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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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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1306名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 ( CSOC)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征进行分析, 并考察

小学阶段儿童心理一致感发展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 CSOC中文版量表具有较好的项目鉴别力、内部一致性和稳

定性;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 CSOC中文版量表由一致感和不一致感两个因素构成,心理一

致感总分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小学儿童心理一致感发展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儿

童心理一致感量表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中国儿童心理一致感水平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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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 在压力、应对、健康研究领

域,研究焦点正悄然发生转移 ( Curt& Dav id, 2004)。

这个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采取病源学的理论模型,

研究焦点集中于压力生活事件给个体健康带来的种

种负面影响。近年来, 相关领域的理论家和研究者

开始对这种消极心理学模式提出质疑和挑战, 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转而采取一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

模式, 探究面对压力时,各种有助于个体保持生理和

心理健康的因素 (周跃萍,马剑虹, 李韬, 2004)。其

中 An tonovsky教授提出的促进健康模型 ( salutogen ic

mode l)备受关注。该理论将健康定义为一种从舒适

( EASE )到不舒适 ( DIS-EASE )之间的连续体,个体

在这一连续体中的位置受制于其心理一致感 ( Sense

of Coherence, SOC )程度 ( Antonovsky, 1987)。

心理一致感是指一种总体上个体对生活的认知

倾向性,这种认知倾向能综合体现个人对内外环境

中的应激、自己应对压力所具有的资源以及对生活

意义的感知 ( Antonovsky, 1987)。个体的心理一致

感是由三个因素构成: ( 1 )可理解感 ( comprehens-i

b ility, 认知成分 ) ,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来自外

界的应激源和生活的挑战是结构性的、可观测的、可

解释的; ( 2)控制感 ( manageab ility, 工具性成分 ) ,指

个体对应付挑战所需资源的可获得性的感知; ( 3)

意义感 (m ean ingfulness, 动机成分 ) , 指个体在多大

程度上认为生活是有意义的, 来自外界的应激和挑

战是值得自己付出时间与精力的 (刘俊升等,

2006)。Antonovsky指出,心理一致感的三个因素是

动态相关的,可理解感、可控制感和意义感方面得分

都高的个体认为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是高度一致的,

而在这三个方面得分都低的个体认为其所处的外部

环境是高度不一致的。

Antonovsky基于对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观察发

现, 心理一致感水平较高的存活者相较于心理一致

感水平较低的存活者更为健康。除此之外他还发

现, 心理一致感能减少个体将社会情境知觉为压力

的可能性,并且通过降低那些再三出现的对个体不

利的神经心理反应和消极情绪的可能性,心理一致

感能减少长期持续的压力给健康带来的影响

( Antonovsky, 1987)。

Antonovsky开发了生命定向问卷 ( O rientat ion to

L ifeQuestionna ire)以度量个体的心理一致感。量表

的制作过程以 Gutmann的层面理论为基础, An-

tonovsky将受访者划分为心理一致感强的人和心理

一致感弱的人, 并建立文档记录下他们使用的字、

词。最后, Antonovsky根据其理论来选择问卷项目,

让每个项目归属于心理一致感的三因素之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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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还让这些项目包括了另外四个刺激层面,分别

