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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 1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 21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 31 柳州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作者简介 : 王极盛 (1937 - ) ,男 ,辽宁丹东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

要从事健康心理学研究。

文章编号 : 100120580 (2006) 1021190202 　　中图分类号 : R 39516 　　文献标志码 : A 【论 　　著】

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编制与应用
王极盛1 ,丁新华2 ,韦筱青3

　　摘 　要 : 目的 　对中国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初步检验并建立常模。方法 　对 1 300 名成人进

行自编的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测试。结果 　(1) 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包括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 3 个分量

表 ,经检验这 3 个分量表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成人创新心理素质存在明显的性别、年龄和学历差异 ,男性的

创新能力高于女性 ,31～40 岁年龄组成人的创新意识显著高于 30 岁以下组 ,同时其创新能力显著高于 41～60 岁以

上组。本科以上和专科学历组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均显著高于中专以下组。(3) 初步建立了成人创新心理素质

的地区常模和性别、年龄、学历的地区常模。结论 　中国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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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develop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dults′Innovative Diatheses Scale. Methods 　1 ,300 adults

were administered by Chinese Adults′Innovative Diatheses Scal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Chinese Adults′Inno2
vative Diatheses Scale had been proved of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ex ,age and e2
ducation onthe scores of whole scale and some subscales. (3) The norms of whole ,sex ,age and educationon Chinese Adults′In2
novative Diatheses Scale were built . Conclusion 　Adults′InnovativeDiatheses Scale is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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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国内有关创新心理素质的理论探讨比较多〔1 ,2〕,但

是具体的考证性研究则较少〔3〕,这与缺乏标准化的创新心理

素质测评工具有很大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促进国内创新心理

素质的实证性研究 ,专门编制了创新心理素质量表 ,并针对我

国成年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以期为创新心理素质的

研究提供有效的评估工具。所构建的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包括

了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 3 个分量表 ,拟从这 3 个方面

来测评个体的创新心理素质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对北京、广州、河北和广西 1 300 名成人进行调

查 ,有性别标识的 1 202 人 ,有学历标识的 1 175 人 ,有年龄标

识的 1 172 人 ,有民族标识的 1 171 人。少数民族包括壮族、

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回族、满族、蒙古族。被试职业主要

为教师、科技人员、干部、工人等。年龄 19～77 岁 ,平均年龄

为 (36121 ±8194)岁。

1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共有 3 个分

量表 ,分别为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分量表。整个量表

共有 52 个项目 ,其中创新意识分量表为 18 个项目 ,创新能力

分量表有 18 个项目 ,竞争心分量表有 16 个项目。每个项目

均为 5 等级记分 ,分别表示为 1 :无 ;2 :偶尔 ;3 :时有 ;4 :经常 ;

5 :总是。

113 　统计分析 　以整群测试的方法采集数据 ,采用 SPSS

10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分别进行项目分析、信度检验、

效度检验和建立常模等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1 　项目分析 　分别计算 3 个分量表各项目得分与其相应

分量表总分的相关。结果表明 ,创新意识分量表各项目与其

总分的相关在 0153～0172 之间 ,创新能力分量表各项目与其

总分的相关在 0155～0174 之间 ,竞争心分量表各项目与其总

分的相关在 0159～0177 之间 ,各相关系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P < 01001) ,表明 3 个分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212 　信度检验 　

21211 　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 　使用 Cronbacha 系数、

Guttman 分半系数和 Spearman - Brown 分半系数分别对创新

心理素质的 3 个分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各信度系数均在 0187

以上 ,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

21212 　重测信度 　间隔 45 d 后对 42 名被试进行重测 ,创新

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 3 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189 ,0187 ,0190 ,表明量表的稳定性较好。

213 　效度检验 　

21311 　探索性因素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分别对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 3 个分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根据

卡特尔的陡阶检验原理 ,结合碎石图看出 ,创新意识分量表中

除因素 1 的特征值为 7141 ,其余因素特征值较小可以放弃 ,

因素 1 所能够解释的变异数为 4111 % ,该分量表进行因素分

析的 18 个项目在因素 1 上均有负荷而且负荷均高于 0151 ;

创新能力分量表中除因素 1 的特征值为 8134 ,其余因素特征

值较小可以放弃 ,因素 1 所能够解释的变异数为 4613 % ,该

分量表进行因素分析的 18 个项目在因素 1 上均有负荷且负

荷均高于 0155 ;竞争心分量表中除因素 1 的特征值为 7174 ,

其余因素特征值较小可以放弃 ,因素 1 所能够解释的变异数

为 4814 % ,该分量表进行因素分析的 16 个项目在因素 1 上

均有负荷而且负荷均高于 0160。结果表明 ,创新心理素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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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13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创新心理素质的 3 个分量表结

构分别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个分量表的拟合指数均在

0190～0198 之间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14 　常模的建立 　鉴于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和效度 ,因此 ,有必要建立初步的常模。首先对 3 个分量表的

得分分别进行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和学历之间的 t 检验或单

因素方差分析 ,以决定建立哪些类型常模。

21411 　性别和年龄的差异检验 　对创新心理素质进行性别

差异检验 ,结果表明在创新能力和竞争心上性别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t = 1183 , P > 0105 ; t = 0103 , P > 0105) ,但在创新意

识得分上则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 = 2126 , P < 0105) ,男

性的创新意识要显著高于女性的创新意识 ,因此 ,有必要建立

性别常模。有年龄标识的被试为 1172 人 ,因 60 岁以上例数

很少代表性不大而剔除 ,余下 1 158 名被试按照年龄段划分

为 3 组 ,其中 30 岁以下 354 人 ,31～40 岁 503 人 ,41～60 岁

301 人。对这 3 组被试的创新心理素质分量表分别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方面存在明显

