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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问卷的编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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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求助是大学生寻求心理帮助的有效方法，编制相应的测查工具是评定大学生网络求助的重要基础。通
过开放式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搜集反映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的问卷项目，然后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

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确定问卷结构，最后编成了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问卷。问卷包含２０个项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结构效度和校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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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对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
的焦点。第３４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年６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６．３２亿，互联网普及
率为４６．９％，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用网络进行沟通交流成为

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在网络沟通交

流中必不可少会出现求助行为。网络求助行为是指人们

为解决问题或缓解压力，运用数字化语言符号，借助 ＱＱ、
微信、论坛、贴吧等网络交流工具，积极主动向他人寻求

理解、建议、信息以及支持的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

方式，网络求助行为对于个体发展、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及心理健康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Ｍａｔｈｅｓｏｎ和Ｚａｎｎａ在１９８８年深入研究了网络求助行
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自我觉察的双因素模型［１］。该

模型认为常用网络交流的人私下自我觉察会增加，公众

自我觉察会减少，即计算机用户会更多关注自己的内心

想法，更少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一模型表明，以计

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统面对面交流

中人们过分关注他人评价的心理顾虑，促使个体着眼于

自己的问题或困难，增加了网络求助行为产生的可能性。

国外学者也认为现实求助需要求助者支付一定的心理成

本，如面子、无能感、自卑感和负债感等；相对于现实求助

的诸多成本和顾虑，网络凭着其匿名性、方便快捷性等独

特优势，逐渐成为大学生缓解压力、寻求支持的重要平

台［２，３］。邓志军和蔡水清调查发现，有４３％的学生在遇到
心理困惑时，会通过网络聊天、网络心理测试、在线网络

心理咨询等方式寻求心理帮助［４］。因此，当求助情境允

许匿名时，由于不用顾忌他人评价或面子问题，人们会更

愿意寻求所需的帮助。

由上可知，网络求助是大学生寻求心理帮助的一种

常用且有效的方法。然而，综观国内外文献，较少有研究

关注大学生网络情境中的求助心理和行为，也无专门的

研究工具。因此，本研究试图立足于国内大学生网络求

助现状，结合相关理论基础，编制一项适合大学生的网络

求助行为问卷，为进一步研究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提供

一定的工具支持。

１　方法
１．１　开放式问卷与访谈

使用自编的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的开放式问卷和半

结构化的访谈提纲，对６５名被试进行调查和访谈，之后

整理出大学生在网络中最常见的求助内容，作为问卷编

制的依据。将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结果进行编码，并根据

结果和相关理论编制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问卷的项目。

请１名心理学教师和５名心理学研究生对问卷项目进行

分析，修订不够完善的题项，初步形成含有４８个项目的

初测问卷。

１．２　预测

随机选取８０名大学生进行小样本施测，要求学生以

四点式量表（１、从不；２、偶尔；３、经常；４、总是）进行评定，

在回答的基础上，请他们标出有歧义和不恰当的题目。

回收有效问卷７８份。根据征得的意见并对施测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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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初步的项目分析，对题目进行进一步删改，删除指标不

符的条目，形成４７个题项的初测问卷。
１．３　正式施测

第一次施测选取了４５０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回收有效
问卷３９６份，这部分数据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其中，大
一１８９人、大二１３１人、大三５７人、大四１９人；男生２１９
人、女生１７７人。第二次施测选取了６００名大学生作为被
试，回收有效问卷５４５份，用此作为验证性因素分析。其
中，大一１３０人、大二１１２人、大三１８０人、大四１２３人；男
生２４３人，女生３０２人。
１．４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和ＡＭＯＳ１７．０分别对数据进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项目分析

