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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本研究旨在编制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方法 采用自编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对北京市某职业中学 1941名学生进行了测试 ,使用 SPSS12. 0软件对数据进行因素分

析 ,并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 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α系数为 0. 849～0. 945,分半信度为 0. 782～

0. 895,相关系数在 0. 786～0. 864之间。结论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均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结构清晰合理 ,简单易行 ,是测量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

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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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develop a new instrument, the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m iddl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M 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941 m iddl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were analysised by

SPSS12. 0. Result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sp lit2half reliability are 0. 849～0. 945 and 0. 782～0. 895; the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is 0. 786～0. 864. The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m iddl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m iddl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had good p sy2
chological quality and can be used for Chinese m iddl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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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简称中职生 )由于学习生活

由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变 ,发展方向由升学为主向

就业为主转变 ,他们在自我意识、人际交往、学习、求职

择业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同于普通中学生的心理行为

问题 [ 1 ] ,如自卑、厌学、情绪反应激烈、吸烟喝酒等 ,严

重影响中职生的身心健康和发展。为了针对性地评价

中职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我们编制了“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该量表在 2005年 4月对北京市某一职业学校一

至三年级全体学生进行测试 ,共 1991人参加 ,回收有

效问卷 1941份。被试年龄范围 15～22岁 ,平均年龄
(17. 26 ±1. 12)岁 ,男生 1015人 ,女生 926人 ,一年级

639人 ,二年级 695人 ,三年级 607人。

二、量表结构

1. 确定量表结构 :心理健康是指一种生活适应良

好的状态。凡对一切有益于心理健康的事件或活动作

出主动、积极反应的人 ,其心理便是健康的 [ 2 ]。根据

这一对心理健康的界定 ,通过查阅有关资料 [ 325 ] ,并结

合对中职生教育教学实践以及心理健康咨询实践 ,我
们从学习、成长、生活、职业四个维度来测量中职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其中 ,学习分量表由学习动机 ( X1)、
学习习惯 (X2)、环境适应性 ( X3)、体脑协调性 (X4)

和情绪感受性 (X5)五个分维度构成 ;成长分量表包括
社会自我 (C1)、家庭自我 (C2)、情绪自我 (C3)、自我
描述 (C4)、自我和谐 (C5)和自我监控 (C6)六个分维
度 ;生活分量表包括信任感 ( S1)、合群性 ( S2)、亲密度
( S3)、认同感 ( S4 )、行为习惯 ( S5 )和生活自理能力
( S6)六个分维度 ;职业分量表包括职业兴趣 ( Z1)、职

业选择 ( Z2)、职业价值观 ( Z3)、职业感受性 ( Z4)、职
业适应性 ( Z5)和职业胜任感 ( Z6)六个分维度。

2.选择量表题目 :根据上述理论构想和文献资料 ,

初步形成的量表共 174道题目 ,通过预测 ,并参考专家
和中职教师的评估意见 ,增减题目和调整层面结构 ,最
终确定量表包括 4个分量表、23个分维度、154道题
目。量表为自陈量表的形式 ,正反向评分 ,其中正向题
目 82条 ,反向题目 72条。采用五点记分法 :完全不符
合 (1分 )、比较不符合 ( 2分 )、不确定 ( 3分 )、比较符

合 (4分 )、完全符合 (5分 )。
三、方法
量表以班为单位集体施测 ,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对作主试的班主任教师进行统一培训 ,测试中使用统
一的指导语。测试完后将数据录入 SPSS12. 0中 ,进
行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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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项目分析

