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5, 5, 61-66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5.52009   

 61 

 
 

Compile and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Questionnaire abou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eizhen Hu1,2, Yabo Ge2 
1Jinhua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2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Email: 114104580@qq.com 
 
Received: Jan. 12th, 2015; accepted: Jan. 26th, 2015; published: Feb. 2nd,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activities; measuring the relation-
ship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providing targeted training will help individuals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pecific group has a specific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compile suitable questionnair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measurement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then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l consistency cloning Bach alpha coefficient is 
0.924, 1/2 reliability is 0.856 and retest reliability is 0.887, which indicate that this questionnaire 
has good reliability. On the conception of validit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s used and five fac-
tors are extracted including interpersonal self-concep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The questionnaire can be used 
for subsequ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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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际交往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人际关系进行测量并有针对性的进行人际交往训练，有助

于个体提高人际交往水平。特定的群体有着特定的心理特征，本研究尝试编制适合于中职生的人际关系

测量问卷，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发现，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4，分半信度为0.856，重

测信度为0.887，表明该问卷的信度良好。在构想效度上，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出了5个因子，分

别概括为：人际自我概念、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其他。该问卷可以用来进行后续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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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能够感受到的心理关系，由认知、情

感和行为三种心理因素组成。人际关系在一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良好的人际关

系能够促进身心和谐，增强自我效能感，提高学习工作效率。反之，不良的人际关系容易产生情绪不稳

定，抑郁焦虑，阻碍自我成长。 
影响人际交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李宏翰等(2004)指出，人际安全性、期望、人际张力和人际报复是

影响人际关系的主观因素，它们能影响交往双方进行交往行为的体验和行动。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

法，认为人口统计学变量、个性、自我意识、家庭教养方式、社会环境等都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纵

观以往研究发现，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个体。在家庭环境方

面，通常包括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的人际交往情况以及家庭教养方式等。良好的教养方式能帮助培养

孩子形成适应性的人际信任，形成良好道德品质和正确人生观(李丹等，2004；赵志一，窦路明，2005；
罗任，周茜，2006)。在学校环境方面，通常包括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在个体因素方面，个体自身的

自我概念、气质类型等都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交往。 
对人际关系进行测量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莫雷若最早采用了社会测量法来测量人际关系。郑日

昌教授(1999)主编《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该量表共有 28 个项目，4 个维度：交谈、待人接物、交

际交友和异性交往。韩丕国等(2005)编制了《中学生人际关系问卷》，该问卷有 42 个项目，4 个维度构

成：人际交往、人际相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 
中职生是指就读于中等职业学校(简称为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简称“职高”)这三类学校

的全日制学生的统称。目前，我国的中职生年龄大多集中在 15~18 周岁，对应于青春期中期。中职学生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相比于普通高中生，他们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实际上进入职校，他们大多是

无奈和不甘。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中职生就意味着中考的失败者，他们无形中被贴上了“差生”的标

签。这让他们在精神上多了负担，心理上加重了自卑，相较于同龄人的普通高中生他们有更多的灰心、

失落、困惑和迷茫。从各种调查结果来看，我国中职生的人际关系现状不容乐观，人际关系问题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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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困扰当代中职学生的主要问题。毕业后的中职生将成为我国城乡的建设者，关注并研究他们的人际关

系问题，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目前的招生体制下，中职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经历了中考的失败，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比较低，

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研究者在多年的中等职业教育工作中，深切感受到有些中职生对自我中职生的身

份认可度不高，有些存在自暴自弃的行为。因此，中职生有着独特的心理特点，其心理特点的成因也非常

复杂。中职生所处的环境及其角色有其特殊性，因而普通的人际关系问卷或量表用于中职生是不太合适的。 
本研究参考以往人际关系测量研究成果，尝试编制适合于中职生人际关系的问卷，并进行信效度检

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工具。 

2. 资料与方法 

2.1. 开放式问卷的结果和初始问卷的形成 

(1) 开放式问卷的编制。开放式问卷的主要内容是“请您写出最近一个月中人际交往方面发生的不愉

快事情”(至少 3 件)。 
(2) 使用开放式问卷进行施测和内容整理。随机选取浙江省金华市 3 所职校的 6 个班级的 197 名中职

生进行了开放式问卷的施测。要求被试仔细回想并如实填写问卷，并由 5 名心理测量专业人员对开放式

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分析。根据开放式问卷的叙述内容，归纳整理影响中职生人际关系的事件。 
(3) 编制初始问卷。根据开放式问卷整理的事件，同时，根据以往文献分析，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相关

