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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心理卫生
·

三种常用行为评价量表应用于
北京中学生的结果比较

王静
’, 张雨青

’
梁永亮 ’

【摘 要 】目的 探讨 编制的测查儿童行为问题最著名的三份量表
,

即 儿童行为问题父母评

价量表
、

青少年 自我评价量表 和教师评价量表 之间的相关性及适用性
。

方法 采用
、 、

量表
,

对北京市 所中学 名 一 岁青少年进行调查
,

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 、

量表的条目与总分的 。 系数分别为
、 、 ,

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
、

、 ,

说明三份量表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
。

的得分普遍高于其它两个量表
,

得分次之
,

得分最低 少数个别因子除外
。

与 的得分在全部样本
、

不同性别
、

初
、

高中生均相关 厂
,

与 在注意力问题和攻击性行为得分上有一定相关 厂。 沪狱 。

量

表中学习成绩与各分量表因子均呈负相关 厂 一 沪叱 。
,

量表中适应能力和学习成绩与各分量

表因子均呈负相关 厂众 一
,

。
一

一
,

爪
,

量表中学习成绩也与多项因子得分呈

负相关 二
一

一
, 。

结论 建议在应用 父母评价量表和 教师评价量表时
,

与 青少

年自评量表结合使用
,

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青少年的行为问题
。

【关键词 】 行为问题 心理测量学研究 中学生

中图分类号 二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 , 一 劝加

,
, , 一 , ,

罗
, ,

仆 勿 即
’

,

凡
,

, ,

, 一 , ,

, 奴
,

,

娜 厂 一 沪叱

厂
,

尸叱

一 一 ,

凡
,

一

厂
一

一
,

厂
一 一 ,

称
,

方 广
一

一
,

,

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和中国科学院重要方向性项 目《
一 ·

通讯作者 劝 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 扭 乡

川 童仃 为问题的父 母评价量表
、厂

, ,

简称
、

青少年 自我 评价量

表
’

