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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从适应观点出发，界定了残疾人心理健康的定义，并参考相关的心理健康量表，结合访

谈，编制了残疾人心理健康量表，同时检验其信效度，为残疾人心理健康的研究和测评提供工具。通过对 IG# 个残疾

人被试进行测试，经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得到一个由 *% 个条目组成的残疾人心理健康量表：$）残疾

人心理健康量表由 % 个维度构成：人际和谐与社会适应 ，积极的自我概念、幸福感体验、爱情和婚姻的满意度，乐于

学习和工作；"）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A KGI；各维度与总分相关系数为 #A G$K L #A K*K，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A *K% L #A J)*；*）残疾人心理健康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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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残疾

人已达到 ) "KG 多万，占总人口比例的 GA *IO［$］。

残疾人由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往往更容易在心理上

产生一些困惑和障碍，其心理问题的检出率更高。

如徐方忠、冯年琴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2PFK#）对

$"K 名初中和高中听力残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

行评价，结果表明：听力残疾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比一般中学生明显差，总体上心理问题检出率接近

*#O，躯体化、强迫、偏执是最普遍存在的心理问

题［"］。李祚 山 使 用 中 小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诊 断 测 验

（&QR）对听觉障碍学生的调查表明：听觉障碍学生

心理问题的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分别是恐怖倾向、

身体症状、对人焦虑和冲动倾向［*］。李祚山采用

&QR 对盲童的调查则是冲动和恐怖倾向较高［I］。

李强等人以天津理工学院聋人工学院 $%) 名聋哑大

学生进行测查，结果表明：聋哑大学生症状自评量表

（>2PFK#）的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心理问题检出率也

明显高于非残疾人群体。可见，残疾人的心理健康

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常模，并且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也

普遍较高［%］。吴秀丽等人以广州市东山区 )** 名

*$ L %# 岁残疾人为对象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残疾人群中 *GA **O 的残疾者对未来感到信心不

足，$%A KKO曾经或经常有轻生念头［G］。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残疾人的心理健康问

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研究中

采用的工具也是多种多样 ，但目前对残疾人心理

健康测评使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 >2PFK#，&QR 和

艾森克人格问卷（STU）等。这些问卷的选择，主

要是临床鉴别症状，而且不适于进行心理健康的

调查研究，同时问卷的条目太长，不适合残疾人的

特殊情况。并且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症状，应

该从多角度、多方面来综合评价，只测量消极心理

显然不能全面了解心理健康状况，所以，近年来国

内外均从 积 极 的 方 面 来 思 考 和 编 制 心 理 健 康 量

表，如引进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J］，苏丹和黄希庭

编制的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等。国外的如效果

问卷［K］，民 主 成 熟 测 验［$#］，行 为 健 康 问 卷［$$］等。

因此，本研究编制的心理健康问卷更倾向于从积

极方面进行建构，采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

理学作为理论依据，以便从正面的角度来建构和

思考残疾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心理健康包括两个主要的概

念，现象自我和自我实现。所谓的“ 现象（T3;/,8;F
/,/）”一词是指感官或为感官所感受的内容，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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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经验的现实［!"］。人对自身的情感、婚姻、自信

状态、自我概念等因素是这种现象自我的具体体现。

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是

在社会生活中具体体现出来的，是人在社会交往、社

会生活中去体现自我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积极心

理学从健康成人发展的观点认为心理健康意味着成

熟；心理健康是在情绪或社会方面的能力；心理健康

是有主观幸福感，即一种主观感受到快乐、满足和希

望，心理健康是能成功地适应和保持平衡。残疾人

心理健康量表的建立就是以上面两种观点作为理论

依据。本研究根据残疾人的具体情况，对当今主流

的看法，认为心理健康不仅仅指没有心理疾病或变

态，而且在身体上、心理上以及社会行为上均能保持

良好状态这种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把身体上的良

好状态不做过分强调，而采用狭义的心理健康定义。

认为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个体

心理活动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使人处于积极的情绪

状态之中，主观体验的主要内容是幸福感和满足感，

在这种状态之下能很好地完成当前所从事的包括学

习和工作在内的各种活动，从而具有良好的社会适

应能力。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积极的自我观念，面对

现实乐于工作，对婚姻家庭满意，具有积极的幸福感

体验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 研究方法

"# ! 残疾人心理健康量表题项的来源

心理健康量表的题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根

据前期的访谈和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结合残疾人

的心理特点，编写题目；二是从现有的问卷中选择

相应的条目；初步编写 $% 条量表条目，采用 &’()*+
自评式 , 点量表法，从“ 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

