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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旨在建构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模型。文中提出了影响特质焦虑的三个潜变量 ,分别是人

格、学业压力、环境。其中人格包括自卑倾向和内向性格两个指示变量 ,学校压力包括学业压力和人际困扰两个指

示变量 ,环境包括不良社会影响、学校适应不良、身体虚弱和父母不良教养方式等指示变量。研究结果发现 ,人格

和学校压力直接导致特质焦虑 ,环境通过对人格和学校压力产生影响而间接影响特质焦虑 ,同时 ,人格对学校压力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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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焦虑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

这已经被国内外诸多的研究所证实[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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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自尊、被评价意识与焦虑有关[8 ] 。还有研究

发现 ,亲子关系、父母之间关系、对家庭的满意度与

焦虑有关[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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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考察所有方面时 ,它们是否还显

示出作用 ? 还有哪些因素与焦虑有关 ? 这些因素之

间是什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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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学

生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述出发探讨当代青少年焦虑

的影响因素 ,并尝试着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将这

些影响因素建构一个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1 　工具

21111 　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的确定

在北京市 2 所中学 (一所重点中学 ,一所普通中

学)的 6 个年级各随机选取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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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不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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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区分度方法

和因素分析方法对项目进行筛选。结果 44 个项目

被保留下来。

通过应用因素分析的方法 ,对问卷项目析取主

成分。以特征根大于 l 为标准来截取因素 ,以项目

对因素的负荷量 0135 以上来决定项目的归属。结

果发现 ,44 个项目较好地被 8 个特质焦虑影响因素

所解释 ,累积贡献率达 58173 %。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表明 ,44 个项目被简化为 8

个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的变量 ,它们集中反映了原来

众多项目的大部分信息。根据这些项目的含义 ,分

别把这些影响因素命名。按照因子贡献率大小排

序 ,依次命名为学业压力、不良社会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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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对中学生特质焦虑影

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 , ROBUST CFI

= 01920 ,S - B χ2/ df = 2144 ,表明该拟合指数达到

了可接受的水平。标准化残差图提示 ,95105 %的残

差落在 - 0110～0110 之间 ,分布对称且聚集于零 ,

表明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结构拟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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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由学业压力、不

良社会影响、自卑倾向、学校适应不良、内向性格、身

体虚弱、人际困扰、父母不良教养方式构成。

21112 　特质焦虑问卷

采用自编的中学生焦虑量表[10 ] ,分半信度为

0191 ( p < 010001) ,重测信度为 0182 ( p < 0101) ,效

标关联效度 (以 SAS 为效标) 为 0152 ( n = 90 , p <

010001) 。探索性因素分析提示存在 4 个因子 ,分别

为人际焦虑、一般焦虑、考试焦虑、学习焦虑。

212 　被试

在中学进行随机整群抽样 ,北京市 3 所学校 (一

所重点学校 ,两所普通学校)共有的 648 名学生参与

测试。年级与性别分布分别为 :初一 113 人 ,其中男

49 人 ,女 63 人 ,未标记性别 1 人 ;初二 147 人 ,其中

男 61 人 ,女 85 人 ,未标记性别 1 人 ;初三 98 人 ,其

中男 43 人 ,女 55 人 ;高一 97 人 ,其中男 51 人 ,女 46

人 ;高二 108 人 ,男 43 人 ,女 63 人 ,未标记性别 2

人 ;高三 85 人 ,其中男 34 人 ,女 51 人。

213 　统计处理

验证性因素分析及建构模型采用 EQS 510 建

模软件。

3 结果与分析

311 　测量模型的检验

31111 　特质焦虑与其相应的指示变量 ( indicator

variable)的测量模型的检验

从统计技术出发 ,特质焦虑被看成是潜变量 ,即

一个永远无法测到真值的变量。因此 ,在关系模型

中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指示变量作为测量变量。我

们分别采用四个因子的项目平均分作为指示变量的

分数 ,并据此构造了假设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 ,对

其进行估计与检验 ,结果χ2 = 10451855 , S - B χ2

= 4771046 , df = 164 ,CFI = 01902。修正后的拟合

指数 ROBUST CFI = 01912 ,相应的残差图提示

95124 %的残差落在 - 0110～0110 之间 ,分布近似

对称且积聚于零 ,提示该模型对现有数据拟合较好。

31112 　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的潜变量与其相应的指

示变量的测量模型的检验

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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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了