仁
,

简称 和教师评价量表
·、 、,

简称
,

是迄今为止国际

上最权威的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测评
一

工具 圳
。

以往国

内的 凋查 多采用 少童行为间题的父母评价量表

冲
。 ,

而青少年 自我评价量表 和教师评价量

表 应用较少 刘贤臣困
、

郭兰婷曰苏林雁 等曾经

应用 年版
、

年版和 年版
,

分别在山东省
、

四川省成都市和湖南省进行过调查
,

但

国内目前尚未 见此套二份量表同时应用的相关报道以

及相关的综合性评价
。

对于处于青春早期的中学生这
一

群体
,

了又通过父母来评估其行为问题是不够全面的
,

若能在使用 的同时
,

应用 和 从青少

年 自身以 及学校老师的各 自不同角度评估中学生的行

为表现
,

则更能有利于及时而全面地发现其行为问题
。

目前 我们已经取得该量表原作者 的同意

和授权 与该套量表的中文版权拥有者香港中文大学

的梁 水亮教授进行合作
,

肖
一

次同时采用该套三份量表

年最新修 汀版在北京市中学生 中进行行为问题

的调杳 坪将探讨这
丁
份量表的相关性及适用性

。

本文

是对这 作的总结

等设计
,

为 年最新修订版
,

适用于 斤一

岁儿童和青少年
一

也由能力量表和问题量表两部分

组成
,

问题量表纳人统计分析的条 目共计 个

基于因子分析将 也归纳为 个因子
,

除问话方式采用第一 人称外
,

其它 内容 与结构 同

家长评价量表大体相 同
。

③教 师评价量 表

由 等设计
,

为 年最新修

版
,

适用于 一 岁儿童和青少年
。

由能力量表和问题

量表两部分组成
,

能力量表包含学习成绩和适应功能

个内容
,

问题量表纳人统计分析的条 目共计 个

基于因子分析将 盯 归纳为 个因子
,

除

增加一个外显性行为问题因子 多动 冲动 外
,

其它

内容与结构同 家长评价量表大体相同
。

统计分析 用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包括

描述性统计分析
,

卡方检验
,

相关分析
,

两独 立样本非

参数检验等 用 系数估计内部
,

致性
,

一

公式估计分半信度
。

结果

对象与方法

们象 随机抽取我市 所中学 一 岁青少

年 齐
,

对这些学生及其家长和任课老师进行问卷

测查 经整理筛选
, 一

毛份问卷评定结果同时符合要求者

人 坟中男生 人
,

女生 人 两者 比例为
,

初中学生 人
,

高中学生 人
。

方法 评定
一

具 ①儿童行为问题父母评价量

表 由 等设计
,

本研究选用其

年最新修汀版
,

该量表适用于 一 岁儿童和青

少年 由能力量表和问题量表两部分组成
,

能力量表包

含活动性
、

社会性和学校表现二个方面
,

问题量表纳人

统计分析的条 目共计 个
。

要求父母根据孩子近

个 月的情况 来填写
,

即
“

不准确记 分
” , “

有时或有

点准确 记 分
” , “

非常准确或经常准确记 分
” 。

累

计
·

条日得分为 总分
几

基于因子分析

将 归纳为 个因子 焦虑 抑郁
、

退缩
、

身体不

适
、

初 会化问题
、

思想问题
、

注意力问题
、

违规行为
、

攻

击性行 为和其它问题
,

义将焦虑 抑郁
、

退缩和身体

不适归 为内隐性行为问题
、

违规行为和攻击性行为归

为外 显性行 为问题 ②自我评价量表 〔 由

、

和 的内部一致性

三个量表内部一致性结果见表
。

中 个

分量 表 的 值 为 司
,

总 分 值 为

中 个分量表 值为 司
,

总分

值 为 舒 中 个分 量 表 值 为

司
,

总分 值为
。

除 的其他问题

分量表以外
,

各 值均达到 以上
。

表 三个量表的 系数

一、、,石气塑”林脚”仰的因子

焦虑抑郁

退缩

身体不适

社会化问题
思想问题
注意力问题

多动 厂冲动

过失 违规 行为

攻击性行为

其他问题

总分

一

叹︸,,难崎气一,才,户,才气﹄仓仓住住一住住仓住

仓仓住仓仓︸住仓住住

、

和 盯 的分半信度

将
、

和 按奇偶分半的方法
,

将纳

人统计分析的条目分成两部分
,

计算两部分间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
、 、 ,

经
一

公式

校正后的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
、 、 ,

说明
、

和 有较好的分半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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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盯 的评分结果

