的基本维度为学习、人际、自我和适应 ,形成

四个分量表和 14 个分维度。这些维度、分维度以及相

应题目贴近小学生成长的心理环境 ,在区分学生心理

健康程度上更具现实意义 ,在教育领域内更具适应性。

21 对验证性因素分析及结果的思考

研究者指出 ,与探索性因素分析相比 ,验证性因素

分析有如下优点 : (1)能让研究者定义一个先验的假设

结构模型 ; (2)可以计算观察变量的误差 ,精确估计观

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 (3)考察模型与数据的拟

合程度 ; (4)可以检验不同模型对同一数据拟合水平的

差异[7 ] 。因而 ,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被用来进一

步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总的来看 ,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和预期相符 ,证明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具有较好

的结构效度。从目前的结果来看问题主要表现在 :人

际分量表拟合程度还不太理想 ,从量表包含项目之间

的关系看 ,独立性因素似与其它几个因素测查项目的

同质性较差 ,说明项目设计上可能存在些问题 ,另一种

可能的解释是独立性虽然在人际关系中是一个重要成

分 ,但在心理健康量表中设置这一分维度意义并不大。

两种解释预示着不同的处理方法 ,哪种更合理尚须进

一步研究。

31 未来的工作

对心理健康的维度划分 ,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认

识 ,因而编制出不同量表。《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与

其它同类问卷相比较 ,建立本量表的外在关联校度指

标 ,是我们进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本量表而言 ,虽然验

证性分析显示与理论模型吻合良好 ,但是否还存在其

它可解释的模型 ,须进一步考察。对于总量表四个潜

变量能否进一步提取到更高阶的因素 ,也有待于探查 ,

本文仅限于对现有量表的结构验证 ,没有在上述问题

上进一步展开。此外 ,现在量表有些分维度上 ,题目分

配不均衡 ,个别测验题目还须做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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