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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信念、行为意向
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孙昕雨
英① 　高文斌②　常　春①　郭　岩①

【摘　要】目的: 考核自编大学生艾滋病ö安全性行为知识、信念、行为意向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基

于该问卷在 598 名大学生中的调查资料和 63 名大学生中的重测资料, 计算了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

和结构效度。结果: 该问卷信度较好, 多数部分的 C ronbach Α系数达到 017 以上, 重测系数基本达到 016 以

上; 效度尚可, 公因子解释问卷全部内容的比例为 58185% , 与所依据理论的结构基本一致。结论: 该问卷可

以用于测量大学生艾滋病ö安全性行为相关知识、信念和行为意向, 但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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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 iabil ity and Val id ity of a Questionna ire on Knowledge, Bel ief s and In ten tion s rela ted to A ID SöSafe Sex

for Un iversity Studen ts

SUN X inying, GAO W enbin, CHAN G Chun, et a l1　Schoo l of Pub lic H ealth, Pek ing U 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Objective: To test the reliab ility and validity of a questionnaire on know ledge, beliefs and

in ten tions abou t A ID Sösafe sex fo r un iversity studen ts1 M 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investigated w ith th is

questionnaire from 598 university studen ts and the test- retest data from 63 university studen ts, the in ternal

consistency, test - retest reliab 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w ere calcu la ted1 Results: T h is questionnaire had

good reliab ility, w ith mo st parts having C ronbach Αcoefficien ts large than 017 and retest coefficien ts large than

0161 T he facto r structu re w as consisten t w ith the theo retical hypo thesis and the facto rs cou ld exp lain 58185%

of the w ho le questionnaire1Conclusion: T h is questionnaire can be app lied among university studen ts to assess

A ID Sösafer sex rela ted know ledge, beliefs and behavio ral in ten tions1
【Key W ords】　m ental health　acqu ired imm unodeficiency syndrom e (A ID S) 　p sychom etric studies　

reliab ility　validity

　　近年来, 青年人感染艾滋病 (A ID S) 已经引起人

们的广泛关注。影响青年人性观念和发生艾滋病高危

行为的因素纷繁复杂, 涉及诸多社会、心理、行为问

题。国外开展了大量健康行为学、健康心理学的研究,

应用健康信念模式 (H ealth Belief M odel, HBM )、合

理行动理论 (T heo ry of R easoned A ct ion, TRA )、自

我效能 (Self- eff icacy, SE) 模式探讨了青少年 (尤其

是高危人群) 实施安全性行为 (使用安全套) 及实施

意向的影响因素[1- 4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

究结合上述理论自行设计了《大学生艾滋病知识、信

念、行为意向问卷》, 并对该问卷进行信度、效度评价,

为进一步利用该问卷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对象和方法

11 项目的初步确定

研究者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自行设计了《大学生

艾滋病知识、信念、行为意向问卷》 (以下简称“问

卷”) [1- 4 ] , 该问卷为结构问卷。问卷的内容包括: ①个

人社会人口学状况, ②安全性行为知识 (11 个项目) ,

③艾滋病知识 (16 个项目) , ④对安全性行为益处的认

知 (5 个项目) , ⑤对待婚前ö外性行为的态度 (4 个项

目) , ⑥对易感性的认知 (2 个项目) , ⑦婚前性行为意

向 (2 个项目) , 以及⑧安全性行为意向 (5 个项目)。

其中①②为选择题 (②计分时转化为是非题) , ③为是

非题 (其中 7 项正性描述, 9 项负性描述) , ④- ⑧采

用李克特 (L ikert) 5 级评分法。

21 项目的筛选

采用专家咨询法和项目难度、区分度进行项目的

筛选。专家咨询法聘请了 16 位艾滋病预防领域的专

家, 依据问卷中每道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意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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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对于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性来确定权重系数, 权重

