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人与人之间随时进行着

信息的沟通和物质品的交换，通过这种动态的相

互作用人们之间形成情感联系，即通常所说的人

际关系。人际关系的质量对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技

能、自我意识、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

响[1,2,3]；青少年应该具有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否

则就难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进一步影响

其社会适应[4]。因此人际交往能力对青少年的成长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青少年必须将人际交

往能力的发展作为在青年期完成的发展课题之一。
对于人际交往能力的测量，心理学家经常使

用社交测量法、参照测量法、贝尔斯测量法和自

陈式量表法等。国内近几年也有一些测量人际关

系的量表出现，常见的有郑日昌在其主编的《大

学生心理诊断》一书中提供的“人际关系综合诊

断量表”，属于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诊断问卷，与

人际交往能力的测量是有区别的。Buhrmester 指

出,人际关系能力是个体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如与

父母、亲密朋友、配偶或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5]。
在 此 基 础 上 ,他 编 制 了“人 际 关 系 能 力 问 卷”

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在多民族混合学校的适用性

———基于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 *

摘 要：目的：探析王英春、邹泓等编制的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
naire） 在多民族混合地区学生中的适用性。方法：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

州随机抽取了 3 所民族混合中学，共 550 名学生统一做答人际交往能力问卷。采用 SPSS16.0
和 Liserl8.70 进行信效度分析，并对结构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量表具有较好

的鉴别力，决断值 CR 检验显著 （p=0.000<0.001）；交往动力、交往认知、交往技能三个分

量表的克隆巴赫 系数分别为 0.702、0.846、0.924，人际交往能力总量表的 系数为 0.937；验

证性因素分析显示三个分量表的因子拟合较好。结论：人际交往能力问卷在多民族混合地区

的中学生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用于多民族混合地区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
关键词：多民族混合学校 中学生 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心理测量学研究

杨 玲 张红红

作者简介：杨 玲，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教授、西北少数民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
张红红，甘肃平凉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09 级研究生，从事人格与心理健康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9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提高西北地区多民族混合学校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实

证研究》 DMA090306 的部分研究成果。

社会心理科学 第 26 卷 总第 121 期 2011 年第 3 期 总第 287 页 ·应 用 研 究·

31



表 1 人际交往能力问卷项目区分度分析表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Ⅰ,Ⅱ,Ⅲ分别代表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分问卷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ICQ），并用

其考察了大学生和青少年的人际关系能力[6]。后来

王英春、邹泓等对此量表进行了修订并用于对初

中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问卷共 35 个项目,包
括发起交往、提供情感支持、施加影响、自我袒

露和冲突解决等五个维度，但是此问卷主要是对

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的测量，对于从总体上研究

多民族混合地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力不太适合。
近年来，王英春、邹泓等编制了“人际交往能力

问卷”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包括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三个分问卷，

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7]。但是以上信效度的测量

主要是在汉族地区青少年中得到的，并且只用于

对汉族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关于人际交往能力测量

的有效工具还是比较少，尤其是用于对民族青少

年的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更少，本文用“人际交

往能力问卷”对民族混合地区的青少年的人际交

往能力进行施测，探讨本问卷在民族混合地区青

少年中的适用性，以为民族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

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

自治州随机抽取了 3 所中学，包括初一、初二和

高一、高二年级，发放问卷 550 份，回收有效问

卷 514 份 ， 回 收 率 94% ， 其 中 汉 族 205 人

（39.9%），回族 101 人 （19.6%）， 藏 族 140 人

（27.3%），东乡族 68 人 （13.2%）；男生 261 人

（50.8%），女生 253 人 （49.2%）； 初 中 311 人

（60.5%），高中 203 人 （39.5%）。

2.2 研究工具

王英春、邹泓编制的“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包括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三个分问卷，

共 62 个题项。交往动力分问卷包括交往欲望和主

动性两个维度；交往认知分问卷包括交往重要性

认识、交往原则认识和交往知识认识三个维度；

交往技能分问卷包括沟通能力、提供支持能力、
影响能力、情绪能力和适应能力五个维度。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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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5 点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分别记做“1”~“5”分，计算各维度的平均分,
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水平越高。

2.3 数据的统计

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问卷的项目分

析、相关分析和信度分析；Liserl8.70 软件进行结

构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人际交往能力问卷的项目分析

将交往认知问卷、交往动力问卷和交往技能

三个分问卷的总分分别按高低得分排序，分别取

其前 27%作为高分组，后 27%作为低分组，将两

者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三个分问卷极端组之间比

较的差异值，即决断值 （CR） 检验达到了显著

（p<0.001），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鉴别力，可以做

进一步分析。

3.2 结构效度

3.2.1 因子与各分问卷的相关

因子与总分之间、各分问卷间以及与问卷总

分的相关见表 2。

表 2 各分问卷与各因子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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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Ⅰ,Ⅱ,Ⅲ分别代表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分问卷

