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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参与社团的行为意图问卷编制及信效度评析 
曾清霞 

(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  江西南昌  330004)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以 Ajzen 所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针对大学生参与社团行为意图进行调查问卷编制, 并检验其信效
度。具体方法是以预测问卷项目分析为前提，利用已知母体数量计算方法确定样本发放的具体数量，最终确定正式问卷 60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501 份，有效回收率 83.5%。结果显示该问卷模式的适配度较高，问卷的信度、效度较好, 可作为中国大学生参与社团
行为意图的较真实反映应用于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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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我国高校学生

社团在组织规模、数量和类型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利敏，

2013）。大学社团活动作为大学校园中最重要的潜在课程（梁昌辉，

2002），逐渐被提升到与学业并重的地位。学生社团是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高校第二课堂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许

利敏，2013）。大学生参与社团不仅有利于知识水平、人际交往能

力、综合素质、团队合作、就业能力的提升，而且有利于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行为、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钟宝

霖，2015）。因此，探讨学生参与社团的行为意图实证研究能了解

学生参与社团的现状并发现参与社团行为存在的问题，能为相关部

门提高学生参与度，预防成员流失给予实际指导意见，为高校借助

社团平台开展学生教育和管理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并为高校思政

工作拓宽理论研究新领域。 

2、计划行为理论及研究架构 
Ajzen 在 1985 年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该理论指出人类的行为会受其它外在客观环境因

素的影响,它能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三个构面，更好地

了解和预测人们的行为意向，进而作用于实际行为，对于个体的行

为的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和解释力（Myers , 2005；王静，2011）。 

 
图 2.1 高校大学生参与社团之研究架构 

3、对象与问卷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江西省 C 大学学生为研究范围，拟采用便利抽样方

法，对 C 大学在校大学生（不包含教职工、研究生）进行调查。

研究主要进行两次问卷发放，第一次先透过便利抽样进行问卷前测

（pilot study），发放纸质问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1 份，有

效回收率 91%。在对前测结果进行题项调整后，利用 Dillman, (2000)

提出的已知母体数量计算方法为依据来确定样本发放的具体数量，

计算方式如 3.6 所示，最终确定正式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1 份，有效回收率 83.5%。 

3.2 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受测者的基本资料，第二部

分为本研究的主要衡量构面，分别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

制、行为意图之相对应题项。 

3.2.1 高校大学生背景变项量表部分 

根据相关文献，本研究整理出高校大学生背景变项（性别、专

业性质、所在年级、是否加入过社团），共计 4 题，本题项采用

度量、名目尺度，为选择题与封闭式问题题项。 

3.2.2 态度量表 

本研究参考 Ajzen (2006)与王耀聪（2011）、洪升呈（2008）、

黄美雪（2010）、郭欣宗（2016）的问卷设计，共设计 8 个题目（如

表 3.1），作为受访者对态度的问题项目。本研究量表均采用 Likert 

五等级量尺计分，在「非常同意」、「同意」、「没意见」、「不

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选项填一个答案来衡量填答，分别给

予 1、2、3、4、5 分，并比较其态度的等级。受访者回答分数越

高，代表其参与社团态度愈正向，分数越低，代表其参与社团态度

愈负向。故此部分题项如下： 

 
表 3.1 行为态度量表 

3.2.3 主观规范量表 

本研究参考 Ajzen (2006)与王耀聪（2011）、张志铭（2007）、

范莉雯（2002）、郭欣宗（2016）的问卷设计，共设计 7 个题目（如

表 3.2），作为受访者对主观规范的问题项目。量表均采用 Likert 五

等级量尺计分，并比较其主观规范的等级。受访者回答分数越高，

代表其所受主观规范的影响愈正向，分数越低，代表其所受主观规

范的影响愈负向。故此部分题项如下： 

 
表 3.2 主观规范量表 

3.2.4 知觉行为控制量表 

本研究参考 Ajzen (2006)与王耀聪（2011）、范莉雯（2002）、

张千培与郑志富（2009）、郭欣宗（2016）的问卷设计，共设计 7 个

题目（如表 3.3），作为受访者对知觉行为控制的问题项目。量表

均采用 Likert 五等级量尺计分，并比较其知觉行为控制的等级。受

访者回答分数越高，代表其所受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愈正向，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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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代表其所受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愈负向。 