系数的范围为 0100- 1100。专家咨询的全过程为两

轮, 反馈率 100% , 删除了专家所赋分值偏小 (低于

016) 的题目。难度、区分度采用大学生艾滋病ö性病

ö安全性行为同伴教育项目的横断面调查资料, 调查对

象为 598 名大学一年级学生 (平均年龄 1814±0179

岁) , 删除了难度指数过小 (P< 012) 且区分度指数过

小 (D < 012) 的题目[5 ]。

31 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

内部一致性信度: 数据来源同难度、区分度。重

测信度: 在北京某大学的 63 名一年级新生 (平均年龄

1816±0186 岁) 进行两次调查, 均使用该问卷, 两次

问卷的时间相隔 18 天 (原则上为 2- 4 周[6 ])。为保证

同一人的两次问卷能对应上并为被调查者保密, 在第

一次问卷时发给每人一个编号, 问卷上只填编号不填

姓名, 在第二次问卷时仍使用同一编号。内容效度: 通

过专家咨询来判断。结构效度: 通过因子分析来确定

该问卷与健康行为学相关理论的吻合程度, 数据来源

同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 EP I info 软件 610 版本建立

数据库, 用 SPSS 进行分析。

结 果

11 不同性别被试问卷调查结果

分别计算男生、女生以及全体在各因子和总体的

平均得分, 结果见表 1。经检验, 除对疾病易感性的认

知外, 男女生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均有显著性, 主要表

现为男生比女生知识更丰富、观念更开放。

表 1　不同性别被试各因子的得分 (x±s)

因素 项目数 合计 男生 女生 t

安全性行为知识
(A 1- A 4) 4 2146±1133 3125±1104 2108±1129 111923 3 3

艾滋病知识
(B 1- B 13) 13 8141±2155 8174±2177 8125±2141 21233

对安全性行为益处
的认知 (C1- C5) 5 15196±3171 17171±3128 15110±3161 81813 3 3

对待婚前ö外性行
为的态度 (D 1- D 4) 4 15196±2174 14184±2196 16151±2145 71263 3 3

对易感性的认知
(E1- E2) 2 7119±1175 7131±1176 7113±1175 1119

婚前性行为意向
(F1- F2) 2 8121±2104 7124±2112 8169±1183 81593 3 3

安全性行为意向
(G1- G5) 5 19117±3184 19186±3146 18183±3197 31113 3

注: 项目数是经过专家咨询和项目难度、区分度筛选后的结果

3 P < 0105, 3 3 P < 0101, 3 3 3 P < 01001

21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重测信度分析

表 2　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及重侧信度

内 容 C ronbach Α系数 重测系数

安全性行为知识 01734 01885

艾滋病知识 01697 01676

对安全性行为益处的认知 01783 01819

对待婚前ö外性行为的态度 01851 01618

对易感性的认知 01819 01503

婚前性行为意向 01756 01715

安全性行为意向 01680 01745

　　知识性题目的重测一致率在 6119% - 9814% 之

间, 有关认知、态度、信念、行为意向的题目的

Spearm an 等级相关系数在 015- 017 之间。

31 问卷的结构效度分析

对该问卷的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估计共性方差,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9 个, 能

解释问卷的 58185% , 结果见表 3。

表 3　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因子负荷系数及特征根和贡献率

题目 f 1 f 2 f 3 f 4 f 5 f 6 f 7 f 8 f 9

方差 0170 0161 0150 0165 0135 0190 0191 0177 0138

最大 (A 1) (D 1) (B 8) (C1) (G2) (D 3) (E1) (B 2) (B 1)

正交 0166 0166 0175 0156 0177 0194 0190 0178 0151

旋转 (A 2) (D 2) (B 9) (C2) (G3) (D 4) (E2) (B 3) (B 4)

后 0175 0184 0164 0156 0191 0176

因子 (A 3) (F1) (B 10) (C3) (G4) (B 6)