不同性别学生和初高中生各自的评分结果分别见

表
、

表
。

三个量表的问题个数相差不多
,

但 的

得分普遍高于其它两个量表
,

得分次之
,

得

分最低 少数个别因子除外
。

量表得分中
,

女生

焦虑 抑郁
、

退缩
、

身体不适三个因子得分高于男生
,

有统计学意义 男生违规行为因子得分高于女生
,

有统

计学意义 思想问题
、

违规行为及总分初中生高于高中

生
,

有统计学意义
。

量表得分中
,

女生焦虑 抑

郁
、

身体不适两个因子得分高于男生
,

有统计学意义

身体不适和思想问题两因子得分初中生高于高中生
,

有统计学意义
。

量表得分中
,

男生社会化问题
、

思

想问题
、

注意力问题
、

多动 冲动
、

违规行为
、

攻击性问

题
、

其它问题各因子得分及总分高于女生
,

有统计学意

义 除思想问题
、

多动 冲动
、

违规行为外所有各项因

子得分及总分高中生高于初中生
,

有统计学意义
。

表 不同性别学生的
、

和 评分比较 又士 ,

因子

焦虑 抑郁
退缩

身体不适

社会化问题

思想问题
注意力问题

多动 冲动

违规行为

攻击性行为

其它问题

总分

问题个数 男性 女性 问题个数 男性 女性 问题个数 男性 女性

一

一

一

一

土

土

士

土

士

士

士

土

土

士

土

士

一 二

一 ‘

一

一

一

土

土

士

土

土

士

土

土

士

,

土

士

士

土

士

土

土

士

士

土

土

土

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碑 帕

一

,,‘‘且,目胜,了了,产,︸,乙,‘,︸,︸

往肚仕胜社肚,一,一,‘,‘,‘﹄、曰气‘口了了入,一,‘,︸,‘内乙,乙仕处肚胜处肚
,‘,‘,‘,且,肉︸‘‘胜几、︸

︸、︸,︸、︸,山工︸

己且

,山了弓︸,、八‘

⋯
一土

士

土

士

士

士

土

土

士
一

土

土

土

土

土

土

土

户二 力
白

户二 刀

表 初中生
、

高中生的
、

和 评分比较 班

因子

焦虑 抑郁

退缩

身体不适

社会化问题
思想问题
注意力问题
多动 冲动

违规行为

攻击性行为

其它问题

总分

问题个数 初中 高中 问题个数 初中 高中 问题个数 初中 高中

帕

︸﹁八,乙,
‘

土

一

土

土

土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土

土

士

士
一

士

傀,乙八,尸‘︺,
了

︸
,

价,乙土士土土士气︺

⋯
,‘,山,‘气、八哎口

‘且‘二勺且砚‘弓

土 土

土 土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妊
士

土

土

土

土

士

士

士

士

土

土

士

士

士

士

土

土

土

土

土

一

石 “

一

石
一

月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且山

,几月

口

取
‘ ,

六

、

和 的相关

和 各因子得分和总分在全部样本
、

不

同性别者
、

初高中生的相关系数见表
。

由表可见

与 的得分在全部样本
、

不同性别
、

初高中

生均达为正相关
,

相关强度中下 厂 刁
,

。

另外
,

与 盯 仅在注意力问题
、

违规和攻

击行为得分上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

但相关强度都很弱
,

厂 刁
,

介
。

而 与 盯 仅在个别项 目

上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

但相关系数多小于
。

表 全体
、

男女生
、

初高中生 与 得分相关性

因子

焦虑 抑郁
退缩

身体不适

社会化问题

思想问题
注意力问题
违规行为

攻击性行为

其它问题
总分

尸叱

全部样本

月

男生

乃

礴

月礴

女生
沸

礴礴

,

初中生 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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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

