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力测验工具的一些标准
。

现在没有一种测脸满足

所有这些标准
,

也没有一种测脸可同时满足这些条

件
。

确实智力包括了不同人的不同技能
,

没有一种

测验能完全适合
。

相反
,

理想的评定智力的工具应

该是对不同类测量的综合
。

但就是全部综合起来
,

也不会产生一个确定的 IQ
,

因为一种工具只对某些

人在某些时候有效
·

大家所期望的最好的二种娜卑
量表是经过解释后告诉我们的信息能比单一的侧址

多
。

(柳 佳 编译自
《T e sting In te llig e n c e

W itho u r IQ te s ts》by Mr St e rn 七e rg )

再分析研究方法浅谈

美因社会心理学家格拉斯 ( G
.

V
.

G la ss ) 大概

是最早提出再分析研究方法的学者
。

他认为
,

对于

数据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性质的活动
:
初步

( p r im a r y )的分析
,

第二步 ( se e o n d a r y ) 的分

析和再分析 ( M eta 一 an a ly sis )
。

在一项给定研究

课题完成以后对所得数据的第一次分析为初步的分

析
。

第二步的分析是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结果的重复

分析
。

在第二步的分析中往往可 以运用到更合适的

统计手段
,

从而能够在原有数据集合的基础上对一

些新的问题作出回答
。

最后
,

如果研究者想把儿项相

互独立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作出结论
,

就要用到再

分析手段
。

再分析研究方法的发展史可 以回溯到在社会科

学领域普遍采用统计手段的年代
。

早在 1 9 3 8年
,

费

希尔 ( Fis eh e r )和皮尔逊 ( Pe a r so n ) 提 出一种

方法
,

使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的研究中得到一个普

遍的概率值
。

2 5 5 4年
,

瘫 斯特勒 (M o ste lle r ) 和

布什(B u sh )在他们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一书 中 曾

提出过一种再分析过程
。

不过
,

过去很少看到再分

析的研究实例
,

而近年来再分析的研究报告逐渐增

加
。

罗森塔尔 ( R o se n th a l
, z , 7 6 ) 的一篇再分 析

报告
,

考察了人际间对行为期望的影响
。

’

这一报告

收集了三百多项独立的研究
。

格拉斯 ( 1 9 76 ) 运用

再分析手段对教学方法
、

电视教学
、

社会经济地位

与智商的关系作了考察
。

史密斯 ( S m it h ) 和格拉

斯 ( 1 97 7 ) 对 37 5 项有关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作了

综合分析
。

格拉斯由此认为
,

行为治疗比非行为治

疗没有明显的优越性
。

可以看出
,

再分析研究就是收集一系列研究报

舌
,

而这些研究或者是在概念上具有共同的假设
,

或者在实现 自变量或应因变量上可以共享同样的操
·

作
。

再分析研究方法的结论是基于一系列所考察的

文献
,

但它能够给出一个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
,

并

由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 “

显示这些结果的一系列独

立的研究
,

能够产生怎样的概率值?
”

不同的再分析

研究手段在精确程度上是不同的
。

精确度最低的方

法仅仅
“
数一数

”
( c o u n ts )研究中低于

.

50 概率
·

水平的数目
,

然后探讨这个数目是否太大
。

粕确度

最高的再分析方法需要用到研究报告的原始数据
。

在这里介绍的再分析方法是寻求所包括进来的一系

列有效研究的概率水平
。

先将这些水平值转换为 Z
-

分数 (标准常态离差 )
,

而后联系到所包括进米的

研究数目
。

介绍这种方法是因为它比
“
数一数

”
的

方法要精确得多 , 同时
,

比用原始数据的方拦更简

便易行
。

这一方法由斯托弗 ( Sto u ffe r l, 4 , ) )口用
,

摩斯特勒和布什 ( 1 9 5 4 )对它作了加工修改
。

加权 的和不加权 的斯托弗 方 法

斯托弗方法组合一系列研究是采用这样的公式
:

Z 建a ~
2 5 1 + 2 5 : + ⋯ ⋯Z sn

其中
,

Zm a 是再分析的标准正态离差 , 2 51 ⋯ ⋯

Z sn 是各包括进来的研究的标准离差 , N s 是所包括
、

进来的研究总数
。

这一方法要求文献考察者采用以

下步骤
: 1

.

记录下每个与相关假说有关的研 究 所

报告的概率水平值 , 2
.

在任何一册基本统计 书 中

都有 Z分数 ( 即标准正态离差 )表
,

由此查出每个

稚率水平值所对应的Z分数 , 3
.

将这些 Z 分致相加
、

并除以研究数目的平方根 , 4
.

