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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量表的修订 

及中学生价值观发展特点的研究 

刘锋 赖建维 郑钢 

· 方 法 与 技 术 · 

【摘要】 目的 考察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量表(CO[ INDEX)的因素结构及修订的价值观量 

表的信 、效度；研究中学生价值观发展的特点、影响因素。方法 应用修订的价值观量表对 5875名中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进行了信、效度分析及其他统计分析。结果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COLINDEX量表的 

两因素模型不能拟合数据，三因素模型拟合指数达到标准；修订的价值观量表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提 

取四个因素 ，量表构想效度良好，分量表和总量表信度指标合格(责任权利、刺激变化、公共安全和传统和 

谐四个分量表的信度分别是 0．84，0．76，0．84和 0．74，总量表信度为 0．90)；中学生在责任权利、刺激变化 、 

公共安全和传统和谐四个因素上的平均分依次为 4．15，3．60，4．18和 3．91；以修订的价值观量表的各分量 

表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不存在交互作用，各 自的主效应显著。结论 我 

国中学生价值观体系中，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两个维度不是互相独立的；修订的价值观量表信度 、效度合 

格，可供进一步研究使用 ；中学生对集体主义价值观认同程度较高，同时也很重视个性 自由；不同性别、年 

级学生的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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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scale(COLIN— 

DEX)and the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its Chinese revision；an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value．Methods The revised scale was used and 587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tested．Re- 

suits Two—factor model of COLENDEX was not substantiated by data，while three factors were abstracted by EFA 

and confirmed subsequently by CFA．Four factors were abstracted from the Chinese revision of COLINDEX，and 

four—factor model was confirmed．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of the total scale(0．90)and tbur sub—scales 

(0．84，0．76，0．84 and 0．74)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MANOVA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of means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revised scale．The main effects of gender and grade reached the 

significant level；however，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did not．Conclusio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two di— 

mensions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value，were not mutually independent． The revised version of 

COLINDEX was qualified tO be used in further research．The grades on collectivistic item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n individualistic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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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观是当代跨文化心理学 

中最重要的理论概念之一 ，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理 

解文化及个体问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般而言，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家庭完整、安全、服从和遵从，个体 

主义文化强调成就、荣誉、竞争等 J。关于集体主义、 

个体主义这两个构念的关系，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 

有的研究者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观视作同一维 

度的对立的两极 ，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更好的做 

法是把它们视作两个正交的维度 。过去的一些研 

究发现中国被试的集体主义取向的确高于个体主义取 

向，但是集体主义取向和个体主义取向之间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 。本研究是应用国际上已经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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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量表(COLINDEX)[8 3 

来进一步探讨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价值取向之间的关 

系。此外，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价值观和个体心理健 

康水平的关系非常密切 。中学生的正处在价值观 

初步形成的阶段 ，了解中学生价值观发展特点以及应 

用修订的价值观量表研究我国中学生的价值观发展特 

点及影响因素，对开展学生素质教育工作、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有重要意义。 

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本研究是2005年国内五城市未成年人发展联合 

调查  ̈的一部分。调查对象为北京、上海、广州、汕头 

和昆明五个城市中的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 

生，年龄范围为 13～18周岁。本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 

卷5875份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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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本在城市、年级和性别一E的分布一览表(人) 

年级 性别 北京 上海 广州 汕头 昆明 合计 

初一 

初二 

音  
同 一 

高二 

注：其中有8人的性别或所属城市信息缺失 

二 、方法 

1．调查工具：使用修订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 

值取向量表(COLINDEX)。(1)COLINDEX量表简介： 

COLINDEX量表是在国际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测量集体 

主义、个体主义价值观的量表，在对不同文化样本的测 

查中均表现出较高的信度、效度 。COLINDEX量表 

的翻译工作已经在先前的研究工作中完成，实测的结 

果比较理想 。COLINDEX量表中有6个项目测量集 

体主义价值取向，7个项 目测量个体主义价值取 向。 

原量表的使用方法是7点量表：1=从不要求 、7=非常 

重要。(2)修订的价值观量表：为了考察我国传统价 

值观和 COLINDEX量表 中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关 

系，以及全面了解我国中学生价值观发展，在广泛查阅 

并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在 COLINDEX量表的基础 

上增加了7个相关项 目构成修订后的量表。 

2．量表的预试及修订：在 2次未成年人调查 

中  ̈，使用了修订后的量表，并根据调查结果调整了 

部分项目。(3)施测方法：在调查中采用集体填写问 

卷的方式。量表为5点 自评量表：1=不重要、2=不太 

重要、3=重要、4=很重要、5=非常重要。 

3．统计处理：将调查数据随机分半，一半数据用 

SPSS13．0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另外一半数据应用 

AMOS5．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考察构想效度。对 

全部数据应用 SPSS 13．0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信度分 

析、方差分析等。 

结 果 

一

、COLINDEX量表的因素结构分析 

1．因素结构：原 COLINDEX量表包含集体主义、 

个体主义两个维度。首先对 COLINDEX量表的两因 

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两因素模型 

不能很好的拟合数据(拟合指数详见表3)。因此，有 

必要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定量表的因素结 

构。样本的KMO值为 0．89，Bartlett’S球形检验的 2 

的值为 14405．33(df=78，P=0．000)，表示样本适合 

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轴因子法(Principal Axis Facto— 

ring)抽取公因子，应用 OBLIMIN方法对初始因子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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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斜交旋转。特征根大于 1的因素有 3个，累积的方 