表 3 各分问卷与总问卷的相关距阵

在相关分析中，交往动力分问卷中，题项

7，11 和 12；交往认知分问卷中题项 8，18；交

往技能分问卷中题项 3，13 与各分问卷的相关介

于 0.343～0.386 之间，低于 0.4，但都达到了显著

性水平 （p<0.001）；各分问卷的因子之间的相关

保持在中等程度，且相关系数低于与问卷总分的

相关，说明因子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各因子能

较好地反映问卷所要测量的内容。由表 3 可以看

出，各分问卷之间的相关低于与问卷总分的相关，

且达到了显著 （p<0.001），由此可见，人际交往

能力问卷能较好的反映所要测量的内容，有较好

的同质性。
3.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 Liserl8.70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如表 4。
由表 4 可以看出，各分问卷的拟合情况较好。

3.3 人际交往能力问卷的信度

通过克隆巴赫 系数对问卷的一致性信度进行

分析，结果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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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分问卷各项拟合度指标

注：Ⅰ,Ⅱ,Ⅲ分别代表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分和交往技能分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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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一所初中调查的

过程中，我们发现同学们对有些题项的理解不是

很清楚，比如青少年人际交往问卷一中第 2 题

“我会积极主动发起与别人的交往”，中的“发起”
一词，大家觉得有点抽象，并且与“主动”一词

有点语义的重复，对此我们将该词删掉；所以题

项 12 也修改为“我比较内向，不会主动与人交

往”。题项 13“与人交往可以让我们避免孤独”
中的“避免”改为“逃避”。题项 17“我会主动

与刚刚认识的一个朋友进行交谈”，这句话的语义

有点歧义，所以后来改为“我会主动与刚认识的

人进行交谈”。将青少年人际交往问卷二中的题项

21，“我能清楚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中的“阐述”
改为“表达”，使得初中生在理解上更容易。

4.2 项目分析中，决断值检验都较好的达到了

显著 （p<0.001），CR 介于 7.484～16.532 （>3.00）
之间，可以看出，题项具有较好的鉴别力。

通过条目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反向

计分的题项与问卷总分的相关介于 0.343～0.386
之间，虽然达到了显著，但相关较低，这可能是

由于题目数量比较多，学生在做题的过程中习惯

了正向题，所以对反向题的反应不是很好。分问

卷各维度与问卷总分的相关介于 0.720～0.920 之

间，但是交往动力分问卷中，题项 7、11 和 12，

交往动力分问卷中题项 8、18，交往技能分问卷

中题项 3，13 与各分问卷总分的相关介于 0.343～
0.386 之间，低于 0.4，相关不太高。各分问卷之

间的相关低于与总问卷的相关系数，即人际交往

能力问卷能较好地反映所要测量的内容。
4.3 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交往动力、交往

认知和交往技能三个分问卷的拟合度指数 2/df 分

别为 4.56、3.25 和 2.60，即拟合度比较好。相对

而言，交往技能分问卷的各项拟合度参数都达到

了适宜的水平；交往动力和交往认知分问卷的有

些拟合参数介于 0.85～0.89 之间，但由于本研究

涉及到回族、藏族、东乡族和汉族四种民族，所

以拟合参数可以接受。原有问卷的交往动力和交

往认知分问卷的拟合参数都比较理想，而交往技

能的拟合参数介于 0.856～0.875 之间，这些差别

可能正是由于民族差异所引起的。
4.4 信度分析中，交往动力分问卷的交往欲望

的一致性 系数为 0.489，相对较低，但是如果删

除个别题项的话，此维度的一致性系数反而降低，

另外考虑到民族的多样性，予以保留。其他各维

度的一致性系数介于 0.540～0.818 之间，即都达

到了较好的程度，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

能三个分问卷的一致性系数在 0.702～0.924 之间，

由此可见，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综上所述，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问卷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发现的结构表明，

此问卷具有较好的跨文化一致性。我国是有一个

多民族的国家，而本研究选取的民族只是一部分，

所以在其他民族青少年中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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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 in Multi-ethnic Mixed School
———The Study of Multi-ethnic Mixed School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The investigation is
carried out among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androgyny,
undifferentiation and unisexuality account for about
one- third. The androgyny instead of single gender is
the new trend of the gender role development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phenomenon of
unisexuality is also very common. Compared to aboard,
the androgynous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advanced to puberty. Some major life events ask for
higher demands on individual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spawns a large number of the
androgynous and reduces the undifferentiat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year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senior middle school. These two grades are
probably the important phase for the both development
of androgyny and the inhibition of undifferentiation.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sexuality among femal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e
males.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 gender role,
androgyny, undifferentiation , unisex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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