以测验总分最高的 27%和最低的 27%作为高分

组与低分组界限 ,进行被试在每个题目得分平均数差

异的显著性检验 ,结果显示所有题目高低分两组平均

数 t检验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 P < 0. 01)。

二、因素分析及量表的构成

对总量表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如下 :取样适当性

KMO值为 0. 815,四个维度高度符合在一个因子上 ,且

该因子可以解释样本总方差的 68. 088%。因此 ,从总

体上说 ,中职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结构是合理的。对四

个分量表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 ,删除了负荷值

低于 0. 4的题目。最终共删除 29道题目 ,总量表保留

125道题目。

三、量表的信度检验

分别以 Cronbach’sα系数、Guttman分半信度作

为信度指标对本量表进行了信度检验。中职生心理健

康量表中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α系数在 0. 849～0. 945

之间 ,分半信度在 0. 782～0. 895之间。总量表和各分

量表都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见表

1。

表 1 中职生心理健康量表的信度

量表 学习 成长 生活 职业 总量表

α系数 0. 8653 3 0. 8493 3 0. 8593 3 0. 8493 3 0. 9453 3

分半信度 0. 8203 3 0. 8013 3 0. 8153 3 0. 7823 3 0. 8953 3

注 : 3 3 P < 0. 01

四、量表的效度检验

1. 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分析 :从总量表与各分

量表间的相关程度看结构效度。四个分量表与总量表

的相关系数为 0. 786～0. 864,说明三个分量表所测的

内容与总量表所测的内容间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见

表 2。

表 2 中职生心理健康量表各分量表与总量表

的相关程度 ( r值 )

分量表 学习 成长 生活 职业

相关系数 0. 7863 3 0. 8643 3 0. 8633 3 0. 8083 3

注 : 3 3 P < 0. 01

2.分维度间的相关分析 :总体来说 ,总量表各个分

维度之间既存在相关 ,其相关又不是很高 ,但均达到统

计显著性水平 ( P < 0. 01) ,即在同一分量表中的各个

维度相关较高 ,而不同分量表的各个维度间相关较低。由

此可见 ,整个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见表 3

讨 论

一、关于量表的信效度

本研究中 ,我们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系数

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结果说明本量表具有较高的信

度。对四个分量表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各分量

表所提取因素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在 39. 394% ～

44. 529%之间 ,题目的因素负荷值的分布范围为 0. 415

～0. 766。可以看出 ,四个分量表具有较好的因素结

构 ,所以我们认为四个分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构想效

度 ,各项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 ,符合心理健康量

表的编制要求。

二、关于量表的结构和内容

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 ,对各分量表进行了适当的

调整和重新命名。学习分量表的五个分维度不变 ;成

表 3 中职生心理健康量表各个分维度间的相关矩阵 ( r值 )

X1 X2 X3 X4 X5 C1 C2 C3 C4 C5 S1 S2 S3 S4 S5 Z1 Z2 Z3 Z4 Z5

X2 0. 38

X3 0. 35 0. 62

X4 0. 40 0. 53 0. 49

X5 0. 06 0. 39 0. 25 0. 12

C1 0. 34 0. 19 0. 13 0. 17 0. 17

C2 0. 22 0. 32 0. 31 0. 33 0. 17 0. 20

C3 0. 19 0. 18 0. 35 0. 25 0. 37 0. 21 0. 33

C4 0. 29 0. 26 0. 22 0. 32 0. 29 0. 38 0. 36 0. 36

C5 0. 26 0. 36 0. 26 0. 11 0. 08 0. 21 0. 29 0. 23 0. 46

S1 0. 14 0. 16 0. 24 0. 21 0. 14 0. 46 0. 27 0. 28 0. 52 0. 27

S2 0. 37 0. 36 0. 18 0. 39 0. 11 0. 20 0. 65 0. 28 0. 48 0. 36 0. 40

S3 0. 19 0. 16 0. 23 0. 24 0. 06 0. 27 . 033 0. 16 0. 36 0. 37 0. 32 0. 43

S4 0. 28 0. 25 0. 01 0. 40 0. 01 0. 01 0. 23 0. 13 0. 20 0. 20 0. 23 0. 31 0. 36

S5 0. 30 0. 32 0. 10 0. 22 0. 03 0. 18 0. 25 0. 15 0. 19 0. 25 0. 20 0. 31 0. 29 0. 16

Z1 0. 20 0. 26 0. 11 0. 31 0. 10 0. 24 0. 20 0. 17 0. 35 0. 36 0. 34 0. 28 0. 37 0. 27 0. 22

Z2 0. 29 0. 19 0. 44 0. 20 0. 10 0. 19 0. 11 0. 12 0. 24 0. 14 0. 30 0. 13 0. 15 0. 20 0. 05 0. 30

Z3 0. 24 0. 13 0. 12 0. 23 0. 11 0. 10 0. 13 0. 15 0. 11 0. 07 0. 22 0. 14 0. 17 0. 24 0. 09 0. 18 0. 26

Z4 0. 28 0. 33 0. 11 0. 34 0. 38 0. 36 0. 25 0. 39 0. 41 0. 24 0. 40 0. 23 0. 20 0. 08 0. 18 0. 32 0. 36 0. 24

Z5 0. 16 . 014 0. 12 0. 25 0. 11 0. 34 0. 22 0. 19 0. 51 0. 50 0. 51 0. 33 0. 38 0. 27 0. 27 0. 50 0. 34 0. 16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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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分量表中 ,剔除了自我和谐分维度 ,保留其他分维

