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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的编制与常模制订
`

陈会昌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一
、

I’q 题的提出 被社会接受的程度 ( H a r t e r ,
1 9 8一

,

19 8 2
,
1 9 8 4 ) ; 品格

人的社会性指人从出生后在社会生活过程中
,

和 个 性 ( N el so ne at !
. ,

19 6 9 ) ; 社 会 认 知 ( S el m an
,

由于群体生活
、

与别人交往而形成的那些社会性的 19 76
,

19 8 0) ;等等
。

80 年代以后
,

这些量表逐渐受到

特性
,

包括社会认知
、

社会技能
、

社会适应性
、

自我概 人们的承认
,

并在心理学研究和临床上被广泛使用
.

念
、

自我控制能力
、

道德品质等等
。

一个社会性发展 最近几年来
,

在国际上出现 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个性

良好的人
,

可以很好地与人相处
,

适应他所生活的社 发 展理论
,

如个性五 因 素论 ( iD g m an
,

1 9 9 0 ; G ol d
-

会环境
,

包括家庭
、

幼儿园
、

学校和工作单位
。

这样的 b
e
gr

,
1 9 93 )

、

儿童依恋与亲子关系理论 ( iA ns w or ht
,

人善于帮助别人
,

也容易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支持
;
他 19 78

,
1 9 7 9) 等

,

已为编制全面的儿童社会性发展量

们有较强的自制力和意志力
,

勇于知难而进
,

克服困 表创造了条件
。

难
,

因此可以弥补他们在智力方面的缺陷
,

在各方面 二
、

方法

取得成功一个人即使智力天赋很好
,

但如果社会性 1
.

童表 的编制

发展不 良
,

与别人很难相处
,

意志薄弱
,

在困难面前 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成

畏缩不前
,

不能遵守社会规则和道德规则
,

他将在社 果
、

总结作者本人研究经验基础上
,

我们试图编制一

会生活中遇到很大的困难
。

个用于 3一 9 岁儿童
、

以家长对其子女的评价为依据

目前在国际上流行的儿童发展量表大多涉及到 的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
。

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

儿童生理发育
、

智力发展 及各种技能的发展
。

在儿童 我们分析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九个主要维度
,

即社

社会性发展方面
,

尚无一个较全面
、

较权威的测量工 会性的情绪和情感
、

社会认知
、

社会适应能力
、

遵守

具
。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的编制上
,

过去普遍认为 生活常规和社会规则情况
、

遵守道德规则和准则情

最大的困难是
,

由于儿童 自己的 口头 反应和 成人的 况
、

同伴关系
、

自我控制能力和意志品质
、

独立性
、

自

反应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

此类量表的信度
、

效度有局 我意识和自我教育
。

以这九个维度为基础
,

经过权重

限性
。

但自从 70 年代以来
,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某 分析
,

进而提 出构成这九个维度的 40 个 因素
,

12 0

些方面
,

出现了大量的量表
、

问卷和其他测量手段
。

个项 目
,

其结构如图 1
。

例如
,

气质测验 ( T h o m a s a n
d C h e s S ,

1 9 7 7 ;
T h

o m a s ,

根据这份量表的初稿
,

我们编制 T 一份用于制

2 9 5 3 ;玫 t e s e t a
l

.

d 9 7 9
,
1 9 56 ; K

o h n s t a m m
,
1 9 5 4 ;

陈 订常模的调查表
。

调查表中除包括量表初稿 中的

会 昌 等
,

1 9 8 5
;

S
a n s o n ,

1 9 8 7 ;
S t r e la 。 ,

1 9 8 3 ; 1 2 0 个项目之 外
,

还增加了 1 0 个调查项 目
,

即被调

e
a r e y e t a l

. ,
1 9 7 5 )

;
儿 童 依 恋 行 为 ( A i n s w o r t h

,

查的儿童年龄
、

父亲年龄
、

母亲年龄
、

父亲受教育年

1 9 7 8
,
1 9 7 9 ;

OB
o m

,

1 9 8 8
;
M

a in e t a l
. ,

1 9 8 6 ;
M

a r v in
,

限
、

母亲受教育年限
、

父亲职业
、

母亲职业
、

家庭 月收

19 77 )
;
儿童的利他行为 ( G

r e

en
e t a

l
. ,

197 4 ) ;
儿童的 入和 家庭结构

,

并把这十个因素作为分层随机取样

道德 $IJ 断 ( K
o h一b e r g e t a

l
. ,

1 9 5 4 ) ;
自我概念 及个体 时分层的依据

。

.

参加本量表的测试工 作的有
:

北京市教科所冉乃彦
,

吉林师院左其沛
、

战秀琴
,

山西省教科所顾援
、

张林改
、

裴秀芳
,

中
央教科所王书荃

,

天津社会科学院关颖
,

天津教育科学院刘春芬
,

江苏教育学院刘守旗
,

福州华南农村儿童优教所林薇
,

云南

师范大学李红
,

云南牟定县东南幼 儿园王 定芳
,

云南牟定县幼 儿园谢泰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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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性 情 绪 和 情 感

与同伴交往时的一般情绪状态

与父母交往时的一般情绪状态

对情绪的自我控制能力

特殊情况下的情绪状态

消极情绪出现频率

移情特点

社 会 认 知

对成人要求的理解和采纳能力

对同伴意见的理解和采纳能力

角色承担能力

对社会和道德规则的理解能力

对行为动机与后果的分辨能力

对成人惩罚的认识

儿

社 会 适 应

童

对父母和亲人的依恋程度
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

对陌生人的态度

社 遵守生 活常规和规则

遵守家庭 生活常规

遵守群体生活常规

遵守群体规则

遵守社会规则

会

遵守道德规则 和准则
性

诚实

公平和公正

同情心和怜悯心

利他心

发

同 伴 关 系

展

同伴交往的一般特点

社会交往技能

侵犯性

竞争与合作

互惠与分享

自控能力和 意志品 质

行为的坚持性
两难情境中的果断性
对无意义行为的自我控制

克服困难能力

独 立 性

生活自我照料能力

独立解决间题能力

与人交往中的不依赖性

自我意识和 自我教育

图 1 儿童社会性发展 t 表 (第一版 )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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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表中有关 几童行为的 12 。 个项 目之前
,

有如下的指导语
:

“

以下各题
,

每题后面都有四种选项
,

表明四种

程度
。

对这四种程度
,

您可以按以下方式理解
:

第一

种通常用
`

总是这样
’ 、 `

很多
’

等词语来描述
,

表示这

种情况在孩子身上 出现的频率和可能性在 75 %以

上
;

第一种用
`

经常这样
’ 、 `

比较多
’

等词语来描述
.