是:刺激的情态 (工具性、认知性、情感性 ), 刺激的

来源 (内部、外部、内外部 ) ,需求的性质 (抽象的、扩

散的、具体的 ),时间背景 (过去、现在、将来 )。该问

卷随后形成两种版本的心理一致感量表 ( Sense of

Coherence Sca le) ,长版有 29个项目,短版有 13个项

目。研究表明, SOC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 ( Ta-

ru& Anne, 1998; Antonovsky, 1993), 美国华裔移民

( Tang & D ixon, 2002 )、日本 ( A li N asermoaddel,i

M ichikazu Sek ine, Sh imako H amanishi et a.l, 2003)、

泰国 ( Patcharin, Rachanee, & Som chi,t 2000)等的一

些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 说明心理一致感理论具有

跨文化效度。近年,国内学者也尝试将 SOC量表进

行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该量表在中国成年人

研究中的应用 (包蕾萍, 刘俊升, 2005; 周厚余, 郑

全全, 2006)。

随着成人心理一致感量表的信度、效度受到大

量研究的普遍认可, 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向低

龄人群转移。M arga lit和 E frati于 1995年发展出儿

童心理一致感量表 ( CSOC ) ( M arga lit & E frat,i

1996)。该量表是参考 Antonovsky的生活定向问卷

开发的,问卷项目的构思来源于 SOC-29量表及其

三因素结构。该量表包括 16个记分项目, 5个项目

测量可理解感 (如: 我觉得自己在班级里不知道该

做什么 ) , 7个项目测量控制感 (如: 如果我想要某样

东西,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得到它 ), 4个项目测量意

义感 (如: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 )。量表还包括 3

道注意力分散题,内容与心理一致感无关且不计分,

是为了使儿童的回答更坦诚和放松, 避免他们意识

到量表的真正测量目的而掩饰了自己的真实回答。

Antonovsky认为, 心理一致感强的人比心理一

致感弱的人更易保持健康, 心理一致感对健康的促

进作用主要通过三个渠道:首先,强心理一致感减少

了个体对外部要求产生应激反应的可能性, 它通过

减少与感知应激有关的情绪,降低对有害健康的慢

性应激的敏感性;其次,心理一致感可能直接产生有

利于健康的生理结果, 当在感知范围内将外部刺激

感知为可理解、可控和有意义的,会促进大脑对身体

其他保持体内平衡的系统发出信号; 最后,心理一致

感可以通过选择有利健康的行为发挥作用。为了在

有益健康的研究领域中探索心理一致感对人的积极

作用和它的影响因素, 心理一致感量表是不可或缺

的可靠的研究工具。针对成人的研究证明了心理一

致感和健康、幸福感的许多方面有关,它的积极作用

在个体步入老龄时仍然显著 ( Read, Aunola, Fe ldt

et a.,l 2005)。在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的使用方面,

国外学者已经将 CSOC应用于学习障碍儿童的研

究, 证明心理一致感孤独感和母亲的人格特征三者

存在显著相关 ( M icha l & M ario, 2004; M argali,t

1998; M icha,l 2007)。然而在国内, 对于儿童量表

尚未有修订,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有关研究领域

的拓展。本研究试图将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进行翻

译, 在大样本测试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信、效度的检

验, 考察其在中国儿童上的适用情况, 并在此基础

上, 初步考察小学儿童心理一致感发展的特点。

2 研究方法
211 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简介

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 ( CSOC )由 Margalit和

E frati于 1995年开发, 主要用于考察儿童心理一致

感的发展, 原版为英文。量表由 19个项目组成, 其

中项目 3、8、15为注意分散题,与心理一致感无关。

在 16个积分项目中, 可理解感包含 5个项目, 可控

制感包含 7个项目, 意义感包含 4个项目。项目采

用 4点计分,分为 /从不 0、/有时0、/经常 0、/总是 0

四个等级, 分别计 1 ~ 4分。其中项目 4、6、7、10、

14、17、18为反向记分题。每个维度的记分方法是

将该维度下所有项目的粗分相加。量表总分为 16

项记分题的粗分相加,得分范围从 16分到 64分, 分

数越高代表心理一致感越强,反之心理一致感越弱。

中文量表的翻译首先由研究者和两名英语专业

硕士研究生分别翻译原量表的所有项目。接下来,

对比、分析以上几份译稿, 反复斟酌修改每个语句,

形成量表的初稿。然后请两名发展心理学教授对初

稿提出修改意见。再请汉语专业人员对初稿进行修

订, 使之语言表述准确、符合中文的习惯,并具流畅

性。根据以上专家的意见形成量表的二稿。为防止

译文有不忠实原文之处, 请大学的英文教师对问卷

翻译稿进行了回译,回译稿与原文无内容理解和内

涵方面的实质性出入。

212 被试
本研究以小学生为测试对象。试测阶段采用随

机整群取样方法选取上海市某小学 1 - 5年级学生

175名,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70份, 其中男 83份, 女

87份。正式测验阶段采用随机整群取样方法选取

上海市六所普通小学 1~ 5年级的学生共 1350人,

经剔出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1306份。被试的

分布情况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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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被试的分布情况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总计

