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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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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探讨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内在结构，编制

一份具有良好信效度的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方法：在对父母

自我效能感进行理论分析、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之后，以 561

名幼儿母亲及其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

性因素分析对父母自我效能感的结构进行了探讨。结果：父母

自我效能感量表呈现单维性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数据与

测量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总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90，折半信度为 0.88。结论：父母

自我效能感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适用于对父母自

我效能感的评估，可满足今后相关研究和应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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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自我效能感指的是父母对于自身养育角色能力的评

价以及父母对子女的行为习惯、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一

种能力与信念（Coleman & Karraker，1997；Teti & Gelfand，

1991）。当前，家庭环境与儿童自我发展这二者的关系问题已

经受到了教育领域以及心理等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

父母自我效能感对于儿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

父母自我效能感的研究集中在如何有效地测量与评估父母自我

效能感，这不仅反映出研究者对于父母自我效能感意义与结构

的深层次解读，同时也能够为理顺父母自我效能感与其他因素

之间的关系提供帮助。

Coleman & Karraker（2000） 在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总结的

基础上提出，针对父母自我效能感的测量主要由四方面内容所

组成：首先是特定任务效能，主要测量的是父母在教养范畴内

反馈在某种特定任务上的教养能力，可以借助具体的行为或者

是教养任务来进行判断；其次是特定领域效能，指的是将教养

范畴内不同类型的特定任务效能加以综合，然后使用单一量表

进行测量；再次是一般领域效能，该效能同其他领域在概念上

有着较大的区别，它本身所测量的是概括化的能力与信念，其

本身同特定教养任务并不关联；最后则是一般自我效能，这方

面的研究成果通常是将自我效能视作是一种心理特征，在此基

础上开展测量与研究工作，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将这三种父母效

感量表综合起来使用。 

Jones & Prinz（2005）在一篇综述中指出，虽然目前有不

少关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量表，但对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结

构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缺乏一个真正系统化测量父母自我

效能感的量表。关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测量，不同研究者采

用的测量方式不同，从而导致父母自我效能感的结构也有所

不同，分别有单因素、三因素、四因素、五因素结构等，但

至今尚未有统一确定的结构。编制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最

关键在于父母自我效能感结构的确定，因此作者认为编制一

份简洁、有效的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是非常必要的。本研究

从 Bandura 的三维互动模型和自我效能理论出发，认为父母

自我效能感是指父母对自己能否胜任父母养育角色以及积极

影响子女行为和发展的一种总体性自信心，应该采用“一般

领域效能”的测量方式。由于幼儿的母亲与其子女相处时间

最长，对于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未来的健康成长与

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作者以幼儿母亲作为研究对

象来调查父母自我效能感。

一、方法

（一）测量题目的收集与问卷编制

首先，本研究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操作性定义出发，遵

循编制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原则“领域特殊性”和“领域完整性”

（Bandura，1997），同时参考国外相关父母自我效能感问卷

的题目，进行问卷条目的初步编写。其次，在初步获得的题

目基础上，对 10 名幼儿父母进行开放式调查和访谈，对所要

编制的父母自我效能感题目进一步补充和修正。问题如“这

些题目是有关父母教养能力方面的一些描述，你认为这些概

括全面吗？你认为还有哪些方面没有涉及到？”“您在抚养

子女的过程中，主要碰到哪些方面的困难？请你尽可能详细

描述出来”。最后，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补

充部分条目，形成出世问卷。同时请 3 名心理测量方向的心

理学硕士和一名心理学教授对初始问卷进行评定，找出意思

表达不明确、不符合常用表达习惯、有歧义等项目，并根据

反馈结果进行删除或修改，最终初步形成测试问卷，共 20 个

项目。

（二）研究对象

以广州市四所幼儿园的幼儿母亲为被试，采用了两个样本。

样本 1 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244 份。被试年龄在 25 岁

到 47 之间，平均年龄为 31.6 岁；已婚母亲有 235 人，单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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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的有 9 人；高中以下 29 人，大中专 85 人，本科 107 人，

研究生或以上 16 人，其中 7 名文化程度不详。样本 2 发放问

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17 份。被试年龄在 25 岁到 59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33.0 岁（SD=8.01 岁）；已婚母亲有 307 人，

单身或离异的有6人，其中4名婚姻状态不详；高中以下23人，

大中专 81 人，本科 114 人，研究生或以上 96 人，3 名文化程

度不详。

（三）测量工具 

1. 母 自 我 效 能 感 量 表（Parenting Self-efficacy Scale，

PSES） 采用专家讨论和评定后形成的初步问卷，共20个项目，

量表采用 6级评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6=非常符合”。

2. 一 般 自 我 效 能 感 量 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最早是由由 Schwarzer 等（1981）编制，共有十个项