 
表 3.3 知觉行为控制量表 

3.2.5 行为意图量表 

本研究采用 Ajzen(1991) 对行为意图的操作型定义为 大学生

（个人）对于参与社团行为之未来行动倾向。参考 Ajzen (2006)与

王耀聪（2011）、郭欣宗（2016）的问卷设计，共设计 3 个题目（如

表 3.4），作为受访者对行为意向的问题项目。量表同样均采用 

Likert 五等级量尺计分，并比较其行为意图的等级。受访者回答分

数越高，代表其行为意图愈正向，分数越低，代表其行为意向愈负

向。 

 
表 3.4 行为意图量表 

4 分析 
4.1 预测问卷项目分析 

选取了江西 C 大学在校大学生（不包含教职工、研究生）作

为问卷前测对象，此次发放 100 份纸质问卷进行预调查，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2017 年 5 月 18 日。本次预测共收回问

卷 91 份，回收率 91%。在问卷前测后，本研究运用 SPSS 19.0 分

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信效度的检验，以提升问卷题项的品质。 

4.1.1 态度量表项目分析 

在运用此方法删除题项时，我们的判断标准是：表中因素负荷

量小于 0.5 的题项，将被删除；但当取一个因素时，更严格的标准

是共同性小于 0.3 的题项，将被删除（邱皓政，2006）。 

分析结果如表 4.1 所示，极端值比较的结果，各题项均达统计

的显著水准；同质性的检验中，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均在.30 以上，

且达统计的显著水平；而题项删除后的α值均小于总量表。从因素

分析结果中得知，因素负荷量和共同性均达标准指数，所以态度量

表全部题项予以保留。 

 
表 4.1 态度量表项目分析 

4.1.2 主观规范量表项目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4.2 所示，极端值比较结果，各题项均达显著水

平；在同质性检验中，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均达.30 以上，且达统

计的显著水平，而题项删除后的 a 值均小于总量表。但在因素分析

中，对主观规范进行了主成份分析考验后，sn1、sn2、sn7 因素负

荷量分别为.36、.37、.38,未达到邱皓政（2006）负荷量大于.50 的

标准；且 sn1、sn2、sn7 共同性分别是.13、.22、.24，小于 0.3 同

样也未达到目标指数，因此设为不良题项均予以删除，其他题项给

予保留。 

 
表 4.2 主观规范量表项目分析 

4.1.3 知觉行为控制量表项目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4.3 所示，极端值比较结果，各题项均达显著水

平；在同质性检验中，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均达.30 以上，且达统

计的显著水平，而题项删除后的 a 值均小于总量表。但是因素分析

中，在对知觉行为控制进行了主成份分析考验后 ，Pbc5、Pbc6、

Pbc7 共同性分别是.27、.01、.18，小于 0.3 未达到目标指数，因此

设为不良题项均予以删除，其他题项给予保留。 

 
表 4.3 知觉行为控制量表项目分析 

4.1.4  行为意图量表项目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4.4 所示，极端值比较结果，各题项均达显著水

平；在同质性检验中，题项与总分相关系数均达.30 以上，且达统

计的显著水平；在因素分析中，对行为意图进行了主成份分析考验

后，各题项均分属同一个层面，且因素负荷量均大于.50，各题项共

同性均大于 0.3。因此，行为意图构面量表均给予保留。 

 
表 4.4 行为意图量表项目分析 

5.1 结论 

5.1.1 题项修改后信度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值做为信度的判断，求出量表的一致

性。陈宽裕、王正华（2011）认为 Cronbach’s α非常适合用来衡

量 Likert 量表。α值系数愈高，代表信度越好。一份信度系数良好

的量表，信度系数最好达到 0.80 以上，如果是分量表，其信度系

数最好在 0.60 以上（吴明隆、涂金堂，2009）。信度分析结果按

照修改后量表题项为依据，求出分量表及全量表 Cronbach ’α值

(如表 5.1)。 

经过删除和修改题项后，由原来的 25 题变成 19 题，如表 3.9 

所述，问卷各构面间问项 Cronbach’α值介于.72-.87 之间，显示

具有良好的信度。态度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87，主观规范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75，知觉行为控制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72，