8 个影响中学生特质焦虑的因素 ,分别是学业压力、

不良社会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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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8 个因子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它们的相关矩阵所提

供的信息 ,我们将它们作为指示变量归属为 3 个潜

变量 ,分别用 8 个因子分作为指示变量的分数。(测

量变量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被称为观察变量 ,在关

系模型中被称为指示变量) 。其中潜变量一为人格 ,

包含自卑倾向、内向性格两个指示变量 ;潜变量二为

学校压力 ,包含学业压力、人际困扰等指示变量 ;潜

变量三为环境 ,包含社会不良影响、学校适应不良、

身体虚弱和父母不良教养方式等四个指示变量。根

据该假设 ,我们构造了 3 个潜变量和它们的指示变

量的假设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 ,对其进行估计与

检验 ,结果如表 1。
表 1 　特质焦虑影响因素测量模型拟合指数摘要

χ2 S - B 　χ2 df CFI ROBUST CFI

491535 33188 17 01971 01979

从表 1 见 ,模型的拟合指数 ROBUST CFI =

01979 ,S - B χ2/ df = 1199。残差图提示 ,100 %的

残差落在 - 0110～0110 之间 ,分布近似对称且积聚

于零 ,提示该模型对现有数据拟合较好。

图 1 中学生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的模型假设

290　　 心 　　理 　　学 　　报 34 卷



　3 期 李 　焰 等 :中学生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的模型建构 291　　



表 2 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关系各模型拟合指数摘要

Model χ2 S - B χ2 df BBNFI BBNNFI CFI ROBUST CFI RESIDUL 3

MODEL 1 180137 1471114 51 0194 0195 0196 0196 94187 %

MODEL 2 180137 1471114 50 0194 0195 0196 0196 94187 %

MODEL 3 185184 1341552 50 0194 0194 0196 0196 94187 %

MODEL 4 不聚合

MODEL 5 不聚合

　　　　　　　注 : 3 RESIDUL 指残差落在 - 0110～0110 之间的百分数

312 　中学生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的假设模

型构造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 ,我们构造了基本模型 :环境

影响人格或学校压力 ,人格或学校压力导致特质焦

虑。这样共有 5 个假设模型。

模型一 (M1) :环境指向人格和学校压力 ,人格

和学校压力指向焦虑。人格和学校压力没有关系。

模型二 (M2) :环境指向人格和学校压力 ,人格和学

校压力指向焦虑。学校压力指向人格。模型三

(M3) :环境指向人格和学校压力 ,人格和学校压力

指向焦虑。人格指向学校压力。模型四 (M4) :环境

指向人格和学校压力 ,人格指向焦虑 ,学校压力指向

人格。模型五 (M5) :环境指向人格和学校压力 ,学

校压力指向焦虑。人格指向学校压力。图示如下。

(图中 F1 代表特质焦虑 ,F2 代表人格因素 ,F3 代表

学校压力 ,F4 代表环境)

313 　中学生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关系假设模型

估计

5 个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 2。从结果看 ,模型

四、模型五不聚合 ,表明模型不符合数据的要求。另

外 3 个模型符合数据的要求。这 3 个模型是嵌套模

型 ,模型三与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卡方差是一样的 ,Δ

χ2 = 121562 , p < 0101。在一组嵌套模型比较中 ,

根据省俭原则 ,若两模型的卡方差达到显著 ,应取卡

方值小的模型 , 因为卡方值小的模型更拟合数

据[11 ] 。所以模型一和模型二被拒绝 ,接受模型三。

也即环境对人格和学校压力产生影响 ,人格和学校

压力对焦虑产生影响 ,人格指向学校压力。中学生

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关系模型完全标准化图解见

图 2。

4 　讨　论

众所周知 ,任何一个实验研究总是以一个理论

假设为前提。以往在研究焦虑的影响因素时 ,人们

常常习惯在与学生密切联系的某一个领域 (如学校)

