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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在医科大学生中的应用及其信度、效度分

析。

方法：采用创新心理素质量表于 !""*$"% 对北京大学医科部本专科学

生 )’. 人进行问卷调查，该量表包括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竞争心 % 个

子量表，每个子量表均由 !" 个项目组成，采用 ’ 级评分标准，从 &_’ 分

别表示无、偶尔、时有、经常、总是。将 % 个子量表所含项目的评分之和

除以其项目数作为该子量表得分。

结果：在纳入数据的 )’. 人中D创新意识子量表有效数据为 (.% 人；创新

能力子量表有效数据为 (#" 人；竞争心子量表有效数据为 (.& 人。!医

科大学生创新心理素质状况：整体状况良好，其中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竞争心的平均分在 %,""（不包括 %,""）以上的，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

分别占总体的 ’(,)[、’.,"[、#.,%[。"创新意识子量表各项目与总分

的相关系数均在 ",’"*_",.(" 之间；创新能力子量表各项目与总分的相

关系数均在 ",*)&_",.(. 之间。竞争心子量表中，除第 ’( 项与其总分的

相关系数为 ",%’*，其余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均在 ",*(&_",(!& 之间。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竞争心 % 个子量表的 %信度系数分别为 ",)*’ #，

",)*( #，",)** .，]?@@=;B 分 半 系 数 分 别 为 ",)&! &，",()( .，",)&* (，

4Q>;<=;B^J<7VB 分半系数分别为 ",)&% "，",()) #，",)&. !。$内容效度

和因素分析：% 个子量表内容效度均较好。% 个子量表都有一个特征值

最大的因素可以说明该子量表的主要成分D 均为单因素可以解释的，且

每个子量表的项目在该子量表的这一因素上的负荷值均较高D说明创新

心理素质各子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结论：创新素质量表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竞争心量表 % 个子量表D经
检验均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而且医科大学生的创新心理素质整体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信度效度结果均达到统计学标

准，可以在大学生创新心理素质的评估中应用。

主题词：学生，医科；心理；意识；竞争行为

D 引言

所谓创新，就是人将创造力运用到科学、技术、艺

术、管理等不同活动领域产生新的具有价值的产物的

过程‘&a。而创新心理素质就是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不

断培养产生的在创新活动中呈现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品

质，可以分为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竞争心‘!a。创新意识

是表现创新能力的前提，创新能力是创新所达到的水

平，是创新素质的核心，而竞争心是促使创新意识产生

的推进力。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完整的创新

心理素质。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宰的社会，创新素质

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知识经济的推进力，而且是制

约其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a。作为社会的未来主宰，大

学生的创新心理素质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自身重要的

品质。虽然国内已有对大学生创新素质的相关研究，但

是对大学生创新素质系统的评估量表和评价相对缺

乏‘*a。鉴于此，作者采用大学生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对医

科大学生的创新心理素质的整体状况进行评价，并对

其进行信效度的分析。

E 对象和方法

设计X横断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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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北京大学药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

对象! 于 "##$%#& 选择北京大学医科部本专科学

生 ’() 人进行调查，男 ""* 人，女 (’* 人，性别未知者

+&( 人 ；年 龄 +),"* 岁 ，平 均 年 龄 （"#-+）岁 ；一 年 级

"($ 人，二年级 "’* 人，三年级 +.# 人，四年级 &) 人，

五年级 &) 人，年级未知者 +(& 人；临床医科专业 "$&
人，药学专业（本科）"#" 人，药学专业（专科）"’ 人，护

理专业（本科）+&* 人，护理专业（专科）"$ 人，预防医

科专业 $’ 人，基础医科专业 &$ 人，口腔医科专业 $"
人，医科英语专业 "+ 人，医科实验专业 "( 人。

设计、实施、评估者：设计为全部作者；具体实施

及评估为第一作者。

方法：采用王极盛编制的创新心理素质量表 /"0 对

医科大学生的创新心理素质的整体状况进行评价，该

量表包括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竞争心 & 个子量表，每

个子量表均由 "# 个项目组成，采用 ( 级评分标准，从

+,( 分别表示无、偶尔、时有、经常、总是。采用整群抽

样法抽取调查对象，以宿舍楼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主要观察指标：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得分情况以及

