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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评估与测量
·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的初步编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迟松
’

林文娟

【摘 要 】目的 编制并检验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 的信效度
。

方法 在 名大学毕业

班学生中测试该问卷
,

初步获得问卷的结构
,

并检验其信效度
。

结果 问卷由学习压力
、

求职压力
、

人际关系
、

日

常困扰和重要事件 个因素构成
,

共计 个条 目
。

各因素的重测信度在 一 之间
,

各因素与总量

表的相关系数在 “ 之间
,

均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

各因素与简明心境量表 中抑郁
、

焦虑

心境呈正相关
,

考研组和非考研组毕业班学生在学习压力和求职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

结论 具有较好

的信效度
,

可作为评估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的测评工具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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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认为
,

大学一年级新生处于向大学生活

的转型过渡时期
,

往往比其他年级学生更容易感到

应激和压力
。

大学毕业班学生是向社会转型过渡的另

一群体
,

在这一年中
,

他们将面临诸多的人生选择
。

当

大学教育普及后
,

大学毕业班学生在寻找工作时往往

会由于严峻的就业竞争压力而产生应激
,

这种应激主

要源于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感
。

此外
,

继续学业成为

研究生
、

拿到学位都是该群体重要的应激性因素
。

因

此
,

在我国大学毕业班学生逐渐增多的今天
,

该群体可

能面临较大的压力并具有较高的应激水平
。

与其他年级大学生相比
,

大学毕业班学生所面临

的压力类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

目前国内外现有的大

学生应激和压力量表均是针对所有年级大学生所编

制
,

如
“

大学生压力量表
” ,

其内容涉及范围较广
,

不

能突出反映大学毕业班学生所面临的问题
。

此外
,

由于

文化背景的差异
,

尽管国外的量表如 所编制的
“

学生应激量表
”

中含有工作相关的应激源
,

但主要指

学生的兼职工作
,

而不是我国大学毕业班学生所寻找

的正式工作 ’。

因此
,

我国 目前尚缺乏专门测评大学毕

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的测量工具
。

应激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

在 目前大学生心理健

康备受关注的情况下
,

我们编制了
“

大学毕业班学生

应激性事件 问卷
”

, ,

并对其进行了检验
,

使大学毕业班学生

的应激性事件得以量化
,

以期为该群体应激和心理健

康领域的研究提供有效的测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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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项 目的收集与编制