进行探讨 ,而往往忽略了真实生活中各种事情的综

合影响。采用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法就避免

了研究者思想的局限性 ,并能发现许多研究者根本

没有想到的问题。本次研究就得到了这样的效果。

从中学生焦虑影响因素看 ,有 8 个因素导致特

质焦虑 ,按照因子贡献率大小排序 ,分别是学业压

力、不良社会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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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要的原因是学业压力 ,因而改善教育方法 ,注重素

质教育 ,提倡成功教育 ,对学生的心理辅导有重要现

实意义。其他如人际困扰、学校适应不良、父母不良

教养方式等因素的提出证实了以往的研究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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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的可能的因素 ,如不良社

会影响、内向性格及身体虚弱等。

根据 8 个因子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它们的相关矩

阵所提供的信息 ,我们将它们归属为 3 个潜变量。

潜变量一包含自卑倾向、内向性格两个指示变量 ,命

名为人格 ;潜变量二包含学业压力、人际困扰等指示

变量 ,命名为学校压力 ;潜变量三为环境 ,包含社会

不良影响、学校适应不良、身体虚弱和父母不良教养

方式四个指示变量 ,这 4 个因子分别代表社会、学

校、生理与家庭的不良环境 ,命名为环境。这样 ,8

个因素就构成了 3 个更有意义的因素群。从统计角

度看 ,人格、学校压力和不良社会影响与特质焦虑一

样 ,均被看成是潜变量 ,是永远无法测到真值的变

量 ,因此需要测量变量作为外在指标。在这里 ,8 个

因子分别被看成是预测 3 个潜变量的测量变量 ,所

以用 8 个因子分作为 3 个潜变量的指示变量的分

数。

在中学生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的假设模型验

证中 ,模型三被接受。即环境指向人格和学校压力 ,

人格和学校压力指向焦虑 ;人格指向学校压力。我

们发现 ,环境指向人格的路径系数为 01804 ,环境指

向学校压力的路径系数为 0193。相对而言 ,环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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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压力的影响大于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也就是

说 ,不良环境因素使学生更容易体验到学校的学业

压力。其次 ,考察人格、学校压力和焦虑之间的关系

发现 ,人格指向焦虑的路径系数为 01462 ,学校压力

指向焦虑的路径系数为 01402。可见 ,不良人格对

焦虑的形成比学校压力起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还

发现 ,一个人体验到的学校压力也受一个人人格特

点的影响。也就是说 ,一个内向、自卑的人可能体验

到更大的学校压力。该结果提示我们 ,在对学生焦

虑干预中 ,应首先考虑学生的人格特点 ,尤其注意对

那些内向、自卑的学生的引导 ;其次 ,考虑如何减轻

学生的学业压力和学校的人际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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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结　论

本研究提出了影响特质焦虑的 3 个潜变量 ,它

们分别是人格、学校压力、环境。其中人格包括自卑

倾向和内向性格两个指示变量 ,学校压力包括学业

压力和人际困扰两个指示变量 ,环境包括不良社会

影响、学校适应不良、身体虚弱和父母不良教养方式

等指示变量。结果发现 ,人格和学校压力直接导致

特质焦虑 ,环境通过对人格和学校压力产生影响而

间接影响特质焦虑 ,同时 ,人格对学校压力产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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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MODEL OF TRAIT ANXIETY AND INFL UENCING

FACTORS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Li Yan1 ,2 , Zhang Shitong2 , Wang Jisheng1

(1 Instit ute of Psychology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2 Depart ment of Education , S henyang Normal U niversity , S henyang 　110034)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was to establish relation model between trait anxie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ee la2
tent variables were formed , which were personality , schoolwork pressure and environment . Personality included two indi2
cator variables2self2abased and introversion ; school pressure included two indicator variables2schoolwork pressure and in2
terrelationship ; environment included four indicator variables2 bad school adaptation and poor health , bad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bad raising style of parents. Results showed that personality and school pressure directly affected trait

anxiety , while environment as an object variable affected trait anxiety indirectly by personality and school pressure. Fur2
thermore , personality also affected school pressure.

Key words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 trait anxiety , influencing factor ,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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