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范生就业心理问卷的结构及信效度检验
刘　 文１，聂　 莉１，张敏强２，陈玲丽３，周　 凡１，王佳莎１

（１．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２．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３．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４
通信作者：陈玲丽，Ｅ － ｍａｉｌ：８８ｌｉｎｇｌｉ＠ ｓｉｎａ． ｃｏｍ）

【摘要】　 目的　 基于国外对就业心理的理论研究和国内对师范生的调查研究，编制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进行信效度检

验。方法　 采用访谈法获得师范生的就业心理信息并结合文献法对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借鉴和分析后编制题集，利用

探索性因素分析（ＥＦＡ）和验证性因素分析（ＣＦＡ）分别对问卷进行探索和检验。结果　 ①量表共 ２０ 个题项，分为 ３ 个维度，命

名为：就业认知、就业准备、就业期待。②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５。③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拟合度指数（ＧＦＩ）为 ０． ９２５、比较

拟合度指数（ＣＦＩ）为 ０． ９５３、增益拟合指数（ＩＦＩ）为 ０． ９５３、Ｔｕｃｋｅｒ － Ｌｅｗｉｓ指数（ＴＬＩ）为 ０． ９４３ 和近似误差均方根估计（ＲＭＳＥＡ）

为 ０． ０４３。结论　 师范生就业量表具有清晰的结构、良好的信效度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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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２ 年度大中专学

生就业创业研究专项（ＸＪＫ０１２ＢＪＣ０２９）

　 　 １９９９ 年我国对大学实行扩招政策后，自主就业

的政策给大学毕业生带来了就业心理压力，大学生

的就业心理问题开始复杂化。师范生作为大学生中

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就业渠道较窄，面临的就业形

势更加严峻。目前，关于就业心理的研究，可以按照

不同的群体划分为高职学生［１ － ２］、普通大学生［３ － ５］

和研究生［６］的就业心理，还有一部分研究关注特殊

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心理，如家庭贫困学生［７ － ８］、女性

大学生［９ － １０］和农村大学生［１１ － １２］，另外国外的一些

研究关注需要特殊技能的群体，如护士职业［１３ － １４］。

就业心理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原因与对策分析

上［２，１５］，然而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导致很

多研究停留在定性描述阶段。

魏国钦［１６］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就业心理压

力在就业形势与竞争环境方面偏高。白文龙［１７］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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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心理的维度分为认知心理维度、情绪心

理维度和社会心理维度。夏凌翔等［１８］总结了近年

来的研究，认为大学生的就业心理虽然复杂，但其基

本结构是一致和稳定的，可以划分为就业心理倾向、

就业心理素质和就业心态三个维度。

目前，国内外对就业心理尚无统一的定义，对就

业心理结构的划分更是大相径庭，测量工具的不标

准化也导致研究无法深入。本研究认为，就业心理

是大学生对未来职业的一种认知，是对就业的一种

预判，其结构包括三个方面：就业认知、就业准备和

就业期待。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现阶段师范生的特点和社会就业环境的现状，采用

访谈法和文献法，编制了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以期

为有效测量师范生的就业心理及其相关研究提供

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在湖南某师范学院采取以班级为单位的整群抽

样法，共对 ４００ 名大三、大四师范生发放问卷，回收

３１５ 份，删除 ２６ 份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２８９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７２． ２５％。其中男生 ５８ 人