研究，编制初始问卷。 
(4) 试测初始问卷，并确定初始问卷。让 20 个中职生和 5 个心理学研究生进行了初始问卷的初测并

提供反馈，然后仔细揣摩每个题项的叙述语言，修改了一些题项的语句表达，使每个题项尽量简明没有

歧义。并通过专家的评估和修订，确定了中职生人际关系的初始问卷，共有 62 个题项，采用 5 点记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 

2.2. 初始问卷的测试对象 

随机抽取了浙江某中职学校、山东某中职学校、福建某中职学校、广西某中职学校、天津某中职学

校、湖南某中职学校，共 6 所中职学校的 12 个班级(每个学校 2 个班级)，共 417 名中职生。被试均为中

等职业学校高一、高二在校学生，学生的年龄集中分布在 15~18 周岁。 

2.3. 测试方法与统计分析 

使用网络平台，以班级为单位，在机房上课期间进行集体施测，由专业人员讲解测试的目的和保密

原则以消除被试的疑虑。要求被试按指导语认真作答，没有严格时间限制，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了

396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4.96%。其中，男生 146 份，女生 250 份，平均年龄 16.17 岁(SD = 1.79)。 
重测信度使用间隔一周的前后测，随机抽取了浙江某中职学校 2 个班、山东某中职学校 2 个班，回

收了 156 份问卷，其中有效匹配的问卷 116 份。 
数据收集完成后，删除网站数据并关闭网站。采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信度分析 

3.1.1. 内部一致性系数 
计算克隆巴赫α系数来描述问卷题项内部的一致性，α = 0.924，表明本问卷有着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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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分半信度 
在初始问卷施测结束后，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确定 54 个题项。采用奇偶分半的方法将 54 个

题项划分为相等的两半(各 27 项)，计算两个部分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 = 0.856，提示本问卷有着较高的

分半信度(表 1)。 

3.1.3. 重测信度 
对 116 名中职生 1 周后进行重测，收集前后测总分数据，计算皮尔逊积差相关，r = 0.887，提示本问

卷有着较高的重测信度(表 1)，稳定性较好。 

3.2. 构想效度 

为了验证人际关系问卷的构想效度，对问卷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经过碎石图检验(Scree-test)抽取

出了 5 个因子，能够解释问卷 45%的变异。选取因子的标准是负荷量大于或等于 0.40。经过因子旋转得

到负荷矩阵(表 2)。因子 I 包括 15 个项目(第 4、7、9、13、15、17、26、28、30、33、38、40、48、51
和 53 项)可以概括为人际自我概念因子；因子 II 包括 10 个项目(第 6、10、12、16、29、32、41、45、52
和 54 项)可以概括为师生关系因子；因子 III 包括 10 个项目(第 2、5、8、18、20、31、34、39、43 和 47
项)可以概括为亲子关系因子；因子 IV 包括 14 个项目(第 1、3、11、14、19、21、23、25、27、36、37、
44、46 和 50 项)可以概括为同伴关系因子；因子 V 包括 5 个项目(第 22、24、35、42 和 49 项)可以概括

为其他因子。 

4. 讨论 

在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不同，其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目标，培养生产、服务一线亟需

的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初

中级专门人才，应当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于凤杰，徐夫真，王姝

琼等，2010)。因而，中职生所处的环境及其角色有其特性，这也说明了将成人的人际关系问卷或量表用

于中职生是不合适的。一般而言，中职生的文化课成绩是弱项，在当前的教育观念下，教师和家长一味

地关注文化课成绩的现象是存在的，这就可能引起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的不和谐，并且在整个人际关系

的处理中占较大的比重。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项目之和为 24 项，占总项的 44%。因而将一

般的人际关系问卷或量表用于中职生是不太合适的。 
本研究根据开放式问卷确定的事件和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确定初始题项，通过专家的评估和修订，

选取了 62 个题项，确定了人际关系的初始问卷，经过多次施测，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选取了 54
个题项。该问卷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问卷属于自评问卷，简单易行。其次，对于研究者而言，分数量

化，统计方便，便于研究。最后，维度清晰，便于发现人际关系中存在问题的方面，可以用来进行后续

相关研究。 
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是评价一份问卷或者量表的重要指标。在重测信度方面，研究者间隔 1 周后

对受试对象进行重测，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r = 0.887，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在内部一致性方面，

计算克隆巴赫 α系数，α = 0.924，表明本问卷有着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说明问卷在信度方面是可靠的， 
 
Table 1. The analysis table of internal reliability, 1/2 reliability and retest reliability  
表 1. 内部信度、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分析表 

信度 内部一致性系数(α) 分半信度® 重测信度® 

克隆巴赫 α或皮尔逊 r 0.924 0.856 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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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load table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2. 探索性因素分析因子负荷表 

