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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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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量表"

<<:c<

#在新兵群体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

采用
<<:c<

%抑郁自评量表和焦

虑自评量表对随机抽取的
!#+(

名男性新兵进行问卷调查!

2

周后对随机抽取的
*#0

人进行重测$结果
!

删除
*

个条目后!保留

23

个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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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一致性
VD&.M8GFa-

'

系数为
()"32

!分半信度经
<

B

@8DL8./_D&N.

校正后为
()"2*

!间隔
2

周的重测信度

为
()+33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测量指标均拟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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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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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残差均方

和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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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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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适配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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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准适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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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

拟合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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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规准适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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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适配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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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与抑郁严重指数和焦虑得分

均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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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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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兵群体中信效度良好!可用于评估新兵的情绪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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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是觉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情感#并利用这

些信息指导个人思维和行动的能力'

!

(

#是成功应对环境需求和

压力的能力#对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

2

(

$研究发现#情绪智力

量表作为美国空军新兵的筛查工具效果非常明显#每年大概能

节约
*((

万美元左右'

*

(

$刘艳梅等'

1

(和徐雷等'

3

(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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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情绪智力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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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国内#但均未用于新兵'

+

(

$新兵作为一个特殊群

体#若不能及时适应部队的生活和训练#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

题$为完善征兵心理检测系统#提高新兵心理卫生服务质量#

本研究将
<<:c<

应用于新兵群体#检验其信度和效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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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2(!1

年
!!

月运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对某部秋

季入伍的所有男性新兵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前征得所有新兵的

知情同意$共发放问卷
!"#0

份#回收
!0#0

份#剔除无效问卷

后保留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

$新兵年龄

!#

!

21

岁#平均!

!0)#!W!)1!

"岁$其中#汉族
!+1(

名

!

"*)2>

"#少 数 民 族
!2(

名 !

+)0>

")独 生 子 女
30!

名

!

**)(>

"#非独生子女
!!+"

名!

++)1>

"#缺失
!(

名!

()+>

")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20#

名!

!+)*>

"#高中!含中专"

!!10

名

!

+3)2>

"#大学及以上
*!1

名!

!#)0>

"#缺失
!!

名!

()+>

")生

源地%农村
0*3

名!

1#)1>

"#城市
"23

名!

32)+>

"$

?)@

!

工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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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

年编制#最初含

有
+2

个条目#后经分析最终得到
**

个条目#其中
*

个条目!

3

*

20

*

**

"反向计分$量表包括
*

个因子%情绪评价和表达*情绪

调节#以及情绪运用$

d'

K

.8G

等'

#

(认为#其中有
3

个条目!

+

*

0

*

!"

*

2!

*

2+

"无法识别#另外
20

个条目分为
*

个因子#

(

情绪评

价和表达包括
!!

个条目%

!

*

3

*

"

*

!!

*

!3

*

!0

*

22

*

23

*

2"

*

*2

*

**

)

)

情绪调节包括
!*

个条目%

2

*

*

*

1

*

!(

*

!2

*

!*

*

!1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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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

*!

)

*

情绪运用包括
1

个条目%

#

*

!#

*

2(

*

2#

$本研究对

20

个条目的
<<:c<

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首先#两名双语心

理学专家将
<<:c<

翻译成中文#再由另外两名双语心理学专

家回译$经过反复多次翻译与回译#最终确定
<<:c<

中文版$

统计指标为各个因子和总量表的得分#分数越高#表明情绪智

力水平越高$!

2

"抑郁自评量表!

-@CJ/D8E'.

K

%@

B

D@--'&.-G8C@

#

+"**

重庆医学
2(!+

年
0

月第
13

卷第
21

期

&

基金项目%全军-十二五.医药卫生科研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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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心理卫生应用性科研课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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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十

二五.计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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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2(

个条目#其中
!(

个条目反向计分#采取四级评分

方式'

0

(

$本研究统计指标为抑郁严重指数#即所有条目之和除

以
0(

$!

*

"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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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含
2(

个条目#用于评定个体焦虑的主观感受'

0

(

$统计指标为焦虑粗

分#即所有条目之和$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4

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
;@8D-&.

积差相关分析*探索

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分析和分半信度分析$采用
5/

L&-!#)(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项目分析
!

样本共计
!#+(

名#其
2#>

的人数为
1#3

名$

量表
*

个条目反向计分后计算量表总分#把总分分别按照从低

到高和从高到低排序#在第
1#3

位的人的得分分别为
"0

和

!!+

#分别将小于或等于
"0

分和大于或等于
!!+

分的人划分为

2#>

的低分组!

1"(

名"和
2#>

的高分组!

1""

名"$高分组和

低分组在所有条目的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3

"$

根据相关矩阵和题总相关筛选条目#删除低于
()2(

和题总相

关系数低于
()*(

的条目$结果发现#

?3

*

?20

*

?**

与其他条

目的相关系数低于
()2(

#

?3

和
?20

的题总相关系数低于
()*(

!分别为
()!2(

和
()2"+

"#其他
23

个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3*+

!

()#1!

$因此#删除
?3

*

?20

和
?**

#保留
23

个条目继

续分析$

@)@

!

效度分析

@)@)?

!

验证性因素分析
!

对保留的
23

个条目进行三因子模

型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见图
!

和表
!

$

所有条目的因子负荷在
()3!

!

()#3

$由于样本量较大!