（２０． ０７％），女生 ２３１ 人（７９． ９３％）；师范生 １１７ 人

（４０． ４８％），免费师范生 １７２ 人（５９． ５２％）；本科 １９４

人（６７． １３％），专科 ９５ 人（３２． ８７％）。

１． ２　 问卷编制方法

结合国内外对就业心理的相关理论分析和调查

研究，研究者前期编制了包含 ６０ 个项目的师范生就

业心理量表，使用 １ ～ ５ 分 ５ 级计分：１ 分为完全不

符合，２ 分为比较不符合，３ 分为不确定，４ 分为比较

符合，５ 分为完全符合。问卷回收后，进行探索性因

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信效度检验，针对每

个项目能否准确反映该问卷及所在维度特点做出删

减和修改，最后形成由 ２０ 个项目组成的师范生就业

心理量表。

１． ３　 问卷施测

被试按照自愿原则完成问卷。采用集体纸笔施测

方式，每个班级由２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大三学生

作为主试，主试在测试前宣读说明，在各班级内部现场同

时施测，测试时间为２０ ｍｉｎ，测试结束后及时收回。

１． 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项目

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对问卷进行

ＣＲ值和题总相关检验后，删除鉴别力较差和相关

系数值较低的项目。将所有被试的问卷总评分由高

到低排序，总评分前 ２７％为高分组，总评分后 ２７％

为低分组。再对高低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项

目的 Ｐ ＞ ０． ０５，则表明该项目无法鉴别不同被试的

反应程度，应考虑删除。再进一步考察每个项目与

总评分之间的相关，删除题总相关系数不显著或者

其他相关系数小于 ０． ３ 的项目。

再对问卷剩余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索

问卷的结构。根据 ＫＭＯ值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提供

判断依据，问卷的 ＫＭＯ 值越接近 １，说明变量之间

的共同因素越多。若 ＫＭＯ ＞ ０． ８０，则表明数据很适

合进行因素分析。

信度分析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计算公式为：

ｒｘｘ ＝
Ｋ
Ｋ －( )１ Ｓ２Ｘ － （Ｓ２ｉ）

Ｓ２( )
Ｘ

。

结构效度检验采用 ＡＭＯＳ ２０． ０ 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检验模型的拟合情况。测量学对验证性因

素分析结果的结果拟合度指数（ＧＦＩ）、比较拟合度

指数（ＣＦＩ）和增益拟合指数（ＩＦＩ）的要求是其值在

０ ～ １之间，越接近 １ 则问卷的结构越好。近似误差

均方根（ＲＭＳＥＡ）是度量各个自由度差异的指标，其

值在 ０． ０５ ～ ０． ０８ 具有较好吻合度，０． ０８ ～ ０． １ 被认

为是模型吻合的边缘。

２　 结　 　 果

２． １　 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问卷的因素分析 ＫＭＯ ＝ ０． ８４６，并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均达显著性水平（Ｐ ＜ ０． ０１），表明该问卷

可以进行因素分析。本研究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旋转法采用正交的最大变

异法旋转因素。对项目进行筛选原则如下：①共同

度小于 ０． ４ 的项目予以删除；②问卷中交叉负荷值

较高的项目予以删除；③对于因子项目数不足 ３ 个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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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子予以删除。完成探索性因素分析后，问卷最

后因素分析抽取的维度为 ３ 个，保留项目 ２０ 个。所

有项目的因素负荷值均在 ０． ４ 以上，三个因素的结

构比较清晰明了，总解释量也达到了 ４９． ２６％。其

中维度 １ 主要是师范生对未来就业的一些想法和了

解，命名为“就业认知”；维度 ２ 主要是师范毕业生

为就业所做的准备，包括技能和心理等，命名为“就

业准备”；维度 ３ 主要是师范毕业生对就业现状和

就业环境的期待，命名为“就业期待”。见表 １。

表 １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素负荷矩阵、贡献率及共同度

项　 　 目 就业认知 就业期待 就业准备 共同度

４ ０． ６９５ － － ０． ５４３

５７ ０． ６９０ － － ０． ５０７

５ ０． ６３０ － － ０． ４１０

１３ ０． ６２１ － － ０． ４９４

４５ ０． ６２０ － － ０． ５１６

６ ０． ５５２ － － ０． ４０５

３２ ０． ５３３ － － ０． ３７８

４４ ０． ４３９ － － ０． ３１５

２０ － ０． ７８５ － ０． ６２２

２９ － ０． ７５２ － ０． ６７４

２７ － ０． ６９６ － ０． ５８８

３８ － ０． ６９３ － ０． ５２９

４１ － ０． ５９４ － ０． ３７６

４８ － － ０． ７５０ ０． ５７３

３４ － － ０． ６９８ ０． ５１５

４７ － － ０． ６６８ ０． ４７１

１１ － － ０． ６４９ ０． ４２８

１０ － － ０． ６１０ ０． ５３０

８ － － ０． ５９７ ０． ４５０

９ － － ０． ５６４ ０． ５３１

特征值 ４． ０２１ ３． ０５４ ２． ７８０ －

贡献率 ２０． １０４ １５． ２７１ １３． ９０１ －

累积贡献率 ２０． １０４ ３５． ３７４ ４９． ２７５ －

２． ２　 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所得到的师范生就业

心理问卷共有 ２０ 个项目 ３ 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５ 点
量表计分法。本研究采用以下几个指标：ＧＦＩ、ＣＦＩ、
ＩＦＩ、Ｔｕｃｋｅｒ － Ｌｅｗｉｓ 指数（ＴＬＩ）和 ＲＭＳＥＡ 来评价分