差解释量为49．84％。对三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 

分析表明，三因素模型能很好的拟合数据。根据各因 

素包含的项目的意义，把因素一、二、三分别命名为责 

任权利、刺激变化和公共安全。见表2，表 3。 

表2 COLINDEX量表的各项 目的因素载荷及项 目评分 

注：COL1NDEX量表中测量个体主义维度的项目包括因素二中的全 

部项 目以及因素一中的“自己为自己选择人生 目标”和“思想和言论自 

由” 

表 3 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 

2．信度：COLINDEX量表的信度(Alpha系数)为 

0．87。“责任权利”、“刺激变化”和“公共安全”三个分 

量表的信度分别是0．83，0．75和0．84。 

二、修订的价值观量表的因素结构分析 

1．因素结构：样本的 KMO值、Bartlett’S球形检验 

值表示样本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的探索性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个别项目交叉载荷过大，分量表信 

度偏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拟合指数也达不到标准。 

因此在删除两个项 目之后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样本的 KMO值为0．93，Bartlett’S球形检验的 2的值 

为 19742．42(df=153，P<0．001)，表示样本适合进行 

因素分 析。采 用 主轴 因子方 抽 取公 因素，应 用 

OBLIMIN方法对初始因素解释进行了斜交旋转。为了 

得到清晰、有意义的因素结构，采用了限定因素数量的 

方法，共得到4个因素，累积的方差解释量为47．58％。 

因子载荷及项目与量表部分的相关系数见表4。根据 

各因素中包括项目的意义，把修订后的价值观量表四 

因素分别命名为责任权利、刺激变化、公共安全和传统 

和谐，分别对应表4中的因素一、二、三和四。 

2．信度：修订的价值观量表的总量表信度(Alpha 

系数)为 0．90。“责任权利”、“刺激变化”、“公共安 

咖 枷 一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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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传统和谐”四个分量表的信度分别是0．84， 

0．76。0．84和 0．74。 

表4 修订的价值观量表的各项 目因素载荷及项 目 

与量表总分的相关 

三、中学生价值观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对比表 2和表4，可以发现，新增加的5个项 目有 

四个形成了一个新的因素，即传统和谐；诚实这一项目 

与 COLINDEX量表中的“责任权利”因素中的项 目归 

于同一因素。因此可以说，修订的价值观量表完整地 

包含了 COLINDEX量表的项 目及因素结构。下面仅 

以修订的价值观量表为测量工具，对中学生价值观发 

展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说明。以各因素包含的项 目的 

算术平均分作为因素得分的指标。 

1．总体情况：四个分量表总体平均分由高到低依 

次为公共安全、责任权利、传统和谐以及刺激变化。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四个分量表的总体平均分存 

在显著差异(F=1283．75，P：0．000)。事后检验的 

结果表明，各分量表的总体得分两两之间差异显著。 

见表5。 

2．性别差异：采用二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 (mult— 

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tion；MANOVA)考察学生性别、 

年级在价值观量表的四个因素上是否有显著的交互作 

用。结果表明，交互作用不显著。因此分别考察性别 

和年级因素的主效应，性别因素在责任权利、刺激变化 

上的主效应显著。女生责任权利得分高于男生；男生 

在刺激变化上得分高于女生。见表 5。 

3．年级差异：年级因素在价值观四个因素上均有 

显著主效应。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1)责任权利因 

素上，初一年级学生得分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初二高于 

高一、高二；高一、高二学生没有差异；(2)刺激变化因 

素上，初一学生得分高于高二学生，和初二、高一年级 

学生没有差异；初二、高一、高二年级没有差异；(3)公 

共安全因素上，初一学生得分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初二 

高于高二，但和高一没有差异；高一、高二没有差异； 

(4)传统和谐因素上，初一学生得分高于其他三个年 

级；初二年级高于高一、高二；高一、高二年级没有差 

异。见表 5。 

表 5 不同性别、年级学生在修订的价值观量表各因素上 

得分比较(分， ±s) 