男 53 87 120 188 190 638

女 51 84 122 207 204 668

总计 104 171 242 395 394 1306

  按统计学的要求,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

性因素分析的数据应该是同一研究总体中近乎相等

的两个数据样本。因此,对该样本由 SPSS统计软件

随机分成两个样本, 样本一为 668人, 其中男 314

人,女 354人,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在该样本中,

一年级被试 57人, 二年级被试 91人, 三年级被试

128人,四年级被试 195人, 五年级被试 197人。样

本二 628人, 其中男 316人, 女 314人, 用于验证性

因素分析。在该样本中, 一年级被试 47人, 二年级

被试 85人, 三年级被试 130人,四年级被试 189人,

五年级被试 177人。

213 研究程序
21311 量表的试测

为了了解本量表在我国儿童中的适用情况,我

们在对量表进行正式测验之前,对选取的试测样本

进行了测验。根据试测结果和量表施测过程中儿童

对量表内容表述的反馈情况,对量表中含义不明确、

不通顺以及不符合中文表述习惯的语句进行了修

改,从而保证了 CSOC中文版量表文字表达明确、清

晰且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

21312 量表的正式施测

采用在试测基础上最终确定的 CSOC中文版量

表对所选的 1350名被试进行施测。测试采取整班

施测的方式进行。由于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识字

量和阅读能力有限, 很难独立完成问卷,所以一、二

年级由教师读题,学生选择,三至五年级学生自己完

成。测试前由研究者对担任主试的教师进行培训,

讲解注意事项和答题方法。采用纸笔测验方式,统

一指导语。测验完成后当场收回。

为了检验量表的重测信度, 在各年级随机选取

14人间隔三周后进行重测,其中一人因漏答题目故

予以剔除,最终获得 69名有效被试。此外, 为了检

验量表的效标效度,参照国外相关研究,以儿童孤独

感量表 ( CLS)为效标推断 CSOC中文版的效标关联

效度。研究随机选取一至五年级各一个班共 242名

被试同时完成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和儿童孤独感量

表,测试同样采用整班施测的方式进行。

214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110对项目的鉴别力、效标效度、内

部一致性信度以及重测信度进行分析,并采用探索

性因素分析考察量表的结构。采用 EQS611 for

w indow s对测验结果做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分析量

表的信效度。

3 结果
311 项目分析

由于每个项目是非二值计分的迫选题,故求每

个项目上的被试得分与总分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

作为项目鉴别力的指标。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CSOC中文版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 ( n= 1306)

项目 r 项目 r 项目 r

1 0160** 9 0159** 14 0145**

2 0153** 10 0147** 16 0140**

4 0153** 11 0150** 17 0143**

5 0147** 12 0156** 18 0152**

6 0137** 13 0153** 19 0144**

7 0148**

  ** p < 0101.

  从表 2可以看出,除第 6题外,其他项目的鉴别

力指数均在 0140以上。而第 6题的项目鉴别力指

数接近 0140。表明 CSOC中文版项目鉴别力良好。

312 效度分析

31211 结构效度

3121111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经 KMO检验和 Bartett. s球形检验, KMO值为

0187 > 015, 表明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足够多;

Bartett. s球形检验 V
2
= 1856141(p < 0101, df= 120),

说明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的存在, 适合

进行因素分析。因此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的主成

分分析法和斜交旋转法对样本一的测验结果进行分

析, 以特征根大小、陡坡图以及因素所能解释变量的

大小 3个指标为依据。结果发现, 特征根大于 1因

素有两个, 可解释总变异量为 37129%。因素的载
荷情况如表 3所示。

  从因素的构成来看, 因素 1上的题项是所有正

向计分的题目,反映的是个体认为其所处的外部环

境是高度一致的, 因而命名为 /一致感 0。而因素 2

是所有反向计分的题目, 反映的是个体认为其所处

的外部环境是不一致的, 因而命名为 /不一致感 0。

两个因素的相关为 r= - 0140。对 1306名被试的

CSOC正向计分题的平均分和反向计分题的平均分

做相关样本平均数差异检验, 结果是正向计分题的

平均分为 2189, 反向计分题的平均分为 3140, t =
32118, p< 0101。被试在正向计分题上的得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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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反向计分题得分。

表 3 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因素载荷表
一致感 不一致感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5 0163 7 0166