合”记为 ! - , 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

好。然后分别经过从事残疾人心理健康研究的有

关专家和部分残疾人代表共 ". 人对题目进行了反

复讨论，并删除了存在歧义的测量条目 !! 条，保

留了符 合 问 卷 编 制 要 求 的 条 目 %, 条。然 后 对

",. 名残疾人进行了预测，采用临界比率法和相关

法进行了项目分析。通过临界比率法，有 % 项的临

界比率值没有达到 .# .! 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予以

删除；通过相关法，对总相关系数小于 .# /. 的条

目予以删除。在所剩下的 ,0 项条目中，有!, 项没

有达到相应的要求，进行了删除。经过项目分析

后，问卷保留了 // 项条目。

"# " 对象

本研究共有 ,!$ 名残疾人参加了正式测试，剔

除明显回答不认真或有严重反应倾向的问卷,$ 人，

问卷回答有效的人数为 /%. 人，其中男性 "," 名，女

性 ".1 名 。视力残疾 1/ 人，听力残疾2/ 人，肢体残

疾 !0" 人，智力残疾 ,0 人，精神残疾 %. 人，言语残

疾 $ 人。年龄分布范围从 !% - $0 岁。

"# 2 方法

测试采用个别施测和集体测试的方式进行，个

别施测由重庆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

完成。集体测试由残联干部和街道助残员将残疾人

集中于街道和社区集中完成。对于文化程度比较低

的残疾人，由主试代为阅读，被试自己选择。部分不

能回答的残疾人，如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的，由最了

解他的监护人进行评价，也就是采用他评的方式进

行代替自评。

统计分析采用 3433!,# .。

2 结果与分析

2# ! 残疾人心理健康问卷的结构

对保留的 // 条项目进行 567 样本适合性检验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567 值为 .# 0,0，球形检验

!" 值为 % 0$/# !,/，"# 8 ,0,，$ 9 .# ..!，表明数据适

合进行因素分析。采取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最大正交

旋转法，抽取特征值大于 ! 的项目，共抽取 , 个因

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 ,.": 。各项目均在相应

因素上具有较大载荷，处于 .# /" - .# $1 之间。各因

子的负荷值、共同度及解释率见表 !。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因子 ! 由 !2 个题项构成，主

要涉及到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的技能及其在新环境

中的适应能力，因此笔者使用“人际和谐和社会适应”

进行命名；因子 " 主要涉及到残疾人的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等品质，因此用“积极自我概念”进行命名；因

子 2 主要涉及到对自己、家庭和社会的乐观的看法和

满意的体验，因此使用“幸福感体验”进行命名；因子

/ 主要涉及到对家庭和婚姻的满意度，因此使用“爱

情婚姻满意度”进行命名；因子 , 主要是乐于学习和

工作方面的内容，所以使用“乐于工作”命名。

2# " 问卷的信度检验

采用内部一致性 ;*<=>?@ABC ! 系数进行信度检

验，结果见表 "。表 " 结果表明各维度及其与总问

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 $0" - .% 0!1 之间。各维

度的 ! 系数均在 .% $ 以上，总量表的 ! 系数达到

.# 0%/，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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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残疾人心理健康量表的的因素负荷及共同度

因素 题号 题项 因素负荷 共同度

因素 !：人际和谐和社会适应（特征值 #$ %#&，贡献率 !’$ ()(* ）

!

!) 我的生活丰富多彩，非常充实 +$ #), +$ ’%)

%, 我感觉到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我也能很快适应 +$ #’# +$ #%#

-#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很容易同别人接近 +$ #’% +$ #&’

!( 我对人热情大方 +$ #&) +$ -)+

’ 我感到大家都愿意接近我 +$ #!% +$ #+-

-’ 我在亲戚、朋友中还是比较有威信的 +$ #!% +$ -#,

!# 我能化解我与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 -’# +$ #!#

#) 我很喜欢参加社交活动 +$ --% +$ -)!