负荷 0182 0188 0179 0186 0188 0168

系数 (A 4) (F2) (B 11) (C4) (G5) (B 7)

- 0154 0175 0167

(G1) (B 12) (C5)

特征根 6114 2187 2124 2106 1193 1166 1146 1120 1104

贡献率
(% ) 17153 8121 6141 5188 5150 4174 4117 3143 2198

累加贡
献率
(% )

17153 25174 32115 38103 43153 48127 52144 55187 58185

　　各公因子的负荷系数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 可以

判断出各因子与哪些变量关系密切, 结果为: f 1 为安

全性行为知识因子, f 2 为婚前性行为态度、意向因子,

也反映性观念, f 3 为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因子, f 4

为安全性行为益处认知因子, f 5 为安全性行为意向因

子, f 6为对待婚外性行为的态度因子, f 7 为知觉艾滋

病易感性因子, f 8 为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因子 1, f 9

为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因子 2。从共性方差来看, 多数

题目的共性方差大于 014, 被公因子解释的程度较大,

题目间的相关性较好。

讨 论

11 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信念、行为意向问卷

的信度和效度

在信度评价方面, 一般认为, 内部一致性系数大

904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年　第 18 卷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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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017 表明问卷或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6, 7 ] , 而对稳

定性系数的要求不甚一致, 有人认为大于 015 或大于

014 [8 ]是可以被认可的, 也有要求应该达到 018[6 ]。在

效度评价方面, 内容效度通常依据专家的经验来判断,

尚无量化的标准; 而在结构效度方面, 通常认为公因

子解释整个问卷的比例越大越好[7 ]。量表和问卷的信

度和效度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较成熟, 但在公共卫生

领域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 艾滋病作为一

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广泛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众多

研究者在不同人群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但是, 对

于最基本的研究工具——问卷本身的研究却被忽视

了。

本研究作为一种尝试, 得到了大学生艾滋病问卷

的研究结果。在信度方面, 该问卷中知识、态度、行

为 意向等部分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多数部分的

C ronbach Α系数达到 017 以上; 该问卷的稳定性也可

以, 态度、行为意向部分 2ö3 的题目重测 Spearm an 相

关系数基本达到 016 以上, 个别题目小于 015。在效度

方面, 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 9 个公因子解释问卷全部

内容的近 60% , 解释比例稍小, 其主要原因是有关艾

滋病及性方面的问题过于复杂, 问卷所涉及的内容比

较庞杂, 不容易达到很理想的程度。但总的来说, 进

行方差最大旋转后得到的问卷结构与预先设计各部分

基本相符, 问卷的结构效度可以被接受, 但有待修改

和完善, 以进一步提高效度。

21 重测信度的应用问题

问卷中知识部分的重测一致率偏低, 而且题目越

难, 重测一致率越低, 原因在于大学生处于求知欲很

强的时期, 他们会在第一次问卷后对问卷中提出的问

题进行学习, 由此产生的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重测

Spearm an 相关系数小于 015 的题目是认知类 (对安全

性行为益处和艾滋病易感性的认知) 的题目, 会受到

知识改变的影响。以上现象提示我们, 重测信度不宜

用于评价知识类题目, 否则会产生偏倚。重测信度是

反映问卷稳定性的指标, 适合于用来评价相对稳定的

项目 (如情感、个性、态度、信念等) , 而不宜用来评

价相对不稳定的项目 (如知识等)。

31 该问卷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该问卷是综合了健康行为学、健康心理学的几个

主要理论模式设计的, 经过通径分析, 拟合出了我国

大学生预防艾滋病ö采纳安全性行为意向的模式[9 ] , 找

出了大学生的艾滋病知识、安全性行为知识、对待婚

前ö外性行为的态度、对安全性行为益处的认知、对于

艾滋病易感性的认知以及自我效能与婚前性行为意向、

安全性行为意向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

提供了依据, 体现了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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