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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的信效度研究 

刘丽荣 甄 龙 徐改玲 徐广明 

【摘要】目的 对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i~ational belief scale of middle—school student)用于河南中学生 

的信效度检验，以推广该量表的使用及对中学生非理性信念的关注。方法 对河南省 6个市的 6所城市中学 

和 8所农村中学的903名学生进行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的评定 ，对其中的 100名学生间隔两周进行重测 ，并 

在医院门诊收集33例焦虑或抑郁障碍患者测评该量表。结果 项目分析中40个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性 r 

=0．236—0．605，P=0；信度检验中Cronbach系数为0．701—0．903，重测相关系数r为0．611～0．673，P=0； 

内容效度中各项目与其维度分、各维度分与总分相关性 r=0．402～0．716，P=0；区分效度中常模儿童与 33名 

患病儿童的量表维度分及总分比较，t=3．089～3．632，P=0。结论 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适用于对河南中 

学生非理性信念的评估。 

【关键词】 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 信度 效度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256(2013)01-0024-04 

ReHabf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Irrational Belief Scale of Middle—School Student．LIU Lirong，ZHEN 0， ，XU Gailing， 

et a1．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fin 3002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Irrational Belief Scale of Middle—School Student in Henan 

province，and to popularize the scale．M ethods In 6 citiess and 8 towns of Henan province，903 middle—school students comple· 

ted the Irrational Belief Scale of Middle—School Student．After two weeks．100 students were remeasured．33 mental disorders 

students were recruited．Results The Cronbach coefficient of the scale was 0．701～0．903：The test—retest coefficient was 0．61 1 

～ 0．673，P=0；In content validity，coefficient were r=0．402—0．716，P=0；In distinguish validity t=3．089～3．632，P =0． 

Conclusion Th e Irrational Belief Scale of Middle—-School Student was applicable to assess the middle——school students of Henan 

province． 

【Key words】 The Irrational Belief Scale of Middle—School Student Reliability Validity 

非理性信念是指缺乏经验支持、与现实不相 

符合的信念或思想，是对 自己、对他人、对周围的 

环境及事物的绝对化要求和歪曲的看法，主要是 
一 种认知问题_1 J。有报道 l3 J，焦虑、抑郁、适应障 

碍及强迫障碍或状态及人格问题等都与信念的非 

理性有内在的联系。中学生正处于各种观念发 

展、形成中，情绪问题多发，精神障碍及相关问题 

13益增多，为此，2006～2007年肖汉仕、苏林雁 

等H 在湖南编制了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但由 

于目前对青少年非理性信念问题的关注不够，该 

量表的使用和相关研究均较少。本研究旨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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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学生中对该量表进行研究，并检验信效度，现 

报道于后。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1年4月 ～2012年 5月在河南省 

6个市的城市和农村的中学采样，按地域及经济 

水平选地区，在每一地区选择教学水平居中的城 

市中学，在发展水平中等的乡镇抽取农村学生。 

样本来 自河南焦作孟州市、郑州市、漯河市、商丘 

市、南阳市及信阳市的6所城市初中中学和 8所 

农村初中中学，发放问卷 1000人，农村 530名，城 

市470名，剔除不合格者，获有效样本 903名，回 

收率90．3％，其中男 491名，女412名，年龄 11一 

l6岁，平均年龄为(13．73±0．91)岁，组成常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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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期在天津市安定医院青少儿科、河南省精 

神病院儿科和舞阳县康复医院门诊收集 11—16 

岁焦虑、抑郁障碍、适应障碍的青少年 33名，均再 

由调查组的精神科主任医生根据 DSM—IV即时 

诊断确诊，为病例组。 

1．2 方法 

1．2．1 工具 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Irrational 

Belief Scale of Middle—School Student)，该量表由肖 

汉仕、苏林雁等根据非理性信念的理论研究成果并 

参考相关量表编制。编制时对 40O名中学生的有 

关非理l生观念进行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建立条 目 

库，经多次测评，最终形成 由4o个条 目组成的量 

表，包括欲求绝对性、感知歪曲性、思维非理性、应 

付非理智型4个分量表，采用5级评分，很赞成记4 

分，比较赞成记 3分，说不定记 2分，比较反对记 1 

分，很反对记0分，分数越高表明信念的非理性程 

度越严重。在湖南城乡737名中学生中进行信、效 

度检验，信效度均好。 

自编人口资料调查问卷，由儿童填写，包括被 

调查者的姓名、性别、年龄、学习成绩及户籍。 

1．2．2 调查方法 调查由5名儿童精神科住院 

医师实施，2名主任医师指导。调查前系统学习 

并掌握调查的方法和技巧，同时对调查过程中可 

能涉及到的名词、术语、概念作了准确的规定，对 

调查步骤作了详细地说明。调查者在调查前宣读 

指导语，向被调查者解释研究意义，并说明所有调 

查资料均保密，以消除其顾虑，能如实作答。调查 

过程中不施加任何影响，学生填好后当场收回。 

答卷时被调查者如有不懂，研究者以中性的态度 

给予解释。医院病例由所在医院的调查协作者实 

施，量表和问卷现场填写并收回。 

1．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6软件包进行 。 

检验 (性 别、年 龄 分 组 )、独 立 样本 t检 验、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信效度分析等，显著性水 

