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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积极Π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的结构和效度
Ξ

陈文锋①②　张建新①

【摘 　要】目的 : 修订积极Π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 (中学生) , 探讨它的结构和效度。方法 : 以 Bradburn 量

表为基础加上访谈得到的条目构成量表 , 结合大五人格问卷和 SCL - 90 , 有效测试了全国六个地区 2268 名中

学生 , 采用信度分析、因素分析和外部效标分析等方法考察量表的结构和效度。结果 : 分量表积极情感和消

极情感的 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 0182 和 0180 , 各个条目的因子负荷介于 0145～0180。二元结构模型的各项拟

合指标都在 0190 以上。PA 与外向性的相关为 0134 , NA 与情绪稳定性的相关为 0159 , 与 SCL - 90 各项指标的

相关介于 0137～0157。结论 :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二元结构和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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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 To revise the Chines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for Student and explore its factorial and

construct validity1 Methods : The scale , composed of items from Bradburn and interview with students , along with the NEO

- FFI and SCL - 90 , was used to assess 2268 students from six districts1 And the factorial and construct validity was evaluat2
ed by reliability analysis ,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riteria validity test1 Results : αfor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were 0182 and 0180 , respectively1 The loadings of the items were between 0145 and 01801 The fit indices

of the two - factor model were all above 01901 The correlation of PA and extraversion was 0134 , that of NA and neuroticism

was 0159 and that of NA and SCL - 90 were between 0137 and 01571Conclusion :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wo - factor

model of the scale was strongly support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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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显示 , 青少年

的心理问题有上升的趋势 , 其中人际关系、情绪稳定

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是中小学生问题的主要表

现。因此 , 如何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目前

研究的热点 , 而情绪情感则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

面。

人们的情感包含积极情感 ( PA , Positive Affect)

和消极情感 (NA , Negative Affect) , 但是在国内心理

健康的研究和实践中却往往只评定消极情感 , 忽略了

积极情感。这主要是缺少评定积极情感的工具。因

此 , 在国内引入评定积极情感的量表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在 Bradburn 量表[1 ]的基础上 , 对中学生积极消极

情感量表进行中文版的修订 , 探讨了该量表的一些心

理测量特性 , 以便为国内应用该量表提供测量学的支

持 , 从而提供一个评定积极情感的工具 , 为促进中学

生心理健康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对象和方法

1、被试 : 本研究被试来自于潮州、成都、方城、

广州、兰州、南阳六个地区的 16 所中学 , 从每所中

学的六个年级各个班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 2400 份 ,

回收问卷 2365 份 , 其中有效问卷 2268 份 , 回收率

9815 % , 有效率 9415 %。其中 , 男生 1043 名 , 占被

试总数的 4610 % , 女生 1225 名 , 占被试总数的

5410 %。被试的年龄在 11～20 岁之间 , 平均年龄为

16 ±2 岁。具体分布见表 1。

表 1 　被试抽样情况

性别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总计

男 201 230 92 233 212 75 1043

女 240 248 111 259 283 84 1225

总计 441 478 203 492 495 159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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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工具

211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

对 Bradburn 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的 10 个项目[1 ]
,

采用完全双盲的方法进行英译中和回译 , 并增加了中

学生访谈得到的一些条目 , 作为中文版修订的基础。

这样 , 中文版共 16 道题 , 积极消极方面各 8 道题。

被试根据 1 周内的实际情况对每项条目进行评定 , 选

择一个最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 , 从“没有”到“经常

有”, 共 4 级评分。

212 NEO 人格问卷简式版 (NEO - FFI)

大五人格在国内已经有不少应用研究 , 如预测工

作绩效[2 ] 。NEO - FFI 人格问卷是测量大五人格的简

式人格问卷。该量表共 60 道题目 , 分为五个维度 :

情绪稳定性 (N) , 外向性 ( E) , 开放性 (O) , 宜人

性 (A) , 责任心 (C) 。被试根据 5 点量表 (从“非

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对每一道题回答是否符

合本人情况。

213 SCL - 90 　由于积极消极情感量表评定的是

心理健康的情感维度 , 所以本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心理健康指标作为效标 , SCL - 90 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3 ] 。本研究用 SCL - 90 考察被试最近一周内

的心理健康状况 , 作为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3 数据分析 : 本研究首先采用 SPSS 对积极消极

情感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 然后采用 LISREL 进

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 以便对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的二元

结构进行交叉验证。本文将获得的样本随机分成两个

样本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N = 462) 和验证性因

素分析 (N = 1806) , 其它结果如常模和信度、信度分

析采用全部样本数据。

结 果

1、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的结构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是国外版本