其信度和效度分析。

统计学分析：由第一作者对收集的数据采用 1211
++3# 统计软件进行管理与统计，应用 ! 检验、" 检验、

相关分析以及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统计学方法。

! 结果

"3+ 描述性统计 在 ’() 人中因调查对象的部分数

据未填写而脱落。其中创新意识子量表有效数据为

.)& 人；创新能力子量表有效数据为 .*# 人；竞争心子

量表有效数据为 .)+ 人。

"3" 统计推断

"3"3+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得分情况以及性别、年级

的 比 较 医 科 大 学 生 创 新 意 识 的 平 均 分 为 &3"(. *
-#3)*# )；创新能力的平均分 &3"$# #-#3))# "；竞争心

的平均分为 &3$$$ "-#3)’*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性别、

年级的比较见表 +。

表 + 显示，男女学生在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竞争

心之间的差异不存在显著性；各年级学生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竞争心的差异无显著性。

"3"3"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的信度、效度分析

"3"3"3+ 创 新 意 识 子 量 表 各 项 目 与 总 分 的 相 关 分 析

见表 "。

由表 " 可知，.)& 人的创新意识子量表各项目与

总分的相关系数均在 #3(#$,#3).# 之间。

"3"3"3" 创 新 能 力 子 量 表 各 项 目 与 总 分 的 相 关 分 析

见表 &。

由表 & 可知，.*# 人的创新能力子量表各项目与

总分的相关系数 均在 #3$’+,#3).) 之间。

"3"3"3& 竞争心子量表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分析 见

表 $。

由表 $ 可知，.)+ 人的竞争心子量表中，除第 (.
项与其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3&($，其余项目与总分的相

关系数均在 #3$.+,#3."+ 之间。

"3"3"3$ 信度分析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竞争心 & 个

子量表的 ! 信度系数分别为 #3’$( *，#3’$. *，#3’$$ )；

4566789 分 半 系 数 分 别 为 #3’+" +，#3.’. )，#3’+$ .；

1:;8<789=><?@9 分 半 系 数 分 别 为 #3’+& #，#3.’’ *，

#3’+) "。

"3"3& 内容效度和因素分析 & 个子量表已在中学生

群体中做过应用，信效度较高/"0，项目代表性较好，表明

内容效度较高；分别对 & 个子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表 $ 竞争心子量表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分析 （#，$A.&)）

量表项目序号

$+
$"
$&
$$
$(
$*
$)
$.
$’
(#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

% 量表项目序号
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

%

#3)(#
#3)&)
#3*)$
#3*(+
#3)("
#3)&*
#3))(
#3)))
#3."+
#3).’

(+
("
(&
($
((
(*
()
(.
(’
*#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3)""
#3.#(
#3.#"
#3)$"
#3$.+
#3*’*
#3))"
#3&($
#3(&’
#3*’#

表 + 创新心理素质量表性别、年级的比较 （括号里为有效数据人数）

组别 创新意识 新能力 竞争心

性别

年级

"
%

男
女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3"*" ’-#3.+* &C（+’+）
&3"&* #-#3)(* )（(($）
&3&++ +-#3)$. )（"$#）
&3"#’ +-#3)** &（")+）
&3+&$ .-#3)$& &（+((）
&3$*( )-#3’$& .（&$）
&3&’" $-#3)#" #（&"）

+3).#
D #3#(

&3"$$ "-#3.*" &8（+’(）
&3"*( &-#3)"’ &（((’）
&3&"( &-#3*’’ )（"$&）
&3"(( "-#3)*+ .（")(）
&3+&. $-#3.#& ’（+()）
&3$)( (-#3’"+ +（&$）
&3&)* )-#3)#) +（&"）

+3)#.
D #3#(

与女大学生比较，8!A%#3&&+E C!A#3$+*E F!A+3+"(，% D #3#(

&3(+" +-#3.$# ’F（+’)）
&3$&) "-#3).’ *（((.）
&3$)+ &-#3.+. "（"$*）
&3$*$ +-#3).+ &（")&）
&3&.$ (-#3).’ "（+(.）
&3($) .-#3’(# #（&$）
&3*&* )-#3)+* *（&"）

#3*’+
D #3#(

表 " 创新意识子量表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分析 （#，$A.&)）

量表项目序号

+
"
&
$
(
*
)
.
’

+#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

% 量表项目序号
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

%

#3(#$
#3*)"
#3(’’
#3)*#
#3))*
#3*$’
#3)(.
#3*)"
#3)**
#3*(.