析。本研究所编制的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的验证性

因素分析结果的 ＧＦＩ 为 ０． ９２５、ＣＦＩ 为 ０． ９５３、ＩＦＩ 为
０． ９５３、ＴＬＩ为 ０． ９４３ 和 ＲＭＳＥＡ为 ０． ０４３。

２． ３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内部一致性信度作为
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的信度指标，对数据进行分析

后得到整个工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８５０，就业
认知维度为 ０． ８１８，就业期待维度为 ０． ７８６，就业准
备维度为 ０． ７８１。

２． ４　 效度检验

散点图显示，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总评分与各

维度评分相关性较高，维度之间相关性较低。

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均

达到 ０． １０ ～ ０． ６０ 的区间水平，各个维度之间既有相
关也具有各自的独立性。而总量表和各个维度之间

的相关性也都达到了 ０． ３０ ～ ０． ８０ 的区间水平，各维
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性较高。见表 ２、图 １ ～图 ６。

表 ２　 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各维度之间及总量表的相关矩阵

项　 　 目
相关系数（ｒ）

就业认知 就业期待 就业准备

就业期待 ０． ４１９ － －

就业准备 ０． ４８９ ０． ４９７ －

总量表 ０． ８１６ ０． ７２８ ０． ８５３

图 １　 就业认知与总量表分的散点图

图 ２　 就业期待与总量表分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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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就业准备与总量表分的散点图

图 ４　 就业认知与就业期待的散点图

图 ５　 就业认知与就业准备的散点图

图 ６　 就业期待与就业准备的散点图

３　 讨　 　 论

本研究根据国内外研究和访谈的分析，编制得

到的量表共 ２０ 个项目，分为三个维度：就业认知、就

业准备和就业期待。通过对初始问卷的验证性因素

分析，该量表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性。其中 ＧＦＩ、

ＴＬＩ、ＣＦＩ 和 ＩＦＩ 均大于 ０． ９０，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ＲＭＳＥＡ为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也属于比较好的模型吻

合。这都说明本研究编制的量表结构模型比较好，

量表能够作为测量师范生就业心理的工具在研究中

使用。验证了就业心理三个因素的划分是正确的。

量表编制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经多次修改和施

测再修改，目的在于验证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在师范生就业指导工作中，可以根据师范生就业心

理的测评结果，针对就业认知、就业准备和就业期待

三方面实施指导。针对就业认知，可在师范生就业

前通过一些就业讲座增强学生对就业的认识。在就

业指导中，学生应该从进入大学就开始为就业做好

准备。在就业期待方面，通过在就业辅导中调整就

业期待以减轻就业压力，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各个维度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 ７８１ ～ ０． ８１８，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达到了 ０． ８５０。在师范生就业心

理量表的信度上，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总体较高，可以

验证问卷各个项目都具有良好的可信度。由于第

三个维度的题项数目相对前两个维度少，所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系数略低。由此可以说明量表的信度

良好，结构稳定可靠，符合测量标准。

在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中，通过查阅文献、访谈

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得到项目题集，各个项目都来自整

理的文献资料和访谈，并且邀请心理学专家对问卷进

行审阅，并对问卷用词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做出评价和

考核，确保了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对于量表的

结构效度是通过计算量表总评分和各个维度之间的

相关性以及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来进行验证的，根

据心理学家 Ｔｕｋｅｒ的观点，结构良好的问卷它的每个维

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应该保持在 ０． １０ ～０． ６０，总评分和

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应该维持在 ０． ３０ ～０． ８０［１９］。

由表 ２ 可知，量表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均达到

０． １０ ～ ０． ６０ 的区间水平，各个维度之间既有相关性

也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总量表和各个维度之间的相

关性也都达到了 ０． ３０ ～ ０． ８０ 的区间水平，相关系数

比较高。这也说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本研究编制的量表虽然可以作为标准化的师范

生就业心理测量工具，但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

完善。如师范生就业心理量表的维度对很多潜在的

就业心理因素没有涉及，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分析。

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改进，使结构更加完善，以期为

更有效地测量师范生的就业心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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