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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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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法是教育研究中广泛采用的一种调查方法，根据

调查目的设计的调查问卷是问卷调查法获取信息的工具，其质

量高低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适用性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保证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在形成正式问卷之

前，应当对问卷进行试测，并对试测结果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筛选问卷题项，调整问卷结构，从而提高问卷的

信度和效度。信度和效度分析的方法包括逻辑分析和统计分

析，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一、信度分析

信度 1234/,5/4/’6）即可靠性，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

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指标多以相关系

数表示，大致可分为三类：稳定系数（跨时间的一致性 7，等值

系数（跨形式的一致性）和内在一致性系数（跨项目的一致

性）。"#信度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8 重测信度法

这一方法是用同样的问卷对同一组被调查者间隔一定时

间重复施测，计算两次施测结果的相关系数。显然，重测信度属

于稳定系数。重测信度法特别适用于事实式问卷，如性别、出生

年月等在两次施测中不应有任何差异，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兴

趣、爱好、习惯等在短时间内也不会有十分明显的变化。如果没

有突发事件导致被调查者的态度、意见突变，这种方法也适用

于态度、意见式问卷。由于重测信度法需要对同一样本试测两

次，被调查者容易受到各种事件、活动和他人的影响，而且间隔

时间长短也有一定限制，因此在实施中有一定困难。

!8 复本信度法

复本信度法是让同一组被调查者一次填答两份问卷复本，

计算两个复本的相关系数。复本信度属于等值系数。复本信度

法要求两个复本除表述方式不同外，在内容、格式、难度和对应

题项的提问方向等方面要完全一致，而在实际调查中，很难使

调查问卷达到这种要求，因此采用这种方法者较少。

#8 折半信度法

折半信度法是将调查项目分为两半，计算两半得分的相关

系数，进而估计整个量表的信度。折半信度属于内在一致性系

数，测量的是两半题项得分间的一致性。这种方法一般不适用

于事实式问卷 1如年龄与性别无法相比 7，常用于态度、意见式

问卷的信度分析$。在问卷调查中，态度测量最常见的形式是 %
级李克特 1 9/-3&’ 7量表。进行折半信度分析时，如果量表中含有

反意题项，应先将反意题项的得分作逆向处理，以保证各题项

得分方向的一致性，然后将全部题项按奇偶或前后分为尽可能

相等的两半，计算二者的相关系数（&))，即半个量表的信度系

数），最后用斯皮尔曼 $ 布朗（.:3,&;,< $ =&>?<）公式：

求出整个量表的信度系数 1 &’’ 7。
@8 %信度系数法

A&><5,B) % 信度系数是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其公式

为：

其中，C 为量表中题项的总数， 为第 / 题得分的题内方差，

为全部题项总得分的方差。从公式中可以看出，%系数评价的

是量表中各题项得分间的一致性，属于内在一致性系数。这种

方法适用于态度、意见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二、效度分析

效度 1D,4/E/’6）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

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效度分为三种类型：内容效度、

准则效度和结构效度。效度分析有多种方法，其测量结果反映

效度的不同方面。常用于调查问卷效度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以下

几种。

*8 单项与总和相关效度分析

这种方法用于测量量表的内容效度&。内容效度又称表面

效度或逻辑效度，它是指所设计的题项能否代表所要测量的内

容或主题。对内容效度常采用逻辑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评价。逻辑分析一般由研究者或专家评判所选题项是否

“看上去”符合测量的目的和要求。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单项与总

和相关分析法获得评价结果，即计算每个题项得分与题项总分

的相关系数，根据相关是否显著判断是否有效。若量表中有反

意题项，应将其逆向处理后再计算总分。

!8 准则效度分析

准则效度又称为效标效度或预测效度。准则效度分析是根

据已经得到确定的某种理论，选择一种指标或测量工具作为准

则 1效标 7，分析问卷题项与准则的联系，若二者相关显著，或者

问卷题项对准则的不同取值、特性表现出显著差异，则为有效

的题项。评价准则效度的方法是相关分析或差异显著性检验。

在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准则往往十分困

难，使这种方法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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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 公 英 开 花 了