讨 论 

我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集体主义、个体主义这 

对概念 ’ j，近些年也有研究者应用国外量表对集体 

主义和个体主义进行测量的报告  ̈’ ，但还没有关于 

COLINDEX量表的研究报告。对 COLINDEX量表因 

素结构的研究结果表明，原有的两因素结构已经不能 

准确描述当前城市中学生的价值观结构。分别属于集 

体主义、个体主义两个维度的项目重新组合，生成了新 

的因素结构，这对集体主义、个体主义这两个维度是互 

相独立的假说提出了质疑。 

修订的价值观量表因素结构清晰，构想效度良好， 

信度也很高，具有很大的可用性。同时，修订的量表完 

整地包含了 COLINDEX量表的项 目及因素结构，也便 

于量表间的跨文化比较。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关注 

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及量表的编制 ” ，也有研究者 

从传统价值观的视角编制测量工具 ，但针对中学生 

的关于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测量还没有专门的工具。 

所以，修订的价值观量表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一个 

补充。 

对修订的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因素中的 

“人人平等”这一项 目的因素载荷很低，但出于以下原 

因，保留了这个项目：(1)对量表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表明，整体拟合程度理想。该项 目的路径系数 

为 0．65；(2)因素四这一分量表 的信度可以接受 

(0．74)，说明内部一致性较好。但删除该项目后分量 

表的信度则降为 0．67；(3)对该项 目评分的频数统计 

来看，将该项 目评价为“不重要”、“不太重要”、“重 

要”、“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人数百分比依次是 

1．9％、3．9％、21．1％、20．6％和51．9％。这说明该项 

目是当前中学生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个反映。 

本研究中验证性因素分析时，CMIN／DF(即 2／f)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008年6月第 17卷第 6期 Chin J Behavioral Med Sci，June 2008，Vo1．17，⋯No 6 

均超过理想指标的范围，这是因为该拟合指数容易受 

到样本量的影响  ̈ 。 

中国文化一向被认为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占主流的 

文化 ]，但此次调查发现中学生的价值观取向出现了 

新的特点。从各 因素的总体平均分来看，“责任权 

利”、“公共安全”两个因素的得分都大于 4，即都超过 

了“很重要”的水平。这两个因素里包含的项 目大部 

分是 COLINDEX量表中原属于集体主义维度的项 目， 

这说明中学生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取向的认同仍然占了 

主流。同时也看到，原属于个体主义维度的一些项目 

的总体平均分也大于 3分接近4分，说明中学生在继 

续认同集体主义价值观观的同时也很强调个人的自 

由，个性的体现。个体的价值观和所从属的文化的主 

流价值观不一致就有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因 

此，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中学生价值观的发展值得 

家长及广大教育工作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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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校对须知 

· 读 者 ·作 者 ·编 者 · 

1．作者校对是作者对论文修改的最后机会，务请仔细认真校对(2～3遍)。一般要求收函后 2～4日内完成校对 ，在校样上签 

字，经邮局寄回杂志编辑部，备编辑部修改并存档。如作者校对遗留编辑不能处理的错误，或校对滞后 ，将推迟发表。 

2．根据审稿意见和编辑规范要求 ，编辑部可能对原稿或修改稿作了编辑加工或删改处理 ，应注意审核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 

必须对全文逐字审校 ，包括标题、作者署名、单位、摘要 、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文字、符号、内容错误均应标识清楚，编辑、版式 

问题可标出作者的意见，有缺项内容应补充，不当内容应做出修改，疑问不能处理内容加以说明。 

3、编辑部提供的校样 ，版面大小已基本确定，不宜做大的增删，如有增删内容，不能影响版面的大小。如校样版面超 出规定版 

面，编辑部提出了控制版面的压缩、删改意见，应注意核算增／删的字数，达到版面控制要求。 

4．校样为方正排版纸样，只能在纸样上做出校对标识(不能使用原稿件的 WORD电子文件修改稿代替校样)。 

5．校对符号的使用要求：校对方法是将清样的错误引至页边处，标写正确的内容，勿在原字句处直接修改。使用删除、增补、调 

换 、挪动、分段 、合并等校对符号应规范、正确 、清楚(参见后文校对符号应用实例)。注意事项 ：①改动校样用笔的颜色，应根据校次 

采用不同色笔书写校对符号，以显示区别 ；②改样上的错误要用引线从行间画出，拉至页边空白处改正，不要在文中直接删改；③改 

正容易相互混淆的汉字、外文、数字、符号等，应加文字说明；④符号不要沾及上下左右不需要改动的文字和标点；⑤引线与引线之 

间不要重叠、交叉，如难以避免，则要用不同色笔来显示区别；⑥校样上改正的字符要写得工整 、清楚。 

6．更详细的稿件管理要求请参阅本刊稿约、作者单位审核函和作者授权书、稿件规范、稿件模板、投稿须知 、修稿须知、校对须 

知 、审稿须知 、选题简介等在本刊网站首页查看。 

(本-T1编辑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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