!#+(

名"#全量表的卡方&自由度!

"

2

&

:

6

"为
")0+(

#明显偏大#因此

不能根据卡方自由比准则判断模型的拟合情况#而应根据拟合

指数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模型主要拟合指数见表
!

#各项测

量指标均拟合良好 '

"

2

&

:

6

X")0+(

#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

676

"

X()(*3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67<:5

"

X()(#!

#

适配度指数!

dOc

"

X()0#0

#调整后适配度指数!

5dOc

"

X

()033

#规准适配指数!

Ôc

"

X()000

#增量拟合优度!

cOc

"

X

()0"0

#非规准适配指数!

?]c

"

X()00#

#比较适配度指数

!

VOc

"

X()0"0

($

图
!

!!

<<:c<

在新兵中的二阶三因子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
!

!!

<<:c<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项目
"

2

&

:

6

@ST 8@ST IST TST G)T ?ST D=$U8 D=D

情绪评价和表达
!*)+(# ()"3* ()"22 ()"*# ()"1! ()"22 ()"1! ()(03 ()(*3

情绪调节
!*)##" ()"*! ()"(( ()"2" ()"*1 ()"!" ()"*1 ()(03 ()(*2

情绪运用
3)31+ ()""# ()"03 ()""1 ()""3 ()"03 ()""3 ()(3! ()(!!

全量表
")0+( ()0#0 ()033 ()000 ()0"0 ()00# ()0"0 ()(#! ()(*3

@)@)@

!

<<:c<

各因子及全量表得分与校标间的相关分析
!

;@8D-&.

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c<

各因子间得分的相关系

数!

3

"为
()##+

!

()010

#各因子与全量表得分的
3

为在
()0#(

!

()"++

)各因子分和全量表得分与抑郁严重指数的
3

为
$()3(!

!

$()*32

#与焦虑得分的相关系数为
$()*#"

!

$()23*

!

!

"

()(3

"$

@)A

!

信度分析
!

对
23

个条目的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见表

2

$分量表和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VD&.M8GFa-

'

系数在

()#++

!

()"32

#条目间平均
3

在
()12#

!

()101

#分半信度经

<

B

@8DL8./_D&N.

公式矫正后在
()#+#

!

()"2*

#间隔
2

周的重

测信度为
()31(

!

()+33

$

表
2

!!

<<:c<

的信度分析结果&

'X!#+(

(

项目
VD&.M8GFa-

'

分半

信度

重测

信度

条目间

平均
3

情绪评价和表达
()0+# ()0+3 ()+2" ()12#

情绪调节
()"!0 ()"(* ()+(! ()101

情绪运用
()#++ ()#+# ()31( ()1+1

全量表
()"32 ()"2* ()+33 ()111

A

!

讨
!!

论

!!

在
d'

K

.8G

等'

#

(的理论基础之上#本研究将
<GFHEE@

等'

+

(编

制的
<<:c<

应用于新兵群体#检验其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

用的初始问卷共
20

个条目#经过项目分析#删除条目间相关或

题总相关系数过低的
*

个条目!

?3

*

?20

和
?**

"$通过验证性

因素分析检验
d'

K

.8G

等'

#

(的理论模型#结果发现全量表和
*

个因子的模型拟合指标
dOc

*

5dOc

*

Ôc

*

cOc

*

?]c

*

VOc

均大于

()03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c<

各因子间及与全

量表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

个因子与全量表的相关!

()0#(

!

()"++

"均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

()##+

!

()010

"#说明该量表

的因子间既有相互联系#又保持相对的独立#表明本量表的区

分效度良好'

"

(

$

到目前为止#在已有文献中#用于情绪智力量表的校标效

度量表较多$

<GFHEE@

等'

+

(发现#情绪智力得分与多伦多述情

障碍问卷*元情绪智力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得分均有中高等程

度的负相关$

V'8DD&GF'

等'

!(

(采用自尊量表*特质焦虑问卷*社

会支持问卷和面孔识别任务作为情绪智力量表的校标效度#结

果发现#情绪智力与自尊*社会支持和面孔识别均有显著正相

关#而与特质焦虑有中低等程度的负相关$本研究采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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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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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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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

为
<<:c<

的校标效度量表#结果发现#本量表各个因子

以及全量表得分与抑郁和焦虑均有中低等程度的负相

关!

$()3(!

!

$()23*

"#说明
<<:c<

的校标效度较好$

对美国人群的研究发现#

<<:c<

!

**

个条目"的内部一致性

为
()0#

#

2

周后的重测信度为
()#0

'

+

(

$已有研究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本研究的信度分析结果显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和分半信度均在
()"(

以上#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为
()+33

$

各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亦均达测

量学要求#说明
<<:c<

在新兵中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发现#

<<:c<

在新兵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能作为评估新兵情绪智力的工具$然而#本研究存在以下

几点不足$!

!

"已有研究表明#女性的情绪智力水平明显高于

男性'

!!

(

#而本研究对象全部为男性新兵#无法比较情绪智力水

平在新兵群体中的性别差异$!

2

"本研究中的
<<:c<

无反向

计分条目#建议将来继续深入研究时增加反向计分条目#以提

高量表质量$!

*

"

<<:c<

是用于评估特质情绪智力的自评量

表#可能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情绪智力#建议未来在评估情绪

智力时结合使用特质情绪智力和信息加工情绪智力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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