表 示这种情况在孩子身上 出现的频率 和可 能性在

50 一 7 5%
;
第三种用

`

不常这样
’ 、 `

比较少
’

等词语来

描述
,

表示这种情况在孩子身上 出现的频率和 可能

性 在 25 一 50 %
;
第四种用

`

很少这 样
’ 、 `

从不
’

等词

语来描述
,

表示这种情况 在孩子 身上 出现的频率和

可能性在 25 % 以下
。

”

2
.

实施步骤

从 1 9 9 2 年 9 月到 12 月
,

我们在全国包括东北
、

华北
、

华东和西南四个大 区 的 7 个省市按照 随机分

层取样的原则选择了 4 3 0 0 名儿童作为第 一次样本
,

进行 了初步测试
.

这 4 3 0 0 名儿童的地 区分布如下
:

北京 2 7 0 0 天津 3 0 0 山西 3 0 0 云南

2 0 0 福建 2 0 0 江苏 3 0 0 吉林 3 0 0

调查表由专业人员通过幼儿园和学校教师按照

取样要求的各种 比例确 定被调查的 儿童
,

并把表发

给他们的家长填写
。

调查表全部收回后
,

又从中随机

抽取有效 问卷 1 8 4 2 份
,

作为第一 次统计的有效样

本
。

经过项 目分析
、

因素分析之后
,

根据原来假设的

9 个维度
、

4 0 个 因素共 1 20 个项 目得 出一个新的量

表结构 和量表的第二个版本
,

包括 7 个维度
、

3 4 个

因素共 1 0 2 个项 目
。

1 9 9 3 年
,

我们 又从北京
、

天津
、

山西
、

江苏
、

吉林随机选择 1 31 1 个 3 一 9 岁儿童作 为

第二个样本
,

再次进行统计分析
,

并据此进行常模的

制定
。

1 9 9 3 年第二次样本的地 区分布如下
:

北京 2 8 1 山西 1 7 3 江苏 2 1 5 夭津

3 5 0 吉林 2 9 2 (共 1 3 1 1 人 )
。

3
.

数据的统计

1 9 9 2 年样本 收 回 之 后
,

我们按 照 比例 原 则 对

4 3。。份调查表进行了第二次取样
。

考虑到地 区分布

和城 乡分布
,

从北京市的 2 7 0 0 份调查表中选 择 5 2 。

份入样
,

又从其余各地区的调查表中剔除了不 合要

求 的一部分
,

最后入样的调查表共 1 8 4 2 份 在这

1 8 4 2 份调查表中
,

来 自农村 的 儿 童有 8。。 名
.

占

4 3%
。

1 9 9 3 年共发出 问卷 1 5 0 0 份
,

问卷收 回后
,

剔

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1 3 1 1 份
。

对 1 9 9 2 年量表第一版所做的主要统计分析如

下
:

( 1) 量表的信度 和效度检验
;

( 2) 被调查者对所有项 目中各选项的选择频数

及比例的统计
;

( 3 )对量表所有项 目的描述统计
,

内容包括全体

被试在每一项 目上的平均分
,

标准差
,

峰度系数
,

偏

度系数
.

每个项 目得 分是否呈正 态分布的非参数检

验
;
据此对量表的各项 目进行项 目分析

;

( 4 ) 对量表的 9 个维度
、

40 个 因素及量表总得

分的描述统计
,

统计项 目同上述
;

( 5 )对量表 1 20 个项 目以及 40 个 因素
、
9 个维

度得分的性别差异 t 检验
;

( 6) 以量表总分 为因变量
,

分别与被试年龄
、

父

母文化水平
、

父母职业
、

家庭收入及家庭结构等因素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 7 )家庭背景各因 素
、

4。 个 因素和 9 个维度 得

分的 P e a r
so

n
相关矩阵

;

( 8 ) 以量表总分为因变量
,

年龄
、

父母文化水平
、

父母职业
、

家庭收入 和家庭 结构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逐步 回归分析
;

( 9) 以量表 总分为因变量
,

9 个 维度的得分为自

变量进行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 1 0) 对量表中 40 个因素的因素分析
;

( 1 1 )对量表中 9 个维度的因素分析 ;

( 1 2 ) 对每个维度中所包含 的诸因 素的 因 素分

析
。

_

t 述统计分析之后
,

对量表第一版进行修改
,

产

生量表第二版 ( 1 9 9 3 年版 )
,
1 9 9 3 年样本的统计分

析
,

基本与上述项 目相 同
。

三
、

结果

1
.

童表的信度和 内容效度

( 1 ) 1 9 9 2 年样本的信度 如下
:

斯皮尔曼一 布朗等长分半信度系数一 8 6 3 8

古特曼分半信度系数一 8 5 5 2

克龙 巴赫信度系数
。

一 洲 8 7

( 2 ) 1 9 9 3 年样本的信度

由于计算方法不同
,

得 出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

但

1 9 9 2 年里表 第一版的总信度值在
.

8 5 5 2 到
.

9 4 8 7 之

间
,

1 9 9 3 年量 表第 二版 的 总 信度 值 在
.

8 2 1 3 到
.

9 2 7 7 之间
。

根据心理测验理论
,

当一个测验的信度

达到 。
.

80 以上时
,

就可以认为是一个信度相当高的

测验
。

本量表的信度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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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9 9 3 年样本的总量表及

各分量表的信度

C r o n b a e h
a

分半信度

维度 l

维度 2

维度 3

维度 4

维度 5

维度 6

维度 7

总量表

.

8 3 4 4

.

7 8 1 6

.

8 1 74

.

7 2 0 6

.

8 2 6 8

.

7 2 6 2

.

6 2 5 3

.

9 2 7 7

.