首先参阅国内外大学生应激性事件的相关文献和

量表阅
,

分析 目前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和压力

的可能来源
,

并对部分在校毕业班学生进行访谈
,

结合

访谈的内容进行对照补充
,

初步形成约 个条 目的原

始问卷
。

将初步形成的问卷在 名在校毕业班学生中

按照统一的指导语进行预测
,

根据结果及相关专家
、

辅

导教师的意见对原始条目进行评估和补充
,

调整并删

除了不恰当及重复的条目
,

形成含有 个条目的初测

版本
。

问卷按照事件是否发生分为从未发生和发生过

两类
,

发生过的事件按照影响程度分为 级评价
,

即无

影响
、

轻度
、

中度
、

较严重
、

重度
。

计分方式可分为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应激量两部

分
,

对于未发生的事件按照无影响来计算
。

对象

被试为北京
、

青岛
、

济南和成都 所大学中随机

抽取的在校毕业班学生
,

共涉及 个学科方向
。

回收

有效样本 份
,

其中男 人
,

平均年龄 士 岁

女 人
,

平均年龄 士 岁 未填写性别的缺失值

人
。

测试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月 日
,

调

查的实施采用集体测试与个别测试相结合的方式
,

由

各所院校的辅导教师及班干部在该时间阶段采用统一

的指导语完成
,

测试主要在课间休息时完成
。

采用

统计软件将总体样本按编号随机分配为两

组
,

其中一组共 人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

另外
,

为

验证问卷的重测信度
,

对其中 名毕业班学生在 周

后进行了重测
。

统计方法

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其它统计过程采用

统计软件完成
。

配对的 检验及 相关分析为主

要的统计方法
。

全部内容
。

因此
,

最后保留了 个因子
,

形成了共计

个条目的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
,

各因子分

别命名为 学习压力
、

求职压力
、

人际交往
、

日常困扰和

重要事件
。

各因子的项 目载荷及累计贡献率见表
。

表 应激性事件问卷各因素项目及因素载荷

学习压力

项目 载荷

求职压力 人际交往 日常困扰 重要事件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项 目 载荷

场

栩正值

翩 解

释方差陶

效度检验

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是指测验的项 目是否充分代表了所要测

量的内容范围
。

各分量表与总量表分的相关可作为考

查某量表内容效度的指标
。

应激性事件问卷各因素与

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在 司 之间
,

均 尸狱。
,

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

区分效度

研究生人学考试之前
,

考研组毕业班学生的学习

压力较大
,

对未来职业的关注可能较少
,

而非考研组毕

业班学生对此会投人较多的精力
,

两组学生在这两类

事件的得分上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

本研究中
,

考研组毕

业班学生的学习压力明显高于非考研组 尸吠 ,

而

求职压力显著低于非考研组 称
,

说明该量表具

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

见表
。

表 考研组与非考研组各因素得分比较 又土

结 果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间卷的结构

采用 例学生样本数据对 个初始条目进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
,

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正交旋

转
,

删除了载荷小于 的项 目
,

共获得了 个特征根

大于 的因素
,

累积贡献率为
。

根据
“

陡坡检

验
”

原理
,

当某一特征根较前一特征根的值明显下降

时
,

这一个特征根数就是应抽取的公共因素数问 。

本研

究的特征根从第 和第 个因子开始均明显减小
,

但

是仅前两个因子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应激性事件问卷的

人际关系

求职压力

学习压力

重要事件

日常困扰

土

士

士

土

土

士

的士

土

士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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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标关联效度
通过对大学毕业班学生同期实施修订后的简明心

境量表 冈 ,

并将应激性事件问卷各因素与

中的焦虑和抑郁心境进行相关分析
,

以检测

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
。

结果显示
,

个因素与抑郁和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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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心境之间呈低中度正相关
,

见表
。

表 应激性事件问卷各因素与抑郁
、

焦虑心憧间的担关的

因素 人际关系

焦虑 ·

抑郁 ·

求职压力 学习压力 重要事件 日常困扰

,

”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重测信度作为信度检验的指标
,

名

在校毕业班学生间隔 周应激性事件问卷事件各因素

的重测信度 为学习压力
,

求职压力
,

人际交

往
,

日常困扰
,

重要事件
,

均
。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得分的基本情况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各因素得分在 一

及 之间
,

不同性别的大学毕业班学生各因素及

总分得分清况
,

见表
。

表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的得分 又 士 ,

因子
人际关系

求职压力
学习压力
重要事件
日常困扰

总分

男 三

士

士

土

士

上

士

女
士

士

土

士

士

土

总体 卜
士

,

士

士

士

士

士

目能够较好地反映这两个因子的内容
。

其他

个因素在结构上与其它相关量表有所不同
,

但是在内

容上又有所交叉
,

如大学生压力量表中个人烦扰和消

极生活事件两个因素中的部分内容在 的人际关

系
,

重要事件和 日常困扰三个因素中分别有所反映阎

总的来说
,

基本上反映了大学毕业班学生常见

的应激和压力
。

从效度检验的结果来看
,

应激性事件问卷各因素

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在 刁 之间
,

值均小于
,

表明该问卷能够较好地反映所要测量应激性事

件的内容
。

应激性事件是造成个体不 良心境的重要原

因
,

各因素与 的抑郁和焦虑维度之间均

为显著的正相关
,

反映了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实证效度
。

此外
,

考研和非考研学生应激性事件得分的差异亦说

明 能够有效地区分不同的应激性事件
。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的编制
,

使该群

体面临的主要应激性事件得到有效量化
,

为今后的相

关研究提供了使用工具
。

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使个

体面对的应激源发生变化
,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进行
,

我国大学毕业班学生所面临的应激性事件也会发生改

变
。

因此
,

该量表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

讨 论

一种结构维度的建立通常可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和理论构建的方式获得
。

由于既往的研究对大学生压

力或应激性事件在某些维度上尚未达到较为统一的标

准
,

如李虹的大学生压力量表包括了学习烦扰
、

个人烦

扰和消极生活事件 个方面的内容 阎 ,

则是以人

际间
、

个人烦扰
、

学业和环境进行分类
,

但是所反映

的内容又有所交叉
。

基于上述原因
,

本研究采用了探索

性因素分析对 的结构进行分析
。

探索性因素分析共获取了 个因素
,

其中求职压

力为大学毕业班学生所独有
。

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

迁是引发大学生内心冲突的重要原因
,

在我国高等

教育逐渐由
“

精英教育阶段
”

向
“

大众化教育阶段
”

转

变之际
,

大学毕业班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转向人才市

场的双向选择竞争也 日趋激烈
,

求职压力可能成为大

学毕业班学生重要的应激源
。

与其它量表相同
一 , , ,

学

习压力是 中重要的独立因素
。

既往研究认为
,

学

习考试压力是大学生经典的应激源
,

对学习专业的认

同
,

学习方法的适应
,

以及学习投人产出的不平衡是大

学生常见的学习问题
。

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
,

求职压

力和学习压力所属的条目在各自因素上均有较高的载

荷
,

而在其它因素上载荷较低
,

说明本研究所编制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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