的年龄主效应 ( F = 3117 , P < 0105 ; F = 4153 , P < 0105) ,但在

竞争心方面则不存在年龄主效应 ( F = 0172 , P > 0105) 。进一

步的 scheffe 检验表明 ,在创新意识上 ,31～40 岁组要显著高

于 30 岁以下组 ,在创新能力上 31～40 岁组则显著高于 41～

60 岁组 ,因此 ,有必要建立年龄常模。

21412 　民族和学历的差异检验 　把有民族标识的 1 171 名

被试按照汉族和少数民族划分为 2 组 ,汉族 824 人 ,少数民族

347 人。对这 2 组被试创新心理素质的 3 个分量表分别进行

t 检验 ,结果发现 ,2 组在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上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t = 0193 , P > 0105 ; t = 0119 , P > 0105 ; t =

0137 , P > 0105) ,因此 ,没有必要建立民族常模。把有学历标

识的 1 175 名被试按照学历层次划分为 3 组 ,本科以上 (包含

本科) 389 人 ,大专 517 人 ,中专以下 (包含中专) 269 人。对 3

组被试创新心理素质进行比较发现 ,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学历主效应 ( F = 8136 , P < 01001 ; F =

11132 , P < 01001) ,但在竞争心上学历主效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F = 1125 , P > 0105) ,因此 ,有必要建立学历常模。进一

步 scheffe 检验表明 ,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 ,本科以上和

专科学历组均显著高于中专以下组。

21413 　总体常模的建立 　参加测试的所有被试在创新心理

素质 3 个分量表上的得分情况 ,创新意识 (3163 ±0166) 分 ;创

新能力 (3154 ±0168)分 ;竞争心 (3194 ±0165) 分 ,从而初步构

成了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总体常模。

21414 　性别、年龄和学历常模的建立 　参加测试的男女被试

在创新心理素质 3 个分量表上的得分 ,男性创新意识 (3167 ±

0165)分 ;创新能力 (3157 ±0168)分 ;竞争心 (3195 ±0167) 分。

女性创新意识 (3158 ±0167)分 ;创新能力 (3150 ±0170) 分 ;竞

争心 (3195 ±0162)分 ,从而构成了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

性别常模。

3 个不同年龄段的成人在创新心理素质 3 个分量表上的

得分情况见表 1 ,构成了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年龄常模。

不同学历组的被试在创新心理素质 3 个分量表上的得分

情况见表 2 ,构成了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学历常模。

表 1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年龄常模

( n = 1 158 人 , �x ±s)

年龄 (岁) n 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 竞争心

< 30 354 3158 ±0164 3155 ±0165 3193 ±0167

31～ 503 3169 ±0163 3160 ±0165 3197 ±0163

41～ 301 3162 ±0170 3145 ±0177 3198 ±0166

表 2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学历常模

( n = 1 175 人 , �x ±s)

学 　历 n 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 竞争心

本科及本科以上 389 3167 ±0165 3162 ±0165 3195 ±0164

大专 517 3169 ±0164 3157 ±0167 3198 ±0167

中专及中专以下 269 3149 ±0170 3137 ±0175 3191 ±0163

3 　讨 　论

根据心理测验的一般原则 ,信度系数在 0170 以上 ,量表

可用于团体间的比较 ,信度达到 0185 以上时 ,量表就可以用

于对个体的鉴别〔4〕。根据这一原则 ,由于创新心理素质量表

3 个分量表的各项信度指标均在 0185 以上 ,因此 ,可以用于

团体间的比较 ,也可直接用于个人的鉴别 ,具有较高的实际应

用价值。对创新心理素质 3 个分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表

明 ,3 个分量表均为单因素结构 ,即测查的是创新意识、创新

能力和竞争心 3 个维度。对这 3 个分量表进行的验证性因素

分析则进一步验证了各分量表的结构 ,从而表明了创新心理

素质量表的 3 个分量表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由此可见 ,

经检验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均达到心理

测量学标准 ,可作为国内创新心理素质研究的有效评估工具

使用。

对成人创新心理素质进行性别比较发现 ,男性在创新意

识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对不同年龄段成年人的创新心理

素质进行分析发现 ,31～40 岁年龄组成人的创新意识要显著

高于 30 岁以下组 ,同时其创新能力则显著高于 41～60 岁以

上组 ,31～40 岁组成年群体与其他组群体相比具有一定的优

势。本研究发现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 ,本科以上和专科

学历组均显著高丁中专以下组。

经检验表明 ,成人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指标 ,鉴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大 ,因此 ,尝试初步建立我

国成人创新心理素质的总体常模。在对创新心理素质各分量

表得分分别进行性别、年龄和学历间的平均数差异比较 ,发现

存在明显的性别、年龄和学历差异 ,因此 ,又分别建立了成人

创新心理素质的性别、年龄和学历常模 ,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提

供参考依据。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因此 ,扩大样本量 ,使成人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常模资料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和适用性。

参考文献

〔1〕　戴春林. 创新心理素质浅论[J ] . 教育发展研究 ,2000 ,6 :80 - 83.

〔2〕　林崇德. 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J ]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99 ,151. (1) :5 - 13.

〔3〕　王极盛. 创新时代 [ M ] .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 : 125 -

146.

〔4〕　陈绍建. 心理测量[ M ] . 北京 :时代文化出版公司 ,1994 :101.

收稿日期 : 2006201221 (郭长胜编辑　赵淑艳校对)

1911中国公共卫生 2006 年 10 月第 22 卷第 10 期　　Chin J Public Health Oct 2006 V ol . 22 No.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