目所组成，使用4点计分方法。该量表具备显著的单维性特点，

通常是用于对总体性的自我效能感进行测量。现阶段，该量表

已经被翻译成了至少 25 种语言，在国际上使用较为广泛。中

文版由王才康（2001）修订，大量数据表明该量表信效度较高，

在本次研究中，量表 α 的系数为 0.88。

3. 关于父母养育压力量表的编著，最早的作者是 Berry & 

Jones （1995） ，一共包含了 18个项目，采用的是5点计分制，

主要是用于对父母养育压力水平的测量。Berry 选择将改量表

同父母养育压力问题、感知压力量表进行了综合对比，相关数

据表明该量表与感知压力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0.41，同父母养育

压力问卷的相关系数为 0.75，二者都已经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该量表的信效度也是较高的。

（四）程序

主要采用的是整群抽样的手段，主试机构将整个班级作为

实验对象，开展团体施测活动。首先组织幼儿教师，主要是班

主任，向他们说明开展本次调查的意义、目的以及问卷的正确

填写方法，然后组织教师们把问卷发放给所调查幼儿的家长，

要求父母对指导语进行仔细认真的阅读，并且按照规定进行

填写。所有的问卷匿名形式的。施测过程的时间规定在三天以

内。对原始的数据进行文本文档录入处理，采用 SPSS16.0 和

Lisrel8.7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 结果

（一）父母自我效能感的因子结构与项目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对样本一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经统计计算，本数据的

KMO值为0.867，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为805.48（p=0.000），

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适合作因素分析。根据抽取特征值大

于 1 的原则，结合 SCREET 碎石图，在特征根发生急剧变化

的临界点最终确定抽取 1 个因子。在因素分析过程中，根据

因素荷重大于 0.5 和双重负荷的原则对题目予以删减，同时考

虑到量表编制的简洁性，最后剩下 10 个项目，累积解释率为

43.98%，项目荷重及共同度见表 1。

表 1  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因素荷重及其共同度

项目 项目得分 与总分相关 荷载

1 4.26±0.94 0.73 0.74

2 4.29±0.96 0.71 0.73

3 4.16±1.00 0.70 0.71

4 4.09±0.98 0.69 0.71

5 4.07±1.01 0.67 0.68

6 4.26±0.95 0.66 0.68

7 4.02±1.18 0.65 0.62

8 4.60±1.08 0.62 0.60

9 2.98±1.11 0.60 0.57

10 3.96±1.01 0.58 0.56

（二）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可知，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结构为

单维度，为了验证其结构的正确性，本研究采用 Lisrel8.7 对样

本二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一般认为X2/df 小于 5（p<0.05），

RMSEA在 0.08以下（越小越好），NNFI和 CFI在 0.9以上（越

大越好），所拟合的模型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型。从表 2 和图

1 可以看出，该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是一个可接受模型，从

而进一步验证了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单维性。

表 2　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X2 df X2/df RMSEA NNFI NFI CFI

单因素模型 102.42 35 2.93 0.07 0.97 0.97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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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单因素模型（标准化解）

（三）效标关联效度

研究把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以及父母养育压力量表作为父

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果发现父母自我效能感

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44（P<0.01），

与父母养育压力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1（P<0.01），

这表明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的效度是理想的。

（四）信度检验

对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发现其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90，折半信度为 0.88。根据心理测量学要求，信

度系数达到 0.70 以上即可接受，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三、讨论

首先，在测量方式上，该量表从“一般领域效能”的角度

出发，测量的是父母教养领域内的概括化能力信念，而不仅仅

拘泥于某种或几种特定教养任务的能力知觉，这更贴近自我效

能感的本质定义。

其次，关于父母自我效能感的结构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而本研究的结果发现父母自我效能感是一个单维性结构，这与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Schwarzer，1981）的结构类似，进一步

说明该量表测量的是教养领域内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比以往

的结构更加简洁、概括。

再次，相关研究表明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同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这二者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同父母养育压力量表则

是呈负相关的关系，这也就说明这一量表具备相助的理想校标

关联特点。Woodruff 等（1993）认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同具体

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前者能够对后者产生关

键性的影响。父母自我效能感是建立在自我效能感的基础上产

生与发展而来的。

最后是父母自我效能感的信度分析，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

这个量表的内部在一致性系数上表现为 0.90，在这班信度上则

表现为 0.88，表明该量表是一个可靠稳定的量表，能够应用于

相关的研究。但本研究没有对量表进行重测信度分析，希望未

来的研究能够对其进行补充。

四、结语

（1）父母自我效能感被证明示明显的单维度内部结构的，

因此这一量表具备较强的校效标关联效度以及结构效度。

（2）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在信度上是比较理想的，与心

理测量学的具体要求也是相契合的。

（3）总体而言，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适用于中国父母自

我效能感的评估，可满足今后国内相关研究和应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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