#! 我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 -&, +$ ’!#

&( 我认为世上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 &)& +$ -#+

&! 我总是想很快把事情做完 +$ &(% +$ -+(

,’ 即使对于那些不理解残疾人的人，我也愿意同他们交往 +$ &-! +$ ,’(

,, 我能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各种尴尬 +$ &%! +$ &!(

因素 %：积极自我概念（特征值 -$ -’#，贡献率 !-$ ),!* ）

%

& 我觉得应尽量少依赖别人 +$ ’-# +$ #-(

, 我总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 ’-- +$ #)#

% 我感觉到自己和其他健全人一样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 #’# +$ ##)

,+ 我总希望能够自食其力 +$ ##’ +$ ###

!- 我总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潜力 +$ #-! +$ #&’

!& 我感觉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 +$ -(# +$ -))

%( 我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 +$ -’% +$ -,+

%) 我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 +$ -!! +$ &&%

因素 ,：幸福感体验（特征值 ,$ %))，贡献率 )$ &%’* ）

,

!% 我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感觉到比较满意 +$ ’!# +$ #%)

’% 现在是我一直以来最幸福的时光 +$ #&# +$ #&%

( 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快乐 +$ #!! +$ #&+

’, 我感觉到社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遇 +$ -&) +$ --+

&) 我和其他健全人一样幸福 +$ &(- +$ ###

,& 我的事业、家庭和前途充满希望 +$ &-! +$ #,+

因素 &：爱情婚姻满意度（特征值 ,$ %,,，贡献率 )$ %,(* ）

&

-, 我满意和配偶一起度过的时间 +$ ’%- +$ #)’

&- 在讨论某一问题时，我感觉到配偶是理解我的 +$ #!’ +$ #!’

-% 为了家庭的幸福，我会不懈的努力 +$ -,) +$ ’%(

,! 和家人在一起我能感受到天伦之乐 +$ -,% +$ &&&

-! 我希望自己能赢得更多的尊重 +$ -!, +$ -,+

因素 -：乐于工作（特征值 ,$ !-,，贡献率 )$ ++)* ）

-

’- 我能从工作中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 ’(! +$ ’((

’# 在工作中，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 ’&( +$ ’((

-+ 我能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 +$ #++ +$ ’%%

,$ , 问卷的效度检验

残疾人心理健康问卷的编制题项来源于前期对

残疾人进行的访谈和座谈等获得的资料，另外参考

了目前的相关的信、效度较高的心理健康量表的题

项。因此，可以保证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符

合残疾人心理健康的实际情况。另外考察了残疾人

心理健康的各维度之间及维度与问卷总体之间相关

情况见表 ,。表 , 的结果表明：各维度与问卷总分

相关在 +$ #!) . +$ ),) 之间，有较高程度的相关；各

维度之间的相关均在 +$ ,)- . +$ ’(, 之间，说明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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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间有一定的独立性且又能反映总问卷所要测查的

内容。因此，问卷的结构是合理的。

表 !" 各维度及总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

人际和谐

和社会

适应

积极

自我

概念

幸福

感体验

爱情

婚姻

满意度

乐于

工作
总体

! 系数 #$ %&’ #$ &(% #$ %)( #$ *&! #$ %** #$ &+)

表 ’" 问卷各维度之间以及维度与总体的相关

人际和谐

和社会

适应

积极

自我

概念

幸福

感体验

爱情

婚姻

满意度

乐于

工作

人际和谐和

社会适应

积极自我

概念
#$ *%’!!

幸福感体验 #$ *!!!! #$ +(!!!

爱情婚姻

满意度
#$ +!%!! #$ ,&)!! #$ )&%-!!

乐于工作 #$ ),,!! #$ ))(!! #$ ’&,!! #$ ,,)!!

总分 #$ &’&!! #$ %*%!! #$ %#,!! #$ *,*!! #$ +(&!!