7 6苏5

.

6 93 0

.

8 0 8 6

.

6 92 1

.

76 19

.

7 毛0 0

.

4 习0 5

.

8 2 13

表 2 1 9 9 2 年和 1 9 9 3 年样本的各

分量表分与总分的相关

各维度得分与 总分的相关 系数

1 9 9 2 年样 本 19 9 3 年样 本

社会性情绪

社会认知

社会适应

遵守生活常规

遵守道德规则

同伴关 系

意志品质

独立性

自我概念

道德品质

社会技能

关 关
P <

.

0 0 1

.

5 8 19 , ,

.

8 2 9 9
, 关

.

5 4 6 2 釜 关

.

7 8 6 9
, 关

.

7 8 0 4 关 关

.

8 4 6 4 关 关

.

4 6 7 1 关 关

.

7 1 1 5
* ,

.

7 8 6 0 关 关

.

3 5 3 3 关 关

·

8 0 9 6 葵 并

.

5 5 2 5
关 关

.

7 5 0 0 关 关

.

7 4 0 7 关 朴

.

7 5 3 6
* ,

.

7 2 2 7 釜 共

又根据心理 测验理论
,

一个量表的总分与量表

各分量表 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

可 以作为衡量量表

内容效度的指标
。

本量表中的 9 个维度
,

可被看作 9

个分量表
,

经统计
,

9 个维度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

如表 2
。

表 2 的数据说明
,

在 1 9 9 2 年样本中
,

除维度 1
、

维度 3 和维度 7 的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略低之外
,

其

他 6 个维度与总分的相关值均在 。
.

8 左右
,

平均达

到 。
.

7 0 8 4
。

在 1 9 9 3 年样本中
,

除维度 7 与总分的相

关值较低外
,

其余均较高
,

均值达到 。
.

6 6 9 6
。

根据心

理测验理论
,

一个好的量表
,

其内容效度应在 0
.

6 以

上
,

可以说
,

本量表的内容效度也是可以接受的
。

2
.

被 调查儿童及其 家庭 背景 ( 见表 3一 8)

在 1 9 9 2 年全体 1 8 4 2 名被调查的儿童中
,

男 923

人
,

占 5 0
.

1 ;
女 91 9 人

,

占 4 9
.

9 ;
此性别 比符合我国

总人 口的性别比
。

除 7 岁组人数略少外
,

其他各年龄

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大体相同 (表 3 )
。

父母文化水平的计算
,

以上学的年数为指标
。

这

样做的 目的是为了使该指标变为一个连续数
,

用它

可以 非常方便地计算全体被试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

尤其是
,

它给计算此指标与其他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带来了很大方便
。

从表 2 和表 3 的数据看
,

父亲和母

亲受教育的平均年数分别为 12
.

6 年和 12 年
,

父亲

受教育略高与母亲
。

这一水平与我国总人 口 中这一

年龄层次的受教育水平大体相当
。

表 3 各年龄被试的人数及比例

年龄 ( 岁 )

人数

比例 %

3 0 9 2 8 6

1 6
.

8 15
.

5

表 4 父亲文化水平 ( 以上学年数为指标 ) 表 5 母亲文化水平 (以上学年数为指标 )

上学年数
6 年
以 卜

7

干
9 1 0下

l 艺月

13 一 16 左下
生6 年 以 卜

急数 }均 数 钧
、

准
笙

人数

比例 %

6 2 3 5 5 5 7 7 7 2 5 1 2 3 1 8 4 2

1 2
.

6 3
.

8 3

3
.

4 1 9
.

3 3 1
.

3 3 9
.

3 6
.

7 10 0

衅衅 年数
盯

7

示
9

{夕钊言碌凌贾
总数数 均 数

妙妙ZZZZZ 改改
人人数 1 0 2 3 3 1 6 2 0 6 2 1 6 6 1 8 4 222 1 2

.

0 3
.

0 444

比比例 % 5
.

5 1 8
.

0 3 3
.

7 3 3
.

7 3
.

6 1 0 00000

对父母职业类型的划分
,

以前的研究大多采取

按职业名称划分的方法
。

这种方法在统计上很 不方

便
,

无法将父母职业与其他 因素作相关计算和因素

分析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在设计调查表时
,

我们把父

母职业类型 规定为具有等第性质的三种类型
:

体力

劳动者
、

初级脑力劳动者和中高级脑力劳动者
。

从表

6 的数据来看
,

上述三种职业在被调查的儿童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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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布情况基本上符合我国城乡这一年龄层人 口

的实际情况
。

表 6 父母的职业类型

撇一别100一朋100
职业类型

体力
劳动者

初级脑力
劳动者

中高级 脑
力劳动者

476制一33118.0
86一00泊乳一币0.85一30积L6一以论

父

亲

母
亲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表 7 家庭月收人

月收入
6 0 0一

1 0 0 0 元

1 0 0 0 元
以上

急数

户数

比例 %

3 5 3

1 9
.

2

1 1 8 9 2 4 6 4 7

1 3
.

4 2
.

6

1 8 3 5

1 00

表 7 显示 了所调查的家庭的月收 入情况
。

每月

收入 3 00 一 600 元的占总数的大约三分 之二
,

低于

3 0 0 元的和高于 6 00 元的约各占 六分之一
,

与现实

生活中的情况大体相同
。

表 8 家庭结构

结构

类型

核心

家庭

主干 父 子单 母子单 新组合
家庭 亲家庭 亲家庭 家庭

总数

户数

比例

1 3 18 4 8 9 8

2 6
.

6 0
.

9 18 4 0

0
.

5 10 0

总之
,

从被调查 儿童的地区分布
、

年龄
、

父 母文

化水平
、

父母职业
、

家庭收入和家庭结构等诸因素来

看
,

我们所取的样本的代表性是比较好的
,

基本上代

表了当前我国 3一 9 岁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情况
.

3
.

