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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的问卷编制

李 焰 张世形

沈阳师范学院
,

王极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本论文通过对中学生访谈
、

开放式问卷调查
,

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建构了一个

包含 个项 目
、

个因子的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问卷
。

八个影响中学生特质焦虑的因素分别是学业压

力
、

社会不 良影响
、

自卑倾向
、

学校适应不 良
、

内向性格
、

身体虚弱 , 人际关系困扰和父母不 良教养方式
,

其中学

业压力是特质焦虑形成的首要原因
。

关健词 中学生 特质焦虑 影晌因素

问题提出

焦虑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 问题之一
,

这已经被 国内外诸 多 的研究所证实
。

在对

青少年焦虑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

较常见 的是针对青

少年的某一方面 如学业成绩或人格类型 或某几方

面与焦虑关系的研究
。

如研究发现
,

焦虑与学生的

学业压力
、

学习成绩
、

考试
、

师生关系
、

同伴关系有

关 ’ 亲子关系
、

父母之间关系
、

对家庭是否满意与

焦虑密切相关 自尊与被评价意识与焦虑密切相

关阁
。

从上述资料我们可 以看 出
,

青少年的焦虑与

学校
、

人格及家庭 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

但是上述的

结论是分别考察某一个领域如学校
、

人格或家庭中

得到的
。

这些有关的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 哪些因

素是更为重要的 还有哪些因素与焦虑有关 它们

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有什么启示 原有的研究并不

能回答这些问题
。

本研究在于从青少年意识层面上

探讨当代青少年焦虑的影响因素
。

研究方法

问卷的形成

调查项 目的收集

采用开放式 问卷的调查方法
,

要求被试尽量多

地写出在生活
、

学 习和人际交往中有哪些使他们烦

恼
、

苦闷
、

优虑不安的主观问题或客观事件
。

总结他

们所列的事件作为特质焦虑影响因素问卷的原始项

目内容
。

得到 个项 目组成的特质焦虑影响因素

的原始问卷
。

项 目分析

在一所中学随机整群选取六个年级各一个班共

人
,

对 项 目进行 预试
,

以期筛选 项 目
。

方法有

二 区分度方法
。

考察 个项 目与总分的相关
,

结果表 明所有项 目与总分的相关均在 一

之间
, 。

因素分析方法
。

通过正交旋转
,

删除对任何一个 因素的负荷量均不

够 的项 目
。

有 个项 目被删除
。

问卷由余下

的 个题 目组成
。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的检验

信度的检验

采用克龙巴赫系数 和分半信度来检

验其内部一致性
。

结果
, 。二 ,

一

系数为 “ ,

。

效度的检验

本问卷是在开放式调查 的基础上提炼 出来的
,

基本上包括 了中学生意识层 面引发焦 虑 的所有方

面
,

因此
,

它的内容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

采用主成分

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其构想效度
,

发现 的项 目的

共通度在 以上
。

因为项 目共通度是量表结构

效度的标志
,

所以本问卷的构想效度可以接受
。

被试

在中学里进行随机整群抽样
,

共有三所学校的

名学生参与测试
。

按统计学 的要求
,

进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数据应该是同一研

究总体中近乎相等的两个数据样本
。

因此
,

对该样

本采取奇偶数分半法将被试分为近乎等效 的两部

分
,

以奇数 。 组成的数据文件为例
,

被试的具体

情况见表
。

统计处理

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 软件
,

验证性 因

素分析采用 建模软件
。

结果与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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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被试的分布情况《 人

总人数

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
,

在问卷项 目析取主成分
。

结果发现
,

个项 目较好地被 个特质焦虑影响因

素所解 释
,

个 因子 的贡献率分别为
,

, , , , , ,

,

累积贡献率达 见表
。

︸八乙︸、︶,矛‘心,︸,‘勺‘,三‘,

。

一月片

人熟一‘

飞甘内」﹃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表 特质焦虑影晌因素结构
、

负荷

因素 因素负荷 因素 因素负荷 因素负荷 因素 因素负荷

通月呀一,‘

因素

因素

,

因素

因素

因素

因素

因素

因素

因素

从表 可见
,

八个特质焦虑影 响因素都是 由若

干个具体项 目来表现的
。

根据这些项 目的含义
,

可

分别对这些影响因素一一命名
。

因素一高负荷量的

项目有 个
,

它们均与 中学 生学 习压力 的感受有

关
,

如生活太单调了
,

家庭作业太多
,

上课太枯燥
,

学

习负担太重等
,

可命名为
“

学业压力
”

因素二的高负

荷量的项 目有 个
,

它们均与社会家庭 的某些不 良

环境有关
,

如社会上色情凶杀的影视录像
,

迷恋游戏

机
,

父母不 良的行为习惯等
,

可命名为
“

社会不 良影

响
”

因素三高负荷量 的项 目有 个
,

它们均与过分

担优
、

过低的自我评价有关
,

表 明 自我接纳性偏低
,

可命名为
“

自卑倾向
”

因素 四高负荷量 的项 目有

个
,

包括对社会风气
、

班风及某些同学看不惯等
,

可

命名为
“

学校适应不 良
”

因素五高负荷量 的项 目有

个
,

均表达 的是 内向胆小不善于与别人打交道的

性格倾向
,

可命名为
“

内内性格
”

因素六高负荷量的

项目有 个
,

涉及 的是不 良的身体状态
,

可命名为
“

身体虚弱
”