把得到的再分析Z分
、

·

6 1
·



教Zm a ,
粗过Z分数表

,

记录下相应的概率水平值
。

这个Zm a表达的是所有归纳进来的研究结果在机遇

水平上的极率值
。

这里孺要使用者注意的是
,

P值对

子彼说的大小和方向要在运用这一手段 之 前 选 择

好
。

也能是说
,

在收集的研究报告中
,

支持假说的

双尾P值在查相应Z分数时应减半 , 同样
,

反对假说

的P 值也要减半并要在支持假说研究求和时作减法

运算
。

斯托弗方法简便易行
,

优点很多
。

正如摩斯特

勒和布什 ( 19 54 ) 指出的那样
:

如果文献综述者在

文献范围内能对不同的研究报告作出加权
,

这一方

法可以构造得更加精确
。

根据 Z 值所基子样本的大

小
,

或其它合乎需要的特点
,

如内郁和外部的有效

性等等
,

Sto uf fe r 方法允许使用者对每一个标准常

态离差作出加权
。

这样
,

文献综述者可以在进入统

计之前
,

对每一项研究在方法学的精确度上作出判

晰
。

如果使用者层愈
,

那些被看作
“

严谨稳妥
”
的

研究可以比那些看作
“
不够严谨德妥

”
的研究作出

更大的加权
。

当样本大小作为加权因素时
,

加权的斯托费方

祛公式
:

“

有多少
” 。

而它们之间与样不大小无关的关系强

度 (亦可称做效应大小 E ffe ct
一
size )应该成为 文

献综述的组成部分
。

特别是在 已经推断出两组间有

相关存在时
,
评估这一强度就更有意义

。

科亨 (Co h e n , 197 7 ) 提出了关系强度的侧童

方法
,

它对各种研究设计和文献分析都适用
。

即
:

M a 一 M b
a -

- ~ - - -二二二二-一一一 一

5 D

Z m a ~ Ns
l

zs
l 十NS

Z Z s : + ⋯ ⋯Ns n Z s n

研Ns
: ’+ Ns

: 2

+.
· ·

⋯Ns n ,

这里
,

N sl ⋯N s n 为所包括进来的各项研究中

的被试数
。

在各项Z 分数相加以前分别乘以各项研

究的被试数
,

然后除以各项研究被试数平方和的平

方根
。

这一公式给出的加权标准是所包括各项研究
·

的被试数目
,

因为它是最为客观的 加 权标 准
。

当

然
,

其它加权标准也有人 (如 St ic kel l
,

1 9 6 3 )成

功地采用过
,

就不在这里介绍了
。

运用被试数目作加

权标准意味着研究范围越大
,

‘

臼的重要 性 也 就 越

强
。

与前面不加权的方法相比
,

如果少量被试研究

得到的 Z 分数比大盆被试研究得到的 Z 分数大
,

那

么用这一公式得到的再分析正态离差就相对小些
。

描述 关 系 强 度(re la tio n s hip st『e n g th )

钧方法 很久 以来
,

对心理学研究的旁观者 常

常对心理学文献中缺少关于两组受试关系强度的报

导感到惋借
。

的确
,

我们评估一项研究重要性的标

准通常是两组被试差异的显著性水平
,

而这一水平

值又与研究样本的大小紧密相连
。

现在问题是不仅
·

仅要看到两组间
“

是否
,

有差异
,

还应看到这一差异

在这里
,

M a和M b分别为所进行考察比较的两

组平均数
,

SD 为所有受试共同的标准差
。

选择 d做

为指标是因为它简便易行而且
“

与最表无关
” 。

也就

是说
,

采用不同侧脸t 表的研究结果可 以用它互相

比较
。

这里得到的 d 指标是以两组受试的共同标准差

为单位
,

给出了两组间平均数差异的距差
。

举例来

说
,

如果d 二 。
.

3 ,

就表明两组间平均数相距十分之

三个标准差
。

在科亨的术语中
,

d值等于 0
.

2相应地

代表两组间关系强度 “较小
” , d值等于 0

.

5
,

两 组

间关系强度 “中等
” , 而d值为。

.

8则代表强度
“

较

大
’ 。

后来
,

他对这一值又 以两组间 “重叠分布百分

率
” (用u 3 表示 )作出改进调整

。

然而
,

读者也许会间
:

如果所看到的报告中 没

有给出平均数和标准差
,

只给出了 t 值
,

如何得到

关系强度值呢 ? 弗雷德曼 ( F rie d m a n z , 6 5 ) 给 出

了在这种情况下估什 d 值的方法
。

2 t
U 一

~
一一一一丁二二二= ,
、厂d f

其中t 为研究报告中的 t 值
,

d f 为有关的 自由

度
。

这样同样可以得到两组间的关系强度
。

总之
,

从历史的角度看
,

再分析研究方法可 以

初步给出这样一些统计
:
一

、

斯托弗Z 分数 , 二
、

加权的斯托弗Z 分数 , 三
、

作为描述关系强度的 d

值等等
。

近年来
,

随着计算机的广 泛 使 用
,

再 分

析研究方法迅猛发展
,

出现了许多有关的统计软件

包
,

而所统计的指标也更加广泛和复杂
。

相信这一

方法对我们整理和总结原有研究工作会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周林编译
,

原文

载
《Jo u rn al o f Pe rso n alty a re S o e ialPsyeho 卜

o g y, 19 7 9 V 0 1
.

3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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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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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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