对各单 项
、

各 维度得分和 童 表总得分的统计

结果及其正态性的分析

被调查的父母对其子女的 120 种行为 (即量表

的 1 2。个项 目 )的评价结果
,

即对 12 0 个项 目中各选

项的选择频数及 比例进行了统计
。

对量表 12 8 个项 目进行了描述统计
,

内容包括

全体被试在 每一项 目上的平均分
,

标准差
,

峰度系

数
,

偏度系数
,

全距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方差
,

均值标准

误
,

峰度系数标准误
,

偏度系数标准误
,

总和
;
并据此

对量表的所有项 目进行了项 目分析
。

对有关儿童行为的 120 个问题
,

我们采取了四

级选择法
,

目的是避免家长在选择时的
“
中庸

”

倾向
。

对 1 20 个项 目得分
、
9 个维度得分及量表总分是否

正态性的非参数检验 (科尔莫戈洛夫 一 斯米尔诺夫

适应性检验 )显示
,

以上所有得分均为正 偏态分布
。

各单项题得分的偏度大小不同
,

但其偏度普遍大于

9 个维度的得分和量表总分
。

从偏 态分布的双 向差

异的比较来看
,
9 个维度得分和量表总分 已接近正

态分布
。

如量表总分的双侧差异仅为 0
.

01 8 个标准

差
.

所以量表总分基本上可以看作正 态分布
。

同时
,

各单项得分的偏度大小为我们提供了对量表项 目进

行修改的依据
,

偏度越大
,

说明该项 目的区分度越

小
,

这种题目应考虑修改或删除
。

4
.

量表总得分的年龄发展趋势 (见表 9)

表 9 1 9 9 2 年样本 t 表总分的年龄发展趋势
、

相邻组的差异检验及组间方差检验

年龄组 人数 均值

3 2 9
.

1

3 3 9
.

7

3 4 9
.

8

3 5 2
.

1

3 6 2
.

6

3 6 1
.

9

3 5 9
.

4

3 4 9
.

3

标准差 标准误差 与前一组的差异 Z P

4 5

4 4

2
.

5 8 9

2
.

6 2 2 2
.

8 7 8 <
.

0 1

3 3

3 8

1
.

8 9 8 3
.

1 2 1 <
.

0 0 1

2
.

4 0 9

3 6

3 6

2
.

77 1

0
.

7 5 0

2
.

8 6 2

>
.

4 0

<
.

0 1

2
.

26 1

2
.

19 1

一 0
.

1 9 5

一 0
.

7 9 3

>
.

4 0

>
.

2 0

Oódb尸口勺J,ùCU八分0ù袄0亡刁ū亡产J巴」住Jg曰八j今白1,ù9一岁岁岁岁岁岁岁
勺J4厂J哎U一100nJ

总数 1 8 4。 0
.

9 4 7

9 5% 的置信区间

3 2 4
.

o k k 3 3 4
.

2

3 3 4
.

s k k 34 4
.

8

34 6
.

I k k 3 5 3
.

6

34 7
.

4 k k 3 5 6
.

9

35 7
.

Zk k 3 6 8
.

1

35 7
.

s k k 3 6 6
.

4

35 5
.

I k k 3 6 3
.

7

34 7
.

s k k 3 5 1
.

2

组间方差 F一 2 7
.

6 65 P <
.

0 0 0 0 1

表 9 的数据显示
,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

其量表 得分也逐渐增长
。

但这种增长不是直线 型的
。

从 3 岁

5 6



陈会昌
:

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的编制与常模制订

到 5 岁
,

量表分直线上升
.

年龄组间的差 异 显著
; 5 年龄组总分的 9 5 %置信区间来看

,

从 3 岁组到 9 岁

岁组和 6 岁组的得分基本相同
,

7 岁组 又比 6 岁组 组
,

这 个 区 间的差值分别 为 10
.

2 分
,

1()
.

3 分
,

7
.

5

有明显 增长
,

8 岁和 9 岁组的得分 又 和 7 岁组大体 分
.

9
.

5 分
,

10
.

9 分
.

8
.

9 分和 8
.

6 分
;
而全体被试总

相同
。

这种情况究竟是反映 了 3一 9 岁儿童社会性发 分的 9 5 %置信区间仅为 3
.

了分
。

这个事实从一个角

展 自身的规律
,

还是由于不 同年龄 儿童的家长对孩 度说明 了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
.

它为我们制订量表

子的要求不同所致 ? 抑或是由这两方面的原因所致
,

的常模提供了主要的科学依据
。

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
、

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

从不同

表 10 1 9 9 3 年样本各年龄儿童的 7 个维度得分和总分的发展趋势

维度
3 岁

( n = 9 6 )

4 岁
( n = 18 1 )

卜 岁

( n
一 1 R4 、

6 岁
( n 一 16 7 )

7 岁
( n 一 2 0 3 )

8 岁
( n 一 23 4 )

9 岁
( n 一 24 1 )

总计
( n 一 1 30 3 )

5 8
.

0 6
.

7

4 8
.

7 丁
.

白

5
.

6
.

6 1

4 9

6
.

7
.

` 0
.

6

4 9
.

2

6
.

7
.

6 0

4 9

6
.

6
.

6 0

4 9

6
.

7
.

A4
.

O

5 4
.

7

.43孤6
.

6
.

4 2

5 5

6
.

6
.

协弧

.47引

社会技能

自我概念

意志品质

道德品质

社公适应

社会认知

社会依恋

j
.

6
.

6
.

6
.

6
.

飞 4 0
.

丁 ,
.

2 5 5
.

1 6
.

4 2
.

5 5
.

4 8
-

3 0
.

1了
.

4 2
.

7

5 6
.

0

3
.

3
.

6
.

3
.

5 O

2 9

5 0

2 9

6
.

3
.

4 9

2 9

沁.29
ù
h工OC曰ù

…
001-

ù乃乃乃l.46陈

2
.

8 17
.

9 3
.

3
.

4 1 7
.

6 3
.

弓 17
.

4 3
.

7 1 7
.

6 3
.

4 工7
.

7 3
.

.

…
.斗O乃n八àQ曰尸ó口J伟9曰1

总分 2 9 牛
.

8 2 6
.

1 2 9 5
.

8 2 9
.

6 3 0 3
.

6 3 0
.

塞3 0 9
.

1 2 6
.

6 30 6
.

8 2 9
.

1 才仁) 6
.

4 2 8
.

8 30 7
.

0 2 6
.

7 3 04
.

李 2 8
.