行为意向量表 Cronbach’sα值为.86，问卷整体 Cronbach’s α值

为.82。因此各量表与整体信度水平均超过 0.6 以上，符合问卷内

部一致性之基本要求，修改后题项全部成立。 

 
表 5.1 删除题项后各量表 Cronbach ’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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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整体拟合度 

为确认量表所衡量的各个题项是否能有效代表各个独立构面，

本研究利用 Amos 22.0 进行整体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来验证量表

模式适配度。 

 
表 5.2 整体验证性分析 

经整体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如表 5.2 显示，各个题项因素负

荷量皆达到显著水平，其中第 7、16 题因素负荷量略低，但 t 值达

显著水平，故保留其题项不予删除，显见各题项皆适合做为本研究

量表的题项(Hinking，1998)。在模式拟合度指标方面，χ2/df 为 3.27，

符合 Schumacker 与 Lomax（1996）的建议值 1 至 5 的范围之内；GFI

和 CFI 皆为.91，NFI 为 0.88，IFI 为.92，符合国内外各项相关研究

所建议的大于 0. 80 的标准，RMSEA 为 0.06，符合小于 0.1 标准(Zhang 

et al.,2003)，综合上诉指标，本研究整体模式拟合度在可接受的范围

内，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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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音实验室中，教师很难确保自己有效地利用实验室环境，而学

生的自我控制意识很弱，有些同学在语音实验室里打着手机，擅自

拔出设备，更改了设备的设置，导致老师无法对其进行实时的监控，

从而给课堂教学造成一定的困难。 

四、英语在多媒体语言实验室中的应用 

英语是大学生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语言方式。许

多英语底子差、专业课知识能力较弱同学对英语的恐惧；英语课堂

主要依靠传统的音库，选择的材料很有限，课堂上的教学效果受到

课时的制约，教师和教师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容易导致知识的广度

狭隘，传统的实验室系统的功能单一，学生在课下不能使用。 

在多媒体教室中，通过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资料，可以为学员

们从不同的视角、海量的资料中获取大量的英语材料。该实验采用

了海量的数据存储和海量的教学材料，并提供了多种以音频和文字

的形式进行的教学材料。通过与校园网络相连接的教学素材，如视

听教材、课件等，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让学员充分了解不同

的文化背景，并能提高学习效率。“电子语音室”使用的是一套教

学光碟，经专业人士审核，正式出版，语料中有标准的读音，恰当

的语体，能让同学们了解英语的精髓，创造一个英语环境，逐渐提

高他们的语感。实验所使用的语音解析系统可以对学生的声音进行

有效的识别和标记，从而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发现并正确地处理问

题。 

在英语教学中，语音教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对教学

资源的综合运用，通过对语音教学的研究，可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

教学情境。由于语言教学的特点，学生的语言学习是从互联网上获

取的，因此，语音教室为学生们准备了大量的语言教学素材，包括

音频教学、视频教学、音乐教学等。 

教师作为学习者的学习指导，应该由原来的知识传递的角色变

为积极的建构协助，在学生的实际运用中应该发挥出一定的示范效

应。教师要成为语音实验室的用户，要利用声音实验室来营造网络

教学的氛围，要让老师成为网络的建设者，要积极地开展语言资源

的建设，要成为学生在语音实验室中运用语言的导师，要指导学生

利用通讯终端建立多媒体互动空间，要做到老师与学生利用多媒体

结合。 

结束语 

在数字多媒体语音实验中，充分发挥了以培养学生的素质为目

的、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与社会构建相适应的特点。老师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让学生掌握学习终端，根据需要挑选教材，老师可以

在网上解答问题，让他们明白，网上学习是一个不断被加工和升华

的过程，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认识，建立终身学习理念，对学生在学

习中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评价，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随时自主学

习，老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英语演说大赛、英语角、英语教学网站

等各种学习方式来帮助学生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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