翻译过来的 , 并且增加了一些新条目 , 故首先用一个

样本 (N = 462) 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 EFA) ,

以便进行必要的修订。

采用最大似然法 (ML) 和最大方差旋转的 EFA

给出了明确的两因子结构 , 分别对应于积极情感和消

极情感。采用全部 16 个条目的 EFA 结果表明 , 条目

5 和条目 15 的因子负载比较低 ( < 0130) , 所能解释

的这两个条目的方差变异也很低 (Communality h2 <

012) , 因此将条目 5 和条目 15 删除。剩下的 14 个条

目再次进行 EFA , 同样给出双因子结构 (积极情感 8

个条目 , 消极情感 6 个条目) , 解释的方差变异从

3713 %提高到 4014 %。表 2 给出了积极消极情感量表

各条目的因子负载。

表 2 　量表两个因子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的因子负载

积极情感 因子负载 消极情感 因子负载

12 感到快乐 01680 10 感到心烦意乱 01803

09 因为成功地做完某
件事而感到高兴 01652 13 觉得坐立不安 01739

11 因为做事受到别人
赞扬而感到自豪 01620 16 觉得莫名其妙地烦

躁 01707

04 感到幸福 01619 07 感到沮丧 01614

08 对前景感到乐观 01581

02 感到非常孤独或者
与别 人 距 离 很 大
(在情感或兴趣方
面)

01501

14 感到心满意足 01530

03 为一些事情生气 ,
而这些事情在一般
情况下并不让自己
烦恼

01449

06 对某些事感到特别
热衷或兴奋 01520

01 觉得事事顺心 01475

2、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的测查结果和信度

结果显示 (表 3) , 两个因子在男女之间都存在

显著的差异 , 女性 PA 和 NA 的得分均略高于男性

( P < 0101) 。PA 和 NA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见表 3。

表 3 　积极Π消极情感的量表测查结果 (x±s) 和信度系数

分量表 男
(N = 1043)

女
(N = 1225) t Cronbachα

积极情感 2168 ±0167 2177 ±0168 - 21792 3 3 0182

消极情感 2114 ±0172 2123 ±0174 - 31135 3 3 0180

3 P < 0105 , 3 3 P < 0101 , 下同

表 4 　不同模型的拟合指标a

模型 χ2 df GFI NFI CFI NNFI SRMR RMSEA
RMSEA 90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因子 594107 76 0191 0194 0194 0193 01079 01063 01058 01068

单因子 4346101 77 0163 0176 0176 0172 0117 0118 0117 0118

a1 根据 Browne & Cudeck[4 ] (1993) , RMSEA < = 0105 说明模型拟合很好 , 0105～0108 之间说明拟合可接受 , 0108～0110 之间拟合程度为边缘状态 ,

> 0110 说明拟合效果很差。CFI 和 NNFI > 0190 说明拟合可接受。GF 和 NFI 传统上认为大于 0190 为可以接受。根据 Hu & Bentler[5 ] (1998) , SRMR

越小越好 , 0108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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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积极消极情感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另一个样本 (N = 1806)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

验证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的双因子模型 , 并比较了双因

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 , 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两极

论和两维论争论提供依据。表 4 显示 , 双因子模型对

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 , 单因子的拟合效果则很差。另

外 , PA 和 NA 的相关为 - 01183 , 相关程度较低 , 不

支持 PA 和 NA 是单一维度的两极的观点。

41 效度

表 5 显示 , SCL - 90 各项指标和 NA 有着正相关 ,

和 PA 也存在负相关 , 但相关程度显然比 NA 小得多。

表 6 显示了 PA、NA 和大五人格各个维度的相关。

表 5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与 SCL - 90 各项指标的相关 (r)

因子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总分

PA - 01202 3 3 - 01195 3 3 - 01199 3 3 - 01312 3 3 - 01218 3 3 - 01196 3 3 - 01157 3 3 - 01163 3 3 - 01198 3 3 - 01249 3 3

NA 　01411 3 3 　01468 3 3 　01506 3 3 　01569 3 3 　01520 3 3 　01486 3 3 　01365 3 3 　01429 3 3 　01447 3 3 　01541 3 3

表 6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与 NEO - FFI 5 个维度的相关 (r)