6

与前组差异 ( t ) .

3 5 2
.

4 4 书 1
.

7 5 0
.

8 0 0
.

10 0

F 2 0
.

2 2 等 斧 关

换算分
,

9 6
.

7 5 9 7
.

1 7 9 9
.

7 3 1 0 1
.

5 1 10 0
.

7 9 弓5 10 0
.

8 5 10 0
.

0 0

,

换算分 ~ 实得 总分 一 3
.

04 4( 即全体被试 总 平均分的 百分之
一

)
,
P长

.

0 5 ,

“ 卜 一 叮
, ` , ,

P <
.

。时

1 9 9 3 年样本统计结果与 1 9 9 2 年样本统计的结 岁儿童已经 入学 学习
,

享口 ,
_

会角色变成了
“

学 生
” ,

学

果总的趋势相同
,

但略有差别
。

表 10 显示
,

从量表总 校对儿童的各种社会要求直接地反 映在家长对自己

分来看
,

从 3 岁 到 6 岁
.

儿童的量表总分逐渐增长
.

孩子的态度上
,

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很好地适应学 校

但在 7一 9 岁间出现一种发展的停滞
。

从各分量表来 生活
,

在学习竞争中取胜
。

为此
,

他们必须 (对有些家

看
,

儿童社会技能在 3 一 7 岁间逐渐发 展
,

7 岁以 后 长来说是不得 不 ) 象学校老师要求学生那样来对待

出现停滞
。

儿童 自我概念的发展
,

在 3 一 5 岁间有一 自己的孩子
,

从而 无形中提高了对孩子社会性特点

个飞跃
,

5 一 6 岁仍有发展
,

但从 7 岁到 9 岁
,

这种发 的要求
。

这就是说
.

在 儿童入学前后
.

家长可能采用

展出现停滞
。

意志品质发展的关键期在 4一 6 岁间和 不同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的孩子
,

虽然孩子的社会性

7 一 9 岁间
,

而在 6一 7 岁时出现 一个停滞期
。

同情心 特征仍然在 向前发展
,

但他们却觉得孩子不如以前
。

和利他性品格在 3 一 6 间均衡地发展
,

但 在 7一 9 岁 如 果这一解释能够成立
,

那么
,

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

出现停滞
。

社会适应和社会认知发 展的关键期在 5 量表来测查学前儿童与学 龄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

即

一 6 岁之间
。

社 会依恋发展的关键期 在 3 1 岁
。

曾
、

此量表 只适合 于 3一 7 岁几童
。

( 2 ) 儿童在 入小学 以

起来说
,

儿童社会性的 发 展
,

从 3 岁到 6 岁逐渐
_

匕 后
.

其社会性发展
,

在成人眼里确实出现了倒退
。

例

升
,

其 中发展最快的阶段 在 4 一 5 岁之 间
.

而在 了 岁 如
,

他们变得更
“

调皮
” ,

不象天真烂漫的幼儿那样讨

以后
,

这种 发展 出现 一 种停滞
,

不再 表 现 出年 龄趋 人喜爱
;
他们独立性的发展

,

使成人觉得他们难以驾

势
。

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 有
:
( L ) 儿童在 6 岁以 驭

;
由于受社会上各种影 响

,

他们
“

学会
”
了一些 不 良

前和 6 岁以后 在家长 心 目中的
“

社会角色
”
不同 6 行为

,

如 说谎
.

恶作剧
,

打人
、

骂人
,

违犯家庭与学 校

岁以前的儿童在家长心 目中还是
“

孩子
” ,

对孩子表 的生活常规 和社会规则
、

道德规则等等
:

实际上
,

即

现出喜爱 和在生 活上 照 顾是他们的 主要 任务
;

而 7 使他们身上增 加 了这些缺点
,

但 他 们的社会性总起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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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向前发展的
,

他们独立地在社会上与人交往
、

认识和应付各种社会现象的能力无疑地 比幼儿增强

了
,

但相当一部分家长并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
,

他

们往往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无知而天真的年幼儿童

和 社会能力增强 了但失去 了原来的夭真的 年长 儿

童
。

关于这一问题
,

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

特别是直

接听取家长 们的意 见
。

如果把我们这个量表所得的样本分数分布与任

何一个智力测验的常模加以 比较
,

就会发现
,

我们的

社会性发展量表的区分度远远不如智力量表
。

在我

们的常模 中
,
7 岁组儿童的平均分 只比 3 岁组高

1 0% ( 1 9 9 2 年样本 )和 5% ( 1 9 9 3 年样本 )
,

这应该说

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

其原 因也许和 我们所采取的

4 级记分制有关
,

也许是项 目本身的区分度差所致
。

无论如何
,

这一量表还需进一步修订
,

增强其区分

度
,

是下一步工作的主要任务
。

当然
,

不能象要求一

个智力量表那样来要求一个社会性量表的区分度
。

一个 5 岁的天真幼儿和一个 15 岁的少年在智力上

肯定有很大差异
,

但 5 岁的幼 儿可能在社会上很受

人喜爱
,

但那个 15 岁的少年却可能讨 人嫌
。

有些时

候
,

一个小学生在社会性方面的成熟程度
,

可能 比一

个 40 岁的中年人还要好些
。

这种现象在社会性方面

不象在智力方面
,

只是一种很少 见的极端现象
,

而是

经常可以见到的
。

对这一 问题
,

同样有进一步探讨的

必要
。

5
.

男女儿童量 表得分的性别 差异

为了考察男 女儿童量表得分是否有性别差异
. ,

进行 了对 1 9 9 2 年样本的量表 120 个 项 目
、

40 个 因

素
、
9 个维度得分

、

分年龄组的量表总分以及量表总

分的性别差异 t 检验
,

结果显 示
,

在 120 个项 目中
,

有 59 项的单项得分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

其中男孩

分数高于女孩的只有 3 项
,

其余 56 项均为女孩高于

男孩 ;在 40 个因素得分中
,

有 27 个 因素发现显著的

性别差异
,

全部是女孩高于 男孩
; 9 个维度得分中

,

有 8 个发现显著性别差异
,

也全部是女孩高于男孩
。

量表总均分
,

男孩为 343
.