++
+"
+&
+$
+(
+*
+)
+.
+’
"#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3)$+
#3)+$
#3*.)
#3*.*
#3)(*
#3)".
#3)*(
#3).#
#3**(
#3)#&

表 & 创新能力子量表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分析 （#，$A.*#）

量表项目序号

"+
""
"&
"$
"(
"*
")
".
"’
&#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

% 量表项目序号
与总分的
相关系数

%

#3*’(
#3*)$
#3)(#
#3))"
#3)&’
#3)*’
#3)&$
#3).)
#3)##
#3)$*

&+
&"
&&
&$
&(
&*
&)
&.
&’
$#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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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 $() * $-+ * $-,

析，将区分度及共通性偏低的 1 个项目剔除后再次进

行主成分分析。结合 "2344 5678 图可以看出9 创新意识

子量表中除因素 $ 的特征值为 ):001 9 其余特征值较

小均可以舍弃9因素 $ 可解释总体方差的 ($:11 ; 9且
该子量表进行因素分析的 $1 个项目在因素 $ 上的负

荷量均高于 -:(), ；用同样的方法对创新能力子量表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能力子量表中除因素 $ 的特

征值为 ):&-0 9其余特征值较小均可以舍弃，因素 $ 可

解释总体方差的 (0:)- ; 9 该子量表进行因素分析的

$1 个 项 目 在 因 素 $ 上 均 有 负 荷 且 负 荷 值 均 高 于

-:(((；竞争心子量表中，除因素 $ 的特征值为 ):*)%9
其余特征值较小均可以舍弃9 因素 $ 可解释总体方差

的 (1:$- ; 9且该子量表进行因素分析的 $1 个项目在

因素 $ 上的负荷量较高，均高于 -:%&) 。

! 讨论

0:$ 创 新 心 理 素 质 量 表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对 创 新 心

理素质各子量表的信度进行考察 9 结果表明其 ! 信

度系数均在 -:), 以上9 <=88>?@ 分半系数和 "A4?3B
>?@BC37D@ 分半系数均在 -:1) 以 上 9 从 而 说 明 0 个

子量表的信度较高，各项目所测内容与量表的总目

标是一致的。对 0 个子量表分别进行项目与总分的

相关分析 9 除去区分度及共通性偏低 的 1 个 项 目 ，

正 式 项 目 与 其 对 应 子 量 表 总 分 的 相 关 均 在 -:(& 以

上9说明这些项目均有较好的鉴别力。因素分析结果

表明90 个子量表都有一个特征值最大的因素可以说

明该子量表的主要成分 9均为单因素量表，且每个 子

量表的项目在该子量表的这一因素上的负荷值均较

高 9 这说明创新心理素质各子量表 具 有 较 好 的 结 构

效度。

0:* 医科大学生创新心理素质的基本情况 调查发

现，创新心理素质各子量表的平均分均在 0 分以上，

说明医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竞争心均处

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创新意识的平均分在 0:--（不包

括 0:--）以上的，即创新意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占

总体的 (1:);，共计 ($, 人；创新能力的平均分在 0:--
（不包括 0:--）以上的，即创新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的占总体的 (&:-;，共计 ,)- 人；竞争心的平均分在

0:--（不包括 0:--）以上的，即竞争心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的占总体的 %&:0;，共计 (1% 人。以上数据说明医科

大学生整体创新心理素质水平良好。

在中国，甚至全世界，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者多为

男性。平时，人们很容易将创新和科学联系在一起，

这就使大家潜意识中会产生男性的创新心理素质比

女性良好的误解。但是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中男学

生和女学生在创新心理的三个方面上均不存在明显

的差异，由此可见，性别不是评价创新心理素质高低

的标准。

大学生正处于一个思维活跃，精力旺盛，敢做敢

为的生命阶段，也是创新心理素质得以表现的开始。

身为医科学生，平时接触的课程多数为记忆型的课

程，知识的掌握多是在理解基础上的记忆，但结果表

明这并没有抑制医科大学生创新心理的发展，他们

依然呈现出较为良好的创新心理素质。

*$ 世纪是一个生命医学的天下，不论在基因工

程的开发还是人类疾病的治愈上都存在着很大的空

缺，这就需要医药工作者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突破去

填补这些空白。所以，学校对医科大学生创新素质的

继续挖掘和培养，不仅是培养个性人才的需要，更是

时代的要求，这就需要学校的多方培养。首先，学校

可以在低年级学生当中开设创新心理学，创造性思

维等选修课，从理论和方法以及思想上为学生的创

新素质的建立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激发其潜在

的创新意识；其次，学校的教学应尽可能将创新的元

素融入到对本科生平时的教学工作上，尤其应该加

强课堂讨论和在自学方面的鼓励以及在科研领域最

新进展的普及，从而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进而使

其 在 研 究 生 或 其 他 深 造 时 期 将 创 新 能 力 得 以 运 用 ；

最后，学校还应加强道德教育，树立学生们正确切积

极的竞争心态，这样可以使创新素质得到最大和最

佳程度的发挥。以上建议都会对医科大学生创新心

理素质的建立和培养产生一定程度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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