平取 a=0．05(双侧检验)。 

2 结 果 

2．1 常模的一般情况分布 所查中学数量农村 

(53％)稍高于城市(47％)，符合目前河南的城乡 

人口比例现状。农村儿童父母职业多为农民或工 

人(82．6％)，文化程度多为中学毕业，城市儿童父 

母职业多样，文化程度以大中专居多(68．9％)，家 

庭经济状况多居中等水平(66．5％)，可代表河南 

省一般情况。 

2．2 常模儿童的年龄、性别分布 

2．2．1 不同年龄组各分量表及总分比较(见表 1)。 

表 1 不同年龄组各分量表及总分比较( ±s) 

由表 1显示，两组的量表总分及各分量表分 2．2．2 年龄与量表分的相关性(见表2)。 

均无差异。 



表2 年龄与量表分的相关性 

四川精神卫生 2013年第26卷第 1期 

由表2显示，年龄与量表分无相关性。 2．2．3 不同性别各分量表及总分比较(见表3)。 

表3 不同性别各分量表及总分比较( ±s) 

由表 3显示，不同性别的各量表分及总分均 

无差异。 

2．3 项目分析 40个项 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性 

r=0．236—0．605。P =0。 

2．4 信度 一致性信度(Cronbach~系数)：各项 

目内部一致性为 0．903；各维度内部一致性，感知 

准确性为0．757，思维合理性 0．778，欲求可能性 

0．701，应付理智性0．753。 

在舞阳县和唐河县抽取 100名间隔半个月后 

重测，结果重测前后量表维度分及总分的相关系 

数 r为0．611～0．673，P=0，相关性均好。 

2．5 效度 内容效度：各项 目与其维度分 r= 

0．436～0．686，P=0，各维度分与总分 r=0．402～ 

0．716，P=0。 

区分效度：将常模儿童与33名患病儿童的量 

表维度分及总分进行比较，病例组的分值均高于 

常模组，差异有显著性(见表4)。 

表4 病例组与常模组之间■表评分比较(：±s) 

3 讨 论 

本研究同时兼顾地域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选 

择研究地点，常模的人口比例及家庭状况符合 目 

前河南的一般状况，故研究人群可代表河南省的 

中学生。因为精神障碍或情绪问题相关的非理性 

信念往往区域差异不大，具更多共性，并且以往相 

关研究也无区分城市农村 ，故本研究城市和农 

村中学生一同进行。 

本研究人群男女性别上量表分无差异，非理 

性信念性别研究较少，国外一项研究发现非理性 

信念的性别特征并不明显 J，与本研究有一致性。 

其次，研究中不同年龄段间的量表分也无差 

异。非理性信念的年龄特征的研究也较少，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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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研究发现年轻病人和年老病人的非理性信念 

没有区别 J，该研究对象尽管不是中学生，也说明 

非理性信念的年龄差异可能不明显。 

非理性信念的认知事件调解着各种各样的情 

感和行为障碍，认知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非理性信 

念的形成和发展。而一般认为中学生男女性别差 

异往往在情感、行为特征上，很少提及认知的差 

异 ，可能因为中学生年龄相差不大，而生活环境 

接近，这也许是未出现年龄差异的一个原因。 

该量表在性别、年龄特征上基本符合非理性 

信念的特征；项 目分析各项 目与总分相关性均较 

好，说明量表各条 目区分度好；内部一致性为 

0．903；各维度 内部 一致性，Cronbach S系数 为 

0．707～0．903之间，均在0．7以上，说明各项目内 

部一致性及各维度内部一致性均较好，说明量表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好；重测信度好，说明本量表有 

较好的时间稳定性；内容效度中各项 目与其维度 

分、各维度分与总分相关性均较高，说明该量表测 

量的内容一致，特异性好。 

区分效度研究中对焦虑、抑郁障碍及适应障碍 

中学生与常模中学生对比研究，结果量表维度分及 

总分病例组均高于常模组，差异有显著性。与非理 

性的相关理论相一致，国外一项研究比较抑郁障碍、 

焦虑障碍患者与正常人的非理性信念，结果也发现 

前两者得分高于后者 J，与本研究结论一致。 

综上，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可在河南中学 

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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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喻东山主编的“精神疾病临床治疗手册”于 2009年 6 

月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以任何 中、外文教科书 

为蓝本，主要参考近 5年的国外精神病学杂志文献 ，整合 

加工而成，不求全，务求清晰和透澈，只叙述精神分裂症 、 

情感性精神障碍、焦虑障碍、睡眠障碍、物质依赖、阿尔采 

莫氏病和人格解体障碍这七部分，并仅对这七部分的发生 

原理、治疗原理和治疗方法进行详述，与治疗无关的探索 

性研究，一律不提；对医生熟知的临床症状、诊断标准、鉴 

别诊断，一律割去，希望该书成为精神病学教科书的药物 

治疗强化版。30万字，每本定价 25元，邮资 5元(挂号寄 

发)，欲购者请汇款至：210029南京广州路264号南京脑科 

医院 汪春运收，需发票者请注明，款出而一月未收到书 

者 ，务必 与我们联 系，以便查询 ，电话 025—83700011— 

6219，电子邮箱 yds1960@163．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