和 各分量表与能力量表相

关胜

量表中学习成绩与各分量表因子均呈负相

关 ‘ 。
一

一
,

凡 量表中社会化问题

与社会性得分呈负相关 二
一 , ,

学习成绩

与身体不适
、

攻击性行为
、

总分
、

社会化问题
、

注意力问

题呈 负相关 二
一

一
,

量表中适

应 能 力和 学 习 成绩 与各分量 表 因子均 呈 负相关
,

厂
一

一
,

凡 厂
一

一
,

六
。

讨 论

我们采用 系数来衡量
、 、

的内部 一致性
,

结果表明除 的其他问题分量

表以外
,

各 值均达到 以上
。

一般认为

系数大于 说明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

经
一

公式 校 正 得分半信度 系数 分别为
、 、 ,

说明
、

和 有较好的分

半信度 因此
,

此次评定结果 可信
。

青少年期是生理心理发育的关键阶段
,

也是行为

问题发生的危险期
,

此阶段他们的自我意识增强
,

情绪

不稳定
,

思维单纯
,

模仿性强
,

易冲动
,

辨别是非的能力

较差
,

青少年与父母及老师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盲 目的

崇拜
,

甚至会出现一些对立和冲突
,

随着与外界的接触

逐渐增加
,

与父母和老师的交流也在减少
。

从三份量

表的得分可 见
,

的得分普遍高于其它两个量表
,

得分次之
,

得分最低 少数个别 因子除

外
,

这个结果说明
,

青少年 自我感觉的行为问题要

普遍高于教师和家长的判断
。

在 和 量表

中
,

构成内隐性行为问题的三个因子得分女生高于男

生 在 量表中
,

构成外显性行为问题的违规行为

因子得分男生高于女生
,

有统计学意义
。

根据

的理论
、

男女儿童从小接受来 自社会
、

家庭的性别角色

教育
,

攻击
、

好胜
、

独立等被认为是男童的特征
,

情感脆

弱
、

友好
、

顺从等是女童的特征
。

量表得分中
,

思

想问题和违规行为初中生高于高中生
,

有统计学意义
。

由于刚刚进人青春期的初中生
,

其生理与心理比小学

时有较大的变化
,

而经历了三年初中生活后
,

到了高中

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状态发展相对平稳
。

与此相

反
,

在 量表得分中
,

所有各项因子得分及总分高

中甘
一

高于初中生
,

除思想问题
、

多动 冲动和违规行为

外
,

有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是在我国应试教育的体制

下
,

学校往往更加重视对高中学生的教育培养
,

对初中

学且的情绪和个性的发展变化相对疏忽
。

在三份量表相关性对比中发现
,

与 盯 相

关性较低 小于
,

且仅在个别项 目相关系数有统

计学意义
。

这可能是因为老师面对的是全班学生
,

相处

时间也只有几个月至几年
,

对学生的观察与了解往往

不够全面细致
,

女生的一些行为问题常常表现得比较

隐蔽
,

老师更难于发现
。

而父母与自己的孩子长期相

处
,

对其各方面的问题观察得更为细致人微
,

因而

与 相关性较高
,

这一点与郭兰婷等的研究

结果有一些差异
。

父母与老师的交流往往在注意力

问题
、

违规行为
、

攻击性行为等外显性行为问题上 比较

多
,

因而在这些问题得分上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与

以往国内外研究相一致
’〕。

量表中学习成绩与各分量表因子均呈负相

关
,

盯 量表中适应能力和学习成绩与各分量表因子

均呈负相关
,

量表中学习成绩也与多项因子得分

呈负相关
。

在我国
,

青少年把学习作为他们的主要任

务
,

并为此承受较大的压力
。

考人名牌大学
,

热门专业
,

才能保证其在今后的社会竞争中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

济地位
。

学校教育的重点是升学考试
,

往往忽视对学生

个性
、

道德的培养
。

学习成绩与青少年心理卫生状况具

有密切关系
,

但学习成绩与行为问题的关系比较复杂
。

一方面
,

由于青少年承受较大的升学压力影响
,

一 旦成

绩不 良会受到家长
、

老师和同学的消极对待
,

从而导致

行为问题的出现增多 另一方面
,

行为问题可能又导致

青少年学习成绩不佳
。

综上可知
,

在评估青少年学习成绩
、

适应能

力
、

注意力问题
、

外显性行为问题及高中生行为问题上

效果较为满意
,

但在内隐性行为问题
、

初中学生的行为

问题
、

女生的行为问题上
,

评估效果较差
。

此外
,

与

其他两个量表的相关均较低
,

该结果揭示教师对学生

的理解与学生 自己及家长对学生的理解
,

具有明显的

差别
,

这一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支持
。

与

相关性普遍较高
,

但 的得分普遍高于其它

两个量表
,

因而在应用 和 盯 时
,

建议与

结合使用
,

能更加全面地反映青少年的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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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生理脱毒者焦虑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

罗勇 胡启芬

关键词 心理卫生 生理脱毒 戒毒 焦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目前
,

我国的戒毒形式有 自愿戒

毒
、

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三种
。

本文对

名经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已经生理

脱毒的戒毒者进行了焦虑情绪及药物渴

求情况的调查
。

结 果

人 的 总 粗 分 均 值 为
士

,

有 人 占 总

粗分高于
。

强制戒毒者的焦虑程度远

高于劳教戒毒者 土 土 ,

怜
,

尸叨 男性的焦虑程度远高

于 女性 科 土 士 ,

护
,

尸叱 岁 以上者焦虑程度高于其

他年龄段
, 一 岁者最低 土

卜
,

尸叱。 随受教育程度的升

高其焦虑程度随之降低 土
,

士
, 土 , 土 ,

卜
,

吸毒 一 年者 士

比其他时长者的焦虑程度都要低

介
,

产刃
,

年以上者的焦虑

程度最高 士 。

吸毒方式
、

戒毒

次数的多少
、

脱毒时间的长短
、

戒毒前的

日用药量的大小
、

婚姻状况及前职业对

生理脱毒者的焦虑程度无影响 尸

。

以 得分为因变量
,

以戒毒者

的戒毒环境
、

性别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职

业
、

婚姻状况
、

吸毒方式
、

吸毒时长
、

戒毒

时长
、

戒毒次数和前日用药量为 自变量
,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

进入回归方程的是

受教育程度
、

年龄和性别 个变量
。

生理

脱毒者的焦虑评分与药物渴求调查问卷

得分呈正相关
二 ,

凡住
。

讨 论

对 象

以三所戒毒所的 名戒毒者为

调查对象
,

有效问卷 份
,

其中男

人
,

女 人 劳教戒毒者 人
,

强制

戒毒者 人
。

受教育程度 文盲 人
,

小

学 人
,

中学 人
,

大学 人
。

脱毒

标准 戒断症状消失
,

纳洛酮试验阴性
。

定 总粗分高于 分为焦虑状态

本研究结果显示 总均分高于
,

有 的生理脱毒者存在一定的

焦虑情绪
,

提示焦虑是生理脱毒者的主

要情绪问题
。

焦虑程度与受教育程度
、

性

别
、

年龄
、

戒毒环境
、

吸毒时长有关
,

与药

物渴求调查问卷得分呈正相关
。

受教育

程度低
、

男性
、

岁以上
、

强制戒毒
、

吸毒
一 年 年以上者的焦虑程度最高

者焦虑程度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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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焦虑 自评量表 和 自编

的戒毒者脱毒期药物渴求调查问卷 把

药物渴求分为消除性药物渴求
、

奖赏性

药物渴求
、

社会性药物渴求
、

消极性药物

渴求和反射性药物渴求五个维度 对样

本人群测施
。

总粗分高于 分示有

焦虑情绪
。

焦虑 自评量表见 汪向东
,

王希林
,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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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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