情感因子 情绪稳定性 外倾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心

积极情感 　01486 3 3 - 01278 3 3 - 01030 3 3 - 01274 3 3 - 01304 3 3

消极情感 - 01307 3 3 　01336 3 3 　01164 3 3 　01212 3 3 　01288 3 3

讨 论

本文的修订结果表明 , 由于访谈得到的项目 15

“觉得除了自己能做到的事外 , 还有更多的事要去做”

和项目 5“对某些事因为自己做不好而不能去做它”

在内容上跟情感关系不大 , 删除了这两个项目后 , 原

量表 16 个项目减为 14 个项目 , 各项信度指标有了进

一步的改善。相对于 Bradburn 量表的 10 个项目 , 修

订后的 14 个项目仍然符合 PA 和 NA 的结构和效度关

系。因此中文版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用来测量中学生的

情感是比较可靠的 , 为评估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提供

了可用的工具。实际上 , 在本研究中 , 积极消极情感

量表的测量学指标都比较令人满意。例如 , McCrae &

Costa
[6 ]和 Schimmack 等[7 ] 发现大五人格的 N (情绪稳

定性) 和 E (外倾性) 对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有很

大影响。本研究重复了相似的结果 (见表 6) 。Schim2
mack 等[7 ]也发现 , 人格对积极消极情感的影响具有

跨文化一致性。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交叉验

证 ,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二元结构很好地拟合了数

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是二元正交模型 , 但验证

性因素分析也表明 , 不论采用哪种估计方法 , 二元正

交模型并不比二元斜交模型的拟合效果好。因此 ,

PA 和 NA 的独立性并不完全得到验证性因素分析的

支持。尽管如此 , 单因子模型和双因子模型的比较结

果 , 仍然说明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二元论比两极

论更符合我们的数据。

不管是 PA 还是 NA , 都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

这和乔建中等[8 ]综述的相关结果是一致的。PA 和 NA

的性别差异可能源自三个方面[8 ]
: 第一 , 人们普遍认

为女性比男性更易情绪化 ; 第二 , 在社会化过程中 ,

女孩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情感表达和情绪化词汇 , 从

而更善于用言语、表情或姿势来表达她们的情绪 , 也

对情绪更敏感 ; 第三 , 女性认为她们是情绪化的 , 在

某种程度上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情绪知识和更敏锐

的情绪调节技巧。

Lonigan
[9 ]发现 , NA 与焦虑、抑郁都具有强烈的

相关 , 但 PA 与抑郁的相关显著高于与焦虑的相关 ;

这和本研究的结果相似 (见表 5) 。这些都说明 , PA

和 NA 是情感的不同成分 , 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

不同的影响。因此 , PA 和 NA 可以作为心理健康评

估的一个指标 , 其中 NA 与各项消极心理健康指标的

关系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而 PA 作为积极性指

标 , 为正性心理健康的评估给出了可能性。国内外关

于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的研究指出 , 神经质与焦虑、

抑郁等心理症状都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 , 外倾性的个

体会与外界建立较多的联系 , 采取比较积极的应对方

式 , 从而减缓应激对于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10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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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社会自信分量表的分数与 SCL - 90 的

各个指标和总分相关都呈显著的负相关。社会自信分

量表的前两个项目 (见表 2 第三个因素) 和“惧怕否

定评价” ( FNE) 这个概念吻合。Watson 和 Friend

(1969) 将“惧怕否定评价”定义为对他人的评价担

忧 , 为别人的否定评价感到苦恼 , 以及预期将会遭到

他人的否定评价 ; 并发展了 FNE 量表[13 ] 。国内林雄

标等 (1997) 使用 FNE 量表进行研究发现 , 社交恐

怖症患者在该量表上的得分高于正常对照组。并与

SCL - 90 的人际敏感性因子有显著相关[14 ] 。而本研究

再次验证了该结果 , 并发现与 SCL - 90 所有指标间都

存在相关。

印象管理能力越好 , 心理健康状况越好。Davies

等 (1998) 在研究中发现印象管理和 EPQ 的精神质

存在负相关[15 ] 。而本研究也证明了印象管理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印象管理能力越好 , 心理症状

越少。可能的解释就是 , 印象管理能力好的新生 , 人

际关系相对更和谐 , 人际关系方面的冲突会少些 , 因

此心理更加健康。或者心理健康的新生 , 有较佳的印

象管理能力。

本研究没有发现社会表达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其

原因可能是由量表中题目的内容局限所致。而国外的

研究发现 , 对情绪表达的抑制可能会导致健康状况变

差[16 ] 。而社会表达也没有发现与和谐量表的相关。

进一步的研究中需要对该量表内容作大幅度修正后再

探讨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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