题项 因子 I 因子 II 因子 III 因子 IV 因子 V 

1、如果自己有了烦恼，一般可以找到朋友倾诉。 — — — 0.533 — 

2、我觉得自己的父母很通情达理，容易沟通。 — — 0.776 — — 

3、如果我有了高兴的事，经常会找朋友来分享。 — — — 0.606 — 

4、我感觉我容易受到别人的排斥与冷漠。 0.492 — — — — 

5、父母经常对我鼓励和肯定。 — — 0.759 — — 

6、在课堂上，老师要我们做什么，我很愿意做。 — 0.648 — — — 

7、我觉得自己与普高的同学交往时，总是比较紧张。 0.564 — — — — 

8、如果有什么不开心或困难的事，我经常找父母倾诉或帮忙。 — — 0.664 — — 

9、我对自己的仪表(容貌)缺乏信心。 0.546 — — — — 

10、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我会主动求助于老师。 — 0.691 — — — 

11、我很了解自己对周围人的情感。 — — — 0.536 — 

12、只要我能够帮上老师的忙，我会很高兴去做。 — 0.672 — — — 

13、我所遇到的很多人际关系问题都无法自己解决。 0.510 — — — — 

14、我的同学都很尊重我。 — — — 0.551 — 

15、有时我会对自己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表现不满意。 0.652 — — — — 

16、如果老师让我与他合作一起完成一件事，我会感到很高兴。 — 0.570 — — — 

17、跟陌生人打交道时，我会感觉不自然。 0.536 — — — — 

18、父母不会强迫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 — — 0.540 — — 

19、我朋友有些想法与我截然不同，这不影响我们的关系。 — — — 0.539 — 

20、我不能专注地倾听父母的想法和感受。 — — 0.521 — — 

21、经常有人来请我帮忙，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帮助他们。 — — — 0.600 — 

22、父母常把我跟普高生进行比较。 — — — — 0.520 

23、如果我需要，我的朋友们都会帮助我。 — — — 0.666 — 

24、我感觉许多中职老师对学生不够关心。 — — — — 0.773 

25、如果我的朋友做了让我不开心或对不起我的事，我通常会宽容他们。 — — — 0.451 — 

26、别人常常会误解我对他们的好意。 0.566 — — — — 

27、我的朋友们能与我分享他们的快乐与忧伤。 — — — 0.639 — 

28、我有时不愿意和别人说自己是中职生。 0.529 — — — — 

29、在课堂上，我觉得老师经常与我眼神交流，对我微笑以示鼓励。 — 0.721 — — — 

30、在与异性同学交际时，我担心被别人谈论、愚弄。 0.645 — — — — 

31、在需要时我能够从家庭获得感情上的帮助和支持。 — — 0.665 — — 

32、在我取得进步时，老师会发现，并祝贺和鼓励我。 — 0.732 — — — 

33、我与普高的同学交流很少。 0.581 — — — — 

34、我会站在父母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 — 0.6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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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越是老师让我做的事，我就越不想做。 — — — — 0.768 

36、我觉得自己做事有原则、有能力，很棒。 — — — 0.561 — 

37、我觉得跟不同性别同学交际没有什么特别的。 — — — 0.447 — 

38、我很难恰当表达我对别人的情感反应。 0.602 — — — — 

39、我和家人在一起相处很和谐。 — — 0.763 — — 

40、在社会交往时，我会因为自己是中职生而感到不自信。 0.577 — — — — 

41、课余，老师经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 0.728 — — — 

42、我不会老老实实地按老师的要求去做。 — — — — 0.629 

43、我擅于对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 — 0.684 — — 

44、我很能自如的表达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 — — 0.473 — 

45、我感觉老师很亲切。 — 0.716 — — — 

46、我总能清楚的了解自己的感受。 — — — 0.532 — 

47、我和我的父母在一起能愉快的交谈。 — — 0.847 — — 

48、在陌生的场合，我容易感到紧张。 0.613 — — — — 

49、我很少考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 — — 0.449 

50、如果我发现我某方面表现不佳，总希望尽快弥补。 — — — 0.600 — 

51、我经常对自己的交际行为不满意。 0.737 — — — — 

52、老师叫我做的事，即使有困难我也会尽力去做。 — 0.677 — — — 

53、很多情况下我不得不对自己的交际能力表示怀疑。 0.730 — — — — 

54、我愿意把心里话告诉老师。 — 0.720 — — — 

 

可以用来进行后续相关研究。 
在效度方面，研究者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验证了问卷的构想效度。经过碎石图检验抽取出了

5 个因子，分别为人际自我概念、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其他。贴近中职生的学习生活实际

情况，也符合前人的研究结果。另外，本研究发现中职生人际关系中更加侧重于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

这和普通的人际交往问卷是不同的。在校标效度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提供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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