度。因为在因素分析过程中 ,构成这一分维度的题目

分散到其他分维度上 ,可以理解为和谐的自我体验是

包含在自我认识和自我调控过程中的 ;生活分量表中 ,

信任感、合群性、亲密度、认同感四个分维度 ,在进行因

素分析过程中 ,经因素旋转后 ,四个分维度上的题目根

据人际交往对象的不同进行了重新组合 ,即与同伴交

往有关的题目聚合在一起 ,与老师交往有关的题目聚

合在一起 ,与家长交往有关的题目聚合在一起。考虑

是随着年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发展 ,在人际交往过程

中 ,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 ,中职生采取的态度、情感和

行为方式也不同 ,表现出分化现象 ,更愿意和同伴相

处、从同伴中获得帮助 ,而与成人相对疏远。因此 ,在

此分量表中 ,对分维度进行了重新确定和命名 ,以同伴

关系、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三个分维度取代信任感、合

群性、亲密度和认同感 ,这与中职生的实际情况相符

合。行为习惯和生活自理能力两个分维度仍然保留 ;

职业分量表经过因素分析 ,职业适应性的题目分散到

职业兴趣和职业胜任感这两个分维度上 ,因此剔除了

适应性维度。对此可以解释为个体对自己职业兴趣、

职业能力的认识中就包涵了职业心理的准备和适应。

三、关于量表的应用

中职生由于他们特定的社会角色 ,受社会诸多因

素的影响 ,往往表现出与普通高中学生不同的心理行

为特点 [ 6 ]。如他们在学习方面的心理健康水平往往

偏低 ,尤其缺乏学习动机 ,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 ,学习

动机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社会化水平较高 ;职业心理

较成熟、健康 ;从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来说 ,二年级处

于低谷期 ,往往比一、三年级表现出较多的心理行为问

题。而目前对中职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 ,基本上都

是采用精神状态调查量表 ,如 SCL290,所调查的结果

主要以反映学生的精神病症状学为主 ,虽然对中职生

心理健康水平的评估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随着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由关注病态和治疗向关注发展和预防这一

认识的转变 ,心理健康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 ,而不仅仅

是小部分存在较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因此 ,编制一

个符合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对象、培养目的 ,并能够

全面考察、评估常态分布下中职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的

量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 ,本量表

既能作为一个心理健康自陈量表 ,对中职生总体的心

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和诊断 ,也可以单独运用各个分

量表 ,分别对中职生的学习、成长、生活和职业等方面

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总之 ,在心理健康教育中 ,本量

表适用于了解、调查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 ,是一

个有效、简单易行的测量工具 ,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

有着重要而广泛的用途。
志谢 感谢侯瑞鹤、董妍、王永丽、张雅明等人在量表编制过程中给予

的帮助和支持 ;特别感谢北京信息管理学校董群朴校长的大力支持和

各位班主任老师的积极帮助和配合

参 考 文 献

1 田澜 ,黄开福. 239名高一学生心理素质问卷调查. 中国行为医学科
学 , 2005, 2: 1062107.

2 俞国良 ,林崇德 ,王燕. 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研究. 心理发展与
教育 , 1999, 3: 4925.

3 林崇德. 教育与发展.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2. 6822686.
4 林邦杰.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之修订. 中国测验年刊 (台湾 ) , 1980,

27: 712781
5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

1999,增订版 : 32623281
6 俞国良 ,侯瑞鹤 ,姜兆萍 ,等.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特

点的调查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 2005, 32: 322361
7 赵虎 ,陈晓 ,陈树乔 ,等. 中国心身健康量表与 SCL290作为筛查工具

的应用和适用性比较.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 2001, 10: 1272129.
(收稿日期 : 2005 - 09 - 05)

(本文编辑 :冯学泉 )

·193·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6年 5月第 15卷第 5期　Chin J of BehavioralMed Sci,May 2006, Vol 15, No.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