7 分
,

女孩 为 355
.

。 分 (t 一

5
.

9 9
,

P <
.

00 01 )
,

女孩得分比男孩高出 3
.

3 %
。

1 9 9 3 年问卷收 回后
,

再 次进行的性别 差异 的 t

检验
,

所得结果与 1 9 9 2 年样本大致相同
。

量表 总平

均分
,

男孩为 3 01
.

1 6
,

女孩为 3 07
.

犯
,

差异显 著 (t -

一 4
.

0 3
,

P <
.

0 0 0 )
,

女孩的平均分 比男孩高 2
.

15 %
。

在七个维度的分量表得分上
,

女孩显著高于 男孩的

有五个维度
,

即社会技能
、

自我概念
、

意志 品质
、

道德

品质
、

社会认知
,

在社会适应和社会情绪两个分量表

中
,

无显著性别差异
。

两年的调查结果说明
,

在 3一 9

岁儿童的社会性发 展方面 (在他们父母的心 目中 )
,

女孩略好于 男孩
,

而且这种性别差异表 现在社会性

的大多数方面
。

6
.

家庭 因 素与儿童量表得分的关系

调查表的前 10 个问题
,

涉及的是被调查儿童的

家庭背景
,

包括父母文化水平
,

父母职业
,

家庭经济

收入和家庭结构等
。

如前所述
,

我们在分层取样时已

经把这些因素作为抽取样本的依据
。

为了考察上述

家庭诸因素与儿童量表得分的关 系
,

我们进行了以

下三项统计
:

( 1) 以量表总分为因变量
,

分别与被试

年龄
、

父母文化水平
、

父母职业
、

家庭收入 及家庭结

构等因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 2) 计算出家庭背景

各因素
、

4。 个 因素和 9 个维度得分的 P ae
r s o n

相关

矩 阵
; ( 3) 以 量表总分为 因变量

,

年龄
、

父母文化水

平
、

父母职业
、

家庭收入和家庭结构为自变量进行多

元逐步 回归分析
。

表 11 的数据说明
,

在 父母平均文化水平
、

父亲

职业
、

母亲职业
、

家庭月收入和家庭结构这五个因素

中
,

与儿童量表得分关系最大的 因素是母亲职业
,

其

余依次为父亲职业
、

父母平均文化水平和家庭收入
;

家庭结构与儿童量表得分无关
。

其表现为
,

父母文化

水平和职业水平越高
,

其子女的量表得分就越高
;
家

庭 月收入在 3 00 一 1 0 。。 元之间的
,

其子女量表得分

高于来 自月收 入低 于 300 元的和高 于 1 0 0 0 元的家

庭的儿童
。

家庭诸因素与儿童量表得分的相关程度

印证了上述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 ( 见表 12)
.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前两项统

计的结果
,

且更具说服力 (见表 1 3 )
。

表 13 的数据说明
,

与儿童的量表得分关系最大

的因素依次 为儿童年龄
、

母亲文化水平
、

父亲职业和

母亲职业
;
而 父亲文化水平

、

家 庭收入
、

家庭结构则

关系不 显著
。

由于这是多元 回归分析
,

是把各种变量

综合起来加以计算得 出的结果
,

因此应把这一结果

作为分析儿童家庭背景与其量表得分关系的主要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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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1 9 9 2 年样本 t 表总分与家庭各因素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1
.

父母平均文化水平

人数

6 年以 下 7 一 9 年 10 一 12 年 12 年以上

2 6 4 6 3 4 8 9 2

)七童量表均分

2
.

父亲职业

3 3 3
.

5 3 39
,

3 34 8
.

7 3 5 3
.

6 1 1
.

4 5 0 5 0 0 0 0

体力

8 4 7

初级 脑力 中高级脑力

人数 5 0 8 4 7 2

儿童量表均分

3
.

母亲职业

人数

儿童量表均分

3 4 4
.

4 3 5 0
.

4 3 5 6
.

9 1 4
.

6 3 8 1
.

0 0 0 0

体力

9 4 6

初级 脑 勺 中高级脑 力

亏5 0 3 28

3 4 3
.

9 3 5 3
.

8 3 5 7
.

8 } 9
.

3 2 4 8
.

0 0 0 0

4
.

家庭月收入 (元 )

人数

儿童量表 得分

3 0 0 LI又下 3 0 0一 6 0 0 60 0一 1 0 0 0 1 0 0 0 以上

3 5 3 1 1 8 8 2 4 5

3 3 9
.

6 3 5 1
.

8 3 5 2
.

2 3 4 5
.

3 8
.

8 8 5 5
.

0 0 0 0

5
.

家庭结构

人数

儿童量表得分

核心

1 3 1 6

主干

4 8 9

父子单亲 母子单亲 新组合

3 5 0
。

7 3 4 6
.

3 3 2 8
.

3 3 4 0
.

7 3 5 0
.

1 1
.

7 5 4 9
.

1 3 5 4

表 1 2 家魔诸因素与儿宜 t 衰得分的相关系橄

家庭因素 父文化 父职业 母文化 母职业 家庭收入 家庭结构

与总分的相关
.

0 7 7 5
爷 赞

.

1 2 1 7
井 赞 .

14 1 8
签 签 .

1 4 1 3
一 平 .

0 7 5 2
井 朴 一

.

0 4 5 0

赞 荟
P <

.

0 1

表 1 3 儿童年龄及家庭诸因素与儿童t 表得分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统计结果 回归系数 B B 的标准误 回归参数的 k 向量 日 T

儿童年龄

母亲文化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5
.

7 92 5
.

44 00
.

2 9 3 4 1 3
.

1 6 5
.

0 0 0 0

进入回

归方程

的变量

38 1 7
.

3 9 6 5 1 0 2 2 3
。

4 8 5
.

0 0 0 5

2
.

9 94 1 1
.

3 68 4
.

0 6 1 5 2
.

1 8 8
.

0 2 8 8

3
.

5 9 10 1
.

6 8 7 0
.

0 6 8 4 2
.

1 2 5
.

0 3 3 7

回归统计结果 P a t i a l M in T o l e r

.

4 6 2 18 一 1
.

2 8 6
.

1 9 8 5

4 7 22 0
.