11 0164 10 0163

13 0161 14 0163

9 0160 4 0162

12 0160 18 0161

1 0156 17 0160

16 0154 6 0152

2 0150

19 0146

  上述分析结果只是依据统计学的意义来进行,

模型是否合理有效, 还需要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加

以检验。

3121112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对样本二, 采用 EQS611 for w indow s进行验证

性因素分析,检验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模型检

验,即检验所得的双因素模型是否得到另外样本数

据的支持;二是进行模型比较, 即对量表可能的结构

模型, 以确定最优的拟合模型。采用 EQS611分别
建立 3个模型,即单因素模型、双因素模型和三因素

模型。其中,单因素模型是把所有 16个项目都作为

一个潜变量的指标;双因素模型设置一致感和不一

致感两个潜变量;三因素模型则设置可理解感、可控

制感和意义感三个潜变量。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指

标见表 4。

从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可以看出, 只有两因素模

型的卡方与自由度之比 ( V
2
/df )达到小于 510的标

准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 , 且只有两因素

模型的近似误差均方根 ( RM SEA )值达到小于 0108
的标准 (侯杰泰, 温忠麟,成子娟, 2004) , 所有的拟

合度指标均支持两因素模型更好地拟合数据。

考虑到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和三至五年级学生

的施测方式存在差异,可能会影响量表的结构一致

性, 故在验证性因素分析时进行年级的多样本比较,

以考察不同年级的学生在测量结构上是否一致。结

果如表 5所示。

表 4 三种模型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标 ( n = 628)

模型设定 V2 df V2 /df CF I GF I AGFI NFI NNF I IFI RMSEA

单因素模型 626182 104 6103 0172 0186 0182 0170 0168 0173 0109

双因素模型 264195 103 2157 0192 0196 0195 0190 0191 0192 0105

三因素模型 616121 101 6110 0173 0186 0180 0171 0167 0173 0109

  

表 5 模型拟合优度的多样本比较结果

样本 模型设定 V2 df V2 /df CFI GFI AGFI NFI NNFI IFI RMSEA

单因素 442181 104 4126 0154 0179 0172 0149 0147 0155 0109

一、二年级 双因素 233152 103 2127 0192 0193 0192 0190 0191 0191 0105

三因素 434170 101 4130 0155 0179 0172 0150 0146 0156 0109

单因素 849162 104 8117 0175 0187 0183 0173 0171 0175 0105
三至五年级 双因素 343184 103 3134 0192 0196 0195 0190 0191 0192 0103

三因素 839176 101 8131 0175 0187 0182 0173 0171 0175 0105

  

  多样本比较的结果表明,只有双因素模型在两

个样本中的 GFI、AGFI、CFI均大于 0190, RM SEA均

小于 0105, 模型的拟合度良好。说明量表在两个样
本中的结构是一致的。

31212 效标效度
对 242名被试 CSOC总分和 CLS总分做积差相

关的统计,算得 r=- 0164( p < 0101) , 即被试的心理
一致感量表得分和孤独量表得分有极其显著的负相

关。

313 信度分析

31311 内部一致性信度

用 Cronbach A系数来描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儿童心理一致感中文版总量表的 C ronbach A系数

为 0180。
31312 重测信度

对 69名有效被试间隔三周的前、后测量表总分

做皮尔逊积差相关的统计, 算得 r = 0167 ( p <

0101)。
314 心理一致感的年级和性别差异检验

不同性别、年级被试心理一致感得分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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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心理一致感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M ? SD )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男 45160 ? 0192 49132 ? 0173 51126 ? 0161 49133 ? 0147 48144 ? 0147

女 48170 ? 0193 50149 ? 0171 52162 ? 0159 50101 ? 0144 49169 ? 0145

合计 47113 ? 5155 49191 ? 6193 51196 ? 5194 49169 ? 6138 49110 ? 6150

  

  采用 2(性别:男、女 ) @ 5(年级: 一至五年级 )

两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心理一致感的年级和性别差

异,结果表明: ( 1)心理一致感的性别主效应极其显

著 (F ( 1, 1223) = 13123, p < 01001),结合描述性统计的
结果可以看出,女孩的心理一致感得分 (M = 50130,
SD = 0129)显著高于男孩 (M = 48179, SD = 0130);
( 2) 心理一致感的年级主效应显著 ( F ( 4, 1223) =