) 讨论

)$ ( 关于残疾人心理健康的结构

本研究结果表明，残疾人心理健康可以包含 ,
个维度：人际和谐和社会适应、积极自我概念、幸福

感体验、爱情婚姻满意度、乐于工作。本研究的 , 个

维度均来自于对残疾人自身的调查，经探索性因素

分析而得到的，因此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而

且本研究编制的量表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从

正面的角度来看待残疾人的心理健康，避免了传统

的测量工具，如 -./0&#、123 等准则参照测验，只是

对于有心理症状即有可能处于心理障碍或心理障碍

边缘的人有良好的区分能力，对没有或较少存在心

理症状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缺乏分辨能力，它只适用

于测查某人群心理障碍可能存在的比例及其程度，

并不适用于判断和比较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

所以在用于测查残疾人心理健康时值得商榷。

本研究提出的 , 个维度是具有合理性的，这是

因为：(）通过人际交往建立积极的、健康的人际关

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积极的人际关系会促进

生活满意感的提高和积极情感的产生，抑制消极情

感的产生。人际交往素质包含人际交往能力、人际

自我调控、人际情绪控制能力、人际态度以及人际品

质［()］。人际和谐和社会适应这一维度与 -./0&# 量

表［(,］中人际敏感相对应，从积极、正向的角度测量

了残疾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对社会环境的积极应对

等，从而反映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是合理的。!）残疾

人由于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缺陷导致他们在学习、生

活、就业，以及恋爱、婚姻和家庭等方面会遇到比健

全人更多的困难，面临更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对自己的评价产生偏差，对周

围的环境也心生各种各样的抱怨。针对这一心理，

本研究在理论建构中包含了积极自我观念这一维

度，主要指能客观地感知、评价自我，悦纳自己；并且

能正确看待环境，坦然、乐观面对现实，以便他们能

正确地认识和接纳自己，做一个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的人。’）幸福感体验是指残疾人对自己生活质

量的总体评价，它取决于个体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以

及在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强调个体的自我评价。主

观幸福感与自尊、自我价值感的关系非常密切［(+］，

并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幸福感是人们生活最

求的目标，因此将其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具有重要

的意义。)）婚姻是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一个人的基

本人权。恋爱、结婚到组建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向往

的幸福生活。残疾人也有婚姻的愿望和强烈的感情

需求，但是他们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比例却不是那么

理想，有将近 )#4 多的残疾人没有婚姻的经历和婚

姻的机会 ，而爱情婚姻满意度是心理健康的必备条

件。高晖等人研究指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对残疾

人运动员的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残疾人

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亲人、伴侣和社会，其中亲人

和伴侣的支持近占 &#4［(%］。所以爱情和婚姻的满

意度对残疾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将其作为残疾人

心理健康的一个指标是合适的。,）在残疾人这一

特殊群体当中，普遍存在工作缺失的现象，一部分是

被动缺失，也有主动缺失。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第二号公报的调查显示，残疾人的就业水平低

于社会平均水平，没有工作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从而导致残疾人的恋爱、婚姻和家庭都会受到严重

影响，这是残疾人自卑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

如果残疾人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工作当中，就能够克

服自卑感，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实现自己的价值。

所以，对于成年的残疾人而言，工作对其心理健康有

重要的影响，因此考虑乐于学习和工作作为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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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指标是有依据的。

!" #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本问卷的 $%&’()*+’, ! 系数 在 -" ./# 0 -" /12
之间，各维度的 ! 系数均在 -" . 以上，总量表的 !
系数达到 -" /3!，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系数。

题项的选择大多来自于对残疾人、残疾人亲属及其

残联干部的访谈，另外参考了目前编制的具有较高

信、效度的量表，如上海市民心理健康问卷［1/4#-］，老

年人心理问卷的编制等［#1］，因此，保证了问卷具有

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各维度与问卷总分相关在

-" 31/ 0 -" /5/ 之间，有较高程度的相关；各维度之

间的相关均在 -" 5/6 0 -" .25 之间，说明各维度间有

一定的独立性且又能反映总问卷所要测查的内容。

因此，问卷的结构基本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残疾人

本身的特殊性，本问卷的编制未能检验重测信度和

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结构效度进行检验，这在今

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加强。

!" 5 研究展望

量表的编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会随着心

理健康量表的理论发展和残疾人心理健康的实践需

要，不断修订、完善本量表，以其积极心理学的取向

和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特色，成为残疾人心理健康

的研究者及咨询、教育领域的残疾人工作者乐于使

用的量表。

6 结论

残疾人心理健康量表由 6 个维度构成：人际和

谐与社会适应、积极自我概念、幸福感体验、爱情婚

姻满意度和乐于工作；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 /3!；各维度与问卷总分相关系数在 -" 31/ 0
-" /5/之间，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 -" 5/6 0
-" .25之间；残疾人心理健康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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