"丁桂花

初夏的一天，我早起晨练，慢跑在郊外的田间小路上。突

然，我眼前一亮：啊，蒲公英！我小的时候，对蒲公英太熟悉了，

放学后经常与小伙伴一起来到田野拿蒲公英进行放飞比赛，但

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里的孩子，野外活动的机会很少，还真难

见上蒲公英。记得在去年冬天我上《植物妈妈有办法》（二年级

上学期）这一课的时候，问学生：“谁见过蒲公英？”大家纷纷举

起了手，开始我十分高兴，可当学生说“我们是在图画和电视中

见的”时，我的心凉透了，我们的孩子认为图上和电视上见了就

算见了，这样下去，怎么了得，将来何以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

界？可当时是大冬天，我也无法弄到实物的蒲公英给学生观

察。那一节课，尽管运用多媒体演示了蒲公英妈妈传播种子的

过程，但在我心里一直留有遗憾——— 让学生们看看真的蒲公英

该有多好呀。现在见到了活生生的蒲公英，我特别高兴，小心翼

翼地把她连根挖起，停止了晨练，拿着她径直回到了学校。一上

课，我拿出那棵蒲公英：“同学们，这是什么？”大家齐声说：“蒲

—公—英’ ”我把成熟了的蒲公英种子摘下，一吹，她轻轻飘

去。同学们看了，兴高采烈。我宣布：“今天先不上《丑小鸭》，咱

们一起来重新学习《植物妈妈有办法》的第二段。”老师话音刚

落，学生们就齐声背诵：“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把它送给

自己的娃娃。⋯⋯”孩子们边背诵，我边散放蒲公英的种子，让

她随风飘走。学生们背了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有感情。我觉

得同学们今天的背诵是那么流畅，那么自然，听得出，它们的理

解是那么透彻那么到位，这时候老师的每一句引导和解释都显

得苍白而多余。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不要让学校的大门把儿童的意识跟

周围的世界隔绝开来。”语文学习更是这样，语言来自生活来自

社会，脱离了生活和自然，机械地教书，那就会越教越无味，越

教越死，学生也就越学越没兴趣。语文老师要打破“靠嘴教书”

的老观念，开放语文课堂，把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形形色色

的鲜活材料引进课堂，让学生尽情地观察、体验，从而感受形

象，体会情感，进而去学习语言发展语言，这才是提高语文教学

质量促进学生发展的有效途径。现在，老师们大都比较重视多

媒体辅助教学，重视课件制作，力图为学生创设一些直观形象

的图景，我认为这虽比空口教书好，但这仅仅是些“准现实材

料”，它离现实生活和大自然尚有一段距离，学生真正喜欢的还

是真实而鲜活的素材。“准现实”和“现实”材料性质不同，使学

生产生的兴奋度大不一样，所激起的情感更是两个层次，前者

就像隔靴搔痒，蒙着一层塑料薄膜看东西，不能直闻其香直观

其色，不能叫人动心动情。

其实鲜活的材料俯拾皆是。只要我们运用新课程教学理念

来审视语文教学，用科学的认知规律来对待学生的语文学习过

程，我们所有语文教师的眼前就会经常地一亮：“蒲公英开花

了’ ”

(作者：山东省昌邑市奎聚街办南隅小学 )
(责任编辑：刘延梅 )

&* 结构效度分析

结构效度是指测量结果体现出来的某种结构与测值之间

的对应程度。结构效度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有的学

者认为，效度分析最理想的方法是利用因子分析测量量表或整

个问卷的结构效度!。因子分析的主要功能是从量表全部变量

（题项）中提取一些公因子，各公因子分别与某一群特定变量高

度关联，这些公因子即代表了量表的基本结构。通过因子分析

可以考察问卷是否能够测量出研究者设计问卷时假设的某种

结构。在因子分析的结果中，用于评价结构效度的主要指标有

累积贡献率、共同度和因子负荷。累积贡献率反映公因子对量

表或问卷的累积有效程度，共同度反映由公因子解释原变量的

有效程度，因子负荷反映原变量与某个公因子的相关程度。

在结束本文时应再次强调，为了提高调查问卷的质量，进

而提高整个研究的价值，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绝非赘疣蛇

足，而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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