11169, p < 01001), 最小差异性检验 ( LSD )结果表

明,三年级儿童得分 (M = 51194, SD = 0143)极其显
著地高于一年级 (M = 47115, SD = 0166)、二年级 (M

= 49190, SD = 0151 )、四年级 (M = 49167, SD =

0132)和五年级儿童 (M = 49107, SD = 0133)得分 ( p

< 0101);二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儿童心理一致感
得分均极其显著地高于一年级儿童的得分 ( p <

0101);二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 ( p > 0105); ( 3 )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 4, 1223) = 0170, p > 0101)。

4 分析与讨论
411 关于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测量

学指标分析

本研究在大样本测试的基础上, 对儿童心理一

致感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进行了考察。研

究结果表明, CSOC中文版的项目鉴别力量好, 符合

心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其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0180,同质信度相当好。
重测信度方面, 间隔三周的重测相关为 0167。

一般来说,重测信度要在 0190以上才算合格,但由

于它受时间间隔长短、间隔期间被试的活动等因素

的影响,具体评价某一测验重测信度高低时,还应结

合特定条件来分析 (顾海根, 2005)。在本研究中导

致重测信度不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 1)根据

Antonovsky的假设, 心理一致感高的个体对环境有

更强的可预期感和可理解感,这种感觉作用于学业

上面临的要求, 可减轻和学业有关的应激反应。一

项针对 11~ 15岁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心理一致感和

学业应激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 而且年龄越

大这种相关越弱。研究者将其解释为年龄越大学业

负担越多,也就逐渐对学业上的应激源不那么敏感

了 ( Torsheim, A aroe, & W old, 2001 )。本次研究的

对象是小学生,年龄在 8~ 12岁,对学业应激源还处

于敏感的时期。因此,对他们的心理一致感和学业

应激,我们可将其理解为一对联动的心理指标。这

次研究的前、后测试分别在小学开学的第一周和第

四周,开学第一周还不能马上适应学校环境,对学业

任务的可理解感和可预测感就较弱, 对学业压力更

敏感;到了第四周, 他们熟悉了任务布置的规律, 对

老师和学校的要求更为理解, 对校园生活和学习任

务也已经适应。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

前、后测的一致性; ( 2)按照 Antonovsky的理论, 儿

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是心理一致感发展最快的阶

段, 这个时期一致的生活经历 (增强可理解感 ) , 平

衡的负荷 (增强控制感 )和参与决策 (增强意义感 )

是今后良好的心理一致感的基础。最近甚至有研究

证明即使在成年后,心理一致感的强度仍然可能改

变 ( Fe ld,t Lesk inen, K innunen et a.l, 2000; Fe ld,t

Lesk inen, K innunen et a.l, 2003 )。说明, 小学生的

很多人格特质尚在发展, 这个阶段儿童的心理一致

感水平本身是不稳定的。

效标效度方面, 本研究选用儿童孤独量表作为

效标,心理一致感与孤独感的相关为 - 0164。这与
已有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M icha lA l- Y agon等人

在对学龄期的学习障碍儿童研究中发现二者的相关

为 - 0160(M icha l& M ario, 2004)。须指出的是, 在

本研究中两个量表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 CSOC-

52102, 6104; CLS-25169, 10128, 而在国外一项研究
中, 对照组 (即正常儿童 )在这两个量表上的得分分

别是 CSOC-52122, 5168; CLS-25146, 9120 (M icha,l

2007)。这两个研究中分别使用的是中、英文版的

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和儿童孤独量表,施测对象都

是普通儿童,两个量表的平均分几乎一样,标准差也

相差不多。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文版的儿童心理一

致感量表与儿童孤独量表之间的关联性和英文版两

者之间的关联性相当接近, 由此可推论中文版的心

理一致感量表在效度上是接近英文版的。

结构效度方面,从以前对成人量表的研究来看,

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分析生命定向问卷时, 大多研

究都证明心理一致感问卷是单因素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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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ovsky在 1993年做的三个未出版的研究显示