9 4 9
.

3 4 2 6

.

4 7 1 9 6 一 1
.

3 2 1
.

1 8 6 8

对 1 9 9 3 年样本
,

我们再次作了多元 回归分析
.

但结果与 1 9 9 2 年样本略有不同
,

1 9 9 3 年样本
,

在家

庭诸因素中
,

进入回归方程的只有儿童年龄 和母亲

职业两项
。

这可能和 1 9 9 3 年样本比 1 9 9 2 年样本小

有关
。

7
.

对童表各项 目
、

各 因 素和 各维度 的 多元 统计

分析

对量表各项 目
、

各因素和各维度的因素分析
,

是

制订量表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

其结果不仅直接关

系到对量表项 目
、

结构的修订和确证
,

而 且对我们认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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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以下两项多元统计分析
:
( 1) 以量表总分

为因变量
,

9 个维度的得分为自变量进行的多元逐

步 回归分析 ; ( 2) 对量表中 40 个因素
、
9 个维度和每

个维度中所包含的诸因素的因素分析
。

( 1 )对量表总分与量表中 40 个 因素的相关与多

元逐步 回归分析

对 1 9 9 2 年样本的统计结果显 示
,

量表 4 0 个 因

素的得分与量表总分均有显著的相关
,

其中有 25 个

相关值大于 0
.

5
,

这再 次验证了量表的内容效度是

比较高的
,

它说明对 40 个因素的划分基本上是合理

的
。

同时
,

经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
,

40 个因素全部进入

了回归方程
,

说明 40 个因素对量表总分均有贡献
。

对 1 9 9 3年样本进行的多元 回归分析
,

再次验证

了 1 9 9 2 年的结果
,

1 9 9 3 年量表第二 版的 34 个因素

也全部进入 回归方程
。

( 2 )对量表中 4 0 个因素的因素分析

如同在本文
“

方法
”
中所说

,

我们在编制本量表

之前
,

假设 出一个儿童社会性的心理结构 (见 图 1 )
,

其中包括 9 个维度
、

40 个 因素
。

这个结 构是否合理
,

我们 只有经验的依据而没有实证的依据
。

因素分析

所要做的
,

就是对这个假设进行验证
,

在因 素分析

中
,

经过对因素载荷量和贡献率的分析
,

提取出 7 个

贡献率大于 l 的主成分
。

从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素

矩阵中
,

我们提取出第二版量表的结构 (见表 14 )
。

从表 14 中可以看 出
,

新的量表结构与原来的量

表结构基本上是吻合的
,

我们原来所假设的儿童社

会性的心理结构基本上得 到了证实
。

这一方面说明

本量表的有效性
,

另一方面为我们进一步修改和确

定量表项目提供了依据
。

表 1 4

新的量表维度和名称 {
(按重要性大小排列 )

对 1 9 9 2 年样本进行因素分析后得到的第二版量表结构

包括的因素 (括号中的 因素序号 为第一版量表的序号 )

自我概念 寥我归因
( F 3 9 ) 自我形象 ( F 3 6 )不依赖性 ( F 3 5 ) 自我评价 ( F 38 )独 立解决问题 的能 力 ( F 3 5 )

哼干}l自信 ( F 4 O )

2
.

社会技能 即
群体 生活 常规 ( F 17 ) 遵守群体规 则 ( F 1 8 ) 诚实 ( F Zo )遵守社 会规则 ( F 1 9 )侵犯性 ( F 2 6 )

全与道 德规 则的理解能力 (F 1 0) 行 为的 坚待性 (F 29 )竞争与合作 (F 27 )

3
.

意志品质
而临两难情境时 的果断性 ( F 3 o ) 对 无意 义行 为的自我控 制能 力 ( F 3 1) 生 活 自我照 料能 力
( F 3 3 )遵 守家庭生活常规 ( F 16 )克服 困难能力 ( F 3 2 )

4
.

道德品质 同情 心和怜悯心 (F 2 2) 利他心 ( F 23 ) 互惠 和分享 ( F 28 )移情 ( F 6)

5
.

社会认知
对成 人要求 的理 解和采纳能力 (F 7) 角色 承扣 能力 (F 9 )对同 伴意 见的理解 和采纳能力 (F 8)
对社会 和道德规则的理解能 力 ( 1F 0) 对行为动 机和后果的分辨能力 (F 1 1)

6
.

社会情绪 与父 母交往时的一 般情绪状 态 ( F Z )特殊情况 卜的情绪状态 ( F 4 )对情绪的自我控制能 力
( F 3) 与同伴交往时的

一

般情绪状态 ( lF )

丁
.

社会适应能 力 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 ( F 14 )对陌生 人的态度 ( F 1 5 ) 对父母 亲人的依恋 程度 ( F 1 3)

1 9 9 3 年问卷收 回后
,

我们再次对此进行因素分

析
,

主成分分析显 示
,

有 7 个 主 因素的贡 献率大于

l
,

这与第二版量表的结构是一样的
。

但经最大正 交

旋转
,

得 出的各主 因 素的成分
,

与第二版略有变化

( 见表 1 5 )
:

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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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1 9 9 3 年样本因素分析最大正交旋转后得出的 7 个主因素

第一 主因素

社会技 能

第 二主因素

自我 概念

第三主 因素 第四主 因素

意 志品质 道德品质

第五主 因素

社会认 知

第六主 因素

社会适应

第七 主因素

社会情绪

因素 1 (原 8 )

因素 2 (原 7 )

因素 3 (原 1 1 )

因素 4 (原 9 )

因素 5 (原 1 2 )

因素 6 (原 1 3 )

因 素 7 (原 3 )

因素 8 (原 1 )

因素 9 (原 4 )

素 10 (原 2 )

因素 1 1 (原 6 )

因素 12 (原 5 )

因素 1 3 (原 1 7 )

因素 1 4 (原 1 4 )

因素 1 5 (原 1 8 )

因素 1 6 (原 1 5 )

因素 1 7 (原 1 6 )

因素 18 (原 2 2 )

因素 1 9 (原 2 0 )

因素 2 0 (原 1 9 )

因素 2 1 (原 2 1 )

因素 2 2 (原 1 0 )

因素 2 3 (原 3 4 )

因素 2 4 (原 2 7 )

因素 2 5 (原 2 5 )

因素 2 6 (原 2 4 )

因素 2 7 (原 2 9 )

因素 2 8 (原 2 3 )

因素 2 9 (原 2 6 )

因素 3 0 (原 3 3 )

因 素 3 1 (原 3 1 )

I月素 3 2 (原 2 8 )

因素 3 3 (原 3 0 )

因素 3 4 ( 原 3 1 )

7 8 3 1

7 7 0 8

5 8 3 0

5 6 8 0

5 5 59

4 0 8 4

6 50 9

62 3 0

6 18 1

5 53 5

5 5 18

50 7 7

6 7 4 5

6 6 8 1

6 0 9 0

6 0 4 2

4 2 4 5

6 4 9 3

6 2 9 6

5 7 8 1

5 7 0 7

4 0 1 6

.