因素七高负荷量的项 目有 个
,

包括认

为老师对 自己不公平
,

同学说 自己的闲话
,

和朋友有

矛盾等
,

可命名为
“

人际困扰
”

因素八高负荷量的项

目有 个
,

涉及的都是不 良的父母教养方式
,

如管教

过严
、

干涉太多
、

责骂
、

不理解 自己等
,

可命名为
“

父

母不 良教养方式
” 。

因此
,

主成分分析 的结果
,

个项 目被简化为

个特质焦虑影响因素
,

分别是学业压力
、

社会不 良影

响
、

自卑倾向
、

学校适应不 良
、

内向性格
、

身体虚弱
、

人际困扰
、

父母不 良教养方式
。

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结构的验证

在 的基础上
,

我们构造 了中学生特质焦虑

影响因素基本维度的模型
。

采用最大似然法

对其进行估计和检验
。

经过多次的运算及修正
,

得

到了较好的结果 见表
。

表 特质焦虑影晌因帝模型拟合指数摘要

一 扩 盯
假设模型

修正结果

因为我们是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对量表的

效度进行检验
,

所 以对模型进行修正时尽量保留原

有的结构
,

利用 及残差之间的协方差线索

修正
。

修正后的模型
, “

,

表明该拟合指数达到 了可接受 的水平
。

标准化残差图提示 的残差落在 一 一

之间
,

分布对称且聚集于零
,

进一步表明修正 了

的假设模型是拟合良好的模型
。

讨论

从我们的结果看
,

在中学生的生活中
,

在八个因

素导致特质焦虑的产生
。

首要的原 因是学业压力
,

这和国内外一些相关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

因而改善教育方法
,

注重素质教育
,

提倡成功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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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学业不 良的学 生 的心理辅导有重要现实意

义
。

另外
,

不 良的人际关系
、

不 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对

焦虑 的 作 用 在 我 们 的 研 究 中 也 得 到 了 证 实
。

盯 认为
,

那些认为 自己 有能力应对 困难 的不

会感到焦虑
,

而担心 自己不能应对 困难的人将出现

焦虑
,

这一观点也和我们的研究结果一致
。

不仅如

此
,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丰富发展了前人的关于特质

焦虑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

如我们提 出了前人没有明

确提出的可能的因素
,

如社会不 良影响
、

内向性格及

身体虚弱等
。

其中社会不 良影响成为中学生焦虑第

二影响因素
,

这是我们 以前没有估计到的
。

这个 因

子所包含 的项 目都是一些学生无法控制 的生活事

件
,

如父母不 良的行为习惯
、

迷恋游戏机与网吧
、

凶

杀色情录像等
,

这对 中学生 的心理影响力仅次于学

业压力的影响
。

说明在 中学生这个年龄段
,

人对外

界影响的心理调控能力尚没有形成或水平较低
。

可

见
,

整顿学校外部的学生生存环境
,

提高家长的修养

对中学生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 的
。

还有
,

身体虚

弱成为学生焦虑 因素之一
,

说 明当今城市学生活动

的时间较少
、

活动的空 间有 限
,

身体状况普遍不乐

观
,

因此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刻不容缓
。

我们认为
,

所

有这些结果对素质教育的实践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问卷
。

八个影响中学生特

质焦虑的因素分别是学业压力
、

社会不 良影响
、

自卑

倾向
、

学校适应不 良
、

内向性格
、

身体虚弱
、

人际关系

困扰和父母不 良教养方式
。

其中学业压力是特质焦

虑形成的首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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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众行为发生的直接外部原因是情境的模糊性

和他人确定行为或态度 的明确性 从众行为的过程

是主动的
、

有 目的的
,

而并非被动的盲从 研究从众
、

顺从
、

和服从三者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尤

其在商业活动
、

组织管理 和教育 中
,

其表现更 为突

出
。

人们都知道
,

商业广告对人们的购买行为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

而商业广告 的作用机制则恰恰在

于说服人们去主动遵从或顺从
。

同样
,

如果在组织

管理或教育中
,

多采用动之以情
,

晓之以理的方式促

使人们主动去遵从或顺从
。

减少由于强硬的要求所

导致的被动的服从行为
,

则对组织 目标的实现和教

育的成功无疑会产生极大的帮助
。

参考文献

宋官东 对从从行为的新认识 心理科学
,

一
顾明远主编 教育大辞典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弗里德曼
,

西尔斯
,

卡尔史密斯合著 社

会心理学
,

高地
,

高佳等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一

段‘ 界
, , 一

刘安彦 社会心理学 台北 三 民书局
,

一
, ,

肠
,

又 咙
, , , ,

一

伦纳德 伯克威茨 社会心理学 张雾明译
,

长春 吉林

人民出版社
,

一

克特 巴克主编
,

社会心理学
,

南开大学 社会学系译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一

岑国祯 对 一 岁少年儿童认同从众反应原因的研究

心理学报
,

一

孔令智
,

汪建新
,

周晓虹 社会心理学新编 沈 阳 辽 宁

人 民出版社
,

一



第 期 英 文 摘 要

卜

笔

, , ,

,

, 。 瓦 斌说色 左场
,

, ,

汀

,

让 眼

,

,

比

,

” 心 昭

改 行

罗
,

,

」飞

邓 职 邓 以〕

,

, , ,

,

璐
,

, ,

, ,

·

环勺 反
界

,

,

,

,

,

飞

, ,

艺
,

了 召〕

,

段

坛 郎

。。 一

,

万
,

鳍
馆。 ,

眼
“

昭 ⋯
” ,

饱

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