该量表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测量心理一致感的工具。

这个单因素的结果也出现在三个发表了的研究中,

它们分别是: Ca llanhan和 Pincus( 1995)对 828名类

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研究, Frenz, Carey和 Jorgensen

( 1993) 对 374 名病人和健康人的研究, 以及

F lannery( 1990)对大学生的研究。这三个研究用的

因素分析法和本研究相同, 均为主成分分析法和方

差极大斜交旋转。另外, 1992年的一项对 1333名

风湿病患者的研究中,虽然检验到了 3个因素, 但是

因素间有比较多的重合, 一些项目在不止一个因素

上的负荷达到 014以上 ( Pallant& Lae, 2002) , 因此

研究者仍然认为心理一致感量表应该作为一个单维

度的测量工具使用。Antonovsky也曾强调, SOC量

表的三个因素是互相关联的,他编制该量表是用来

测量整体心理一致感的, 所以不能单独测量一个因

素。在本研究中,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发

现可理解感、意义感和控制感三个维度。特征根大

于 1的因素只有 2个, 强行提取 3个因素并经方差

极大斜交旋转得到的三个维度并没有实际意义。两

个因素中,因素 1代表正向计分,因素 2代表反向计

分,分别命名为一致感和不一致感。通过检验正、反

向计分题的平均分差异, 证明被试在对正性和负性

句子的反应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反应倾向。这可能是

因为该年龄阶段的儿童在评价自己和某种消极状态

的相似性时,更倾向于否认自己和这个状态的符合

程度。从上述分析来看, 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仅可

用来测量整体心理一致感, 并不适合分别测量可理

解感、控制感、意义感三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的

结果同样支持上述推断。

412 小学儿童心理一致感发展的性别及年级差异

性别差异方面, 女孩的在 CSOC量表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男孩,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我们认为与小

学阶段女孩智力和社会性发展较之男孩早有着密切

的联系。从智力发展来看, 儿童在学龄期智力的发

展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大多数研究均表明,在学

龄初期至青春期这一阶段, 女孩的智力优于男孩。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处于这一阶段的女孩更善于获

得他人的帮助,其自信心、被认可程度和学业成就方

面较之男孩有一定的优势。相较而言, 她们能够更

好的适应生活中压力,在可控制感、可理解感和意义

感方面比男孩高,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心理一致感水

平。

年级差异方面, CSOC分数先是随年级增长而

逐渐提高,至三年级达到最大值, 其后则随年级的增

长而逐渐降低。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我们认为

与不同年级儿童所面临的压力有关。已有的研究表

明,心理一致感具有压力依赖性的特点。在小学阶

段, 一年级学生对小学阶段的生活制度和学习要求

比较陌生,新的环境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而随

着年级的增长,儿童开始逐渐适应小学阶段的学习

与生活,压力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到了小学四五年

级, 升学与考试的压力开始凸显, 心理一致感作为一

种弹性心理品质虽然仍旧可以发挥压力缓解的作

用, 但随着压力的增大, 其本身的也受到了较大的影

响。从而表现出心理一致感水平的逐渐降低。

5 结论
本研究对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测

量学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小学儿童心理一致

感的发展特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 1)儿童心理一致感量表的结构由正向题和反

向题两个因素构成, 其项目鉴别力、效标关联效度、

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等心理测量学指标良

好, 可以用来测量中国儿童的心理一致感水平。

( 2)小学儿童心理一致感发展存在显著的性别

和年级差异。女孩的心理一致感水平显著高于男

孩; 从发展趋势来看,一至三年级心理一致感水平逐

年递增,从三年级开始, 心理一致感水平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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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Children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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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 l o f 1306 sub jects from six e lem entary schoo ls w ere tested w ith Ch ildren Sense o f Coherence Sca le

( CSOC ) to evaluate its appropriateness fo r use in Ch 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OC on the pupils. Psychometric analysis ind icated that the Ch inese version of CSOC had satisfactory item

discrim ination and tes-t retest re liability. Results o 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 atory Facto r Ana lysis

indica ted that the sca le consisted of tw o factors. C riter ion-re lated va lidity w as a lso exam ined by using them easure

of loneliness as the cr iterion. The results o fMANOVA show ed sign if icant grade and gender d ifference on SOC.

O vera l,l the resu lts suggest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SOC prov ides a reliab le and valid measure of ch ildren. s

Sense of Coherence in Ch inese cultural con tex.t

K ey words: sense o f coherence; reliab ility; va lid ity; con firm atory factor ana 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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