3 6 5 0

6 5 9 6

6 5 0 6

6 2 2 5

5 6 7 0

4 7 8 9

4 2 4 8

7 8 6 2

7 6 7 了

5 7 3 9

7 8 6 6

7 2 4 7

根据上述结果
.

我们对量表第二版进行的调整
,

得到了量表的第三版 (见表 1 6 )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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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新的量表维度和名称
( 按重 要性大小排列 )

对 1 9 9 3 年样本进行因素分析后得到的第三版 t 表结构

包括的因素 (括号中的 因素序号为第二版量表的序号 )

社会技能
遵守群体规则 ( F S )

,

遵守群体生 活常规 ( F 7 )
,

侵犯行为 ( F l l )
,

诚实 ( F g )
,

行为的坚持性
( F 1 2 )竞争与合作 ( F 1 3 )

2
.

自我概念
独立性 ( F 3)

,

自我归因 ( F l )
,

自我评价 ( F 4) 自我形象 ( F Z )
,

自尊心和 自信心 ( F 6 )
,

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 ( F )S

3
.

意 志品质
家庭 生活中的自控 能力 ( F 1 7 )

,

面临两难情境
义行为的 自我控制 能力 ( F 1 5 )

,

自我服务能力

的果断性 ( F 1 4) 克服困难的能力 ( 1F 8 )
,

对无 意
( F 1 6 )

4
.

道德品质
移情 ( F 2 2 )

,

利他心 (F 2 0)
,

同情和怜 悯 ( F 1 9)
,

互惠和分享 ( F 21 )
,

遵 守社会 规则 ( F 10 )
,

同情

和依恋父母 ( F 3 4)

力德能道担和色社承会角对
5

.

社会认知
对行为动机和后果的分辨能力 (F 2 7 )

,

对 同伴意 见的理 解和采纳 能力 (F 25 )
,

( F 24 )
,

对情绪的自我控制能力 ( F 2 9 )
,

对成人要求的理解和采纳 能力 ( F 23 )
,

规则的理解能力 ( F 26 )

6
.

社会适应

7
.

社会情绪

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 ( F 3 3 )
,

对陌生 人的适应能力 ( F 32 )对同伴交往的适应能力 ( F 2 8)

特殊情况 F的情绪状态 ( F 4) 与同伴交往时的情绪状态 ( F )I

四
、

小结

1
.

我们编制的儿童社会性发展 评价量表经在

全国 四个大区
、

七 省市的 5 6 1 1 名 3一 9 岁儿童中进

行两次测试
,

已获得重要资料
。

统计结果表明
,

量表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

从测试效果来看
,

此量表能

有效地反映 3一 9 岁儿童
、

尤其是 3 一 7 岁儿童的社

会性发展状况
,

适合在我国不同地 区
、

不同类型的城

乡家庭中应用
。

2
.

统计结果基本证实了我们原来假设的儿 童

社会性发展的心理模式
,

这一模式由七个维度构成
,

它们是
:

社会技能
、

自我概念
、

意志品质
、

道德品质
、

社会认知
、

社会适应能力
、

社会性情绪
。

这一模式的

发现对发展心理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 义
。

3
.

在广大做父母者心 目中
,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不是直线上升的
。

从 3 岁到 9 岁
,

有两个快速发展时

期
,

一个在 3一 5 岁
,

一个在 6 一 7 岁
。

而从 5 岁到 6

岁和从 7 岁到 9 岁
,

则是发展相对缓慢的时期
。

这究

竟是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实际 情况真正地吻合
,

还

是由于家长心 目中不同年龄孩子的
“

社会角色
”
发生

了变化
,

抑 或是 由于本量表 在所测 查的 儿童年龄跨

度上的局限性所致
,

需要进一步考察
。

如果原 因是后

两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
,

都有必要编制新的量表 用

以测查学龄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

而 本量表 只适用干

学前儿童
。

4
.

与智力发展不同
,

在社会性的发展方面
,

女

孩子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得分都高 于男孩子
,

高 出的

幅度大约为 2 一 4%
,

这种差别具有明显 的统计意

义
。

这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也是一

致的
。

5
.

在父母文化水平
、

父母职业
、

家庭经济收入

和家庭结构等因素中
,

对儿童社会性发展有明显影

响的因素
,

按重要性排列主要有
,

母亲的文化水平
、

父亲的职业
、

母亲的职业
,

而父亲文化水平
、

家庭收

入和家庭结构的作用不明显
。

从家庭收入的影 响来

看
.

来 自家庭月收入 300 一 1 0 0。 元之间的孩子社会

性发展 好于 来 自家庭 月 收 入 低 于 3 00 元 和 高于

1 0 。。 元的家庭的孩子
。

6
.

我国儿童在社会性发展方面 明显 比较差的

方面有
:

独立性
、

对成功 和失败的 自我归 因能力
、

对

情绪的自我控制能力
、

角色承担能力
、

面临两难情境

时的果断性
、

自尊心和 自信心
、

移情能力等
。

这一结

果提示广大家长
,

在家庭教育中应尤其重视对孩子

上述各方面的培养
。

7
.

本量表的区分度
,

尤其是在年龄发展上的区

分度明显地 不足
。

究竟是客观事实的确如此
,

还是量

表本身在项 目
、

记分方法方面的缺陷所致
,

有进一步

探讨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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