主要采用题总相关法与项目区分度法，对第一次施

测得到的有效数据（Ｎ＝３９６）进行项目分析。根据题总相

关法，剔除相关系数小于０．３０项目的原则，第１题和第４
题被剔除掉。然后检查项目的区分度，按照升序对问卷

总分进行排列，求出得分最高的前２７％，命名为高分组，
求得得分最低的后２７％，命名为低分组。结果发现，所有
项目区分度良好，高分组与低分组差异非常显著，故通过

项目区分度法没有删除题目。保留的４５个项目进入下
一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２．２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正交旋转对保留的４５个项目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按照如下标准确定因素的具体数

量：因素特征值大于１；每个因素上至少含有 ３个项目。
接着依序剔除不合理的项目，遵循以下标准：因素载荷值

小于０．４０；双重载荷的项目；题目共同度小于０．４０的项
目。经过多次旋转，形成３个因素共２０个项目的最终问
卷。３因素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４９．８３８％，项目因素载荷范
围０．６１－０．７７，结果见表１。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参照
理论构想及题项内涵将抽取出的３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情
感求助、电子信息和资源求助、友伴求助。

表１　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正式问卷项目载荷

因素１ 因素２因素３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３７ ０．７１ １２ ０．６８ ４６ ０．７２ １４ ０．７７

３３ ０．７０ ４５ ０．６７ １９ ０．６８ ８ ０．６２

７ ０．７０ ５ ０．６３ ２７ ０．６６ ２４ ０．６２

３２ ０．６９ ２２ ０．６２ ２８ ０．６２ ３６ ０．６２

１１ ０．６９ ２９ ０．６１ ３１ ０．６２

３８ ０．６８

特征值 ６．６４ ２．１０ １．２３

方差解释率％ ３３．１９ １０．５１ ６．１４

累积解释率％ ３３．１９ ４３．７０ ４９．８４

２．３　信度检验
采用克伦巴赫 α系数考察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问卷的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９０，情感求助、电子
信息和资源求助、友伴求助３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
别为０．９１、０．７５、０．６７。
２．４　效度检验
２．４．１　结构效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χ２＝３５９．５０６，ｄｆ＝１６７，χ２／ｄｆ＝
２．１５，ｐ＜０．０１，ＧＦＩ＝０．９３７，ＣＦＩ＝０．９５１，ＮＦＩ＝０．９１３，
ＮＮＦＩ＝０．９４４，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６。为了进一步验证问卷的
结构效度，求得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因素之间及因素与总

分之间的相关矩阵如下表２。
２．４．２　效标效度

王洵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求助行为与社会支持呈显

著性正相关，即社会支持度越高的大学生，越容易出现求

助行为［５］。本研究采用梁晓燕和魏岚编制的大学生网络

社会支持问卷进行效标检验［６］。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支

持与网络求助行为（ｒ＝０．７６）、情感求助（ｒ＝０．６７）、电子
信息和资源求助（ｒ＝０．４７）、友伴求助（ｒ＝０．６８）之间存
在极其显著的相关。

表２　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问卷各维度的相关

情感求助
电子信息和

资源求助
友伴求助

电子信息和资源求助 ０．３７

友伴求助 ０．６１ ０．４０

问卷总分 ０．９１ ０．６７ ０．７７

　　 注：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开放

式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进行整理，最终确定了

初测问卷编制所依据的４个维度，依次是：信息求助、情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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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求助、工具求助和友伴求助。按照求助内容的４个维
度，共编制了４８个项目，通过预测删除１个不合适项目，
最终形成了４７个项目的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初测问卷。
探因结果显示，信息求助中的２个项目（如“通过网络向
他人求助电子产品的使用和维修信息”、“当我不会使用

或安装某些软件时，我会通过网络征求他人的帮助”）与

工具求助中的３个项目（如“通过网络向他人寻求视音频
文件或种子资源等”）聚合成了一个新的维度，故将其命

名为电子信息和资源求助。经探因，事先假设的信息求

助维度被排除了。一方面是因为网络信息量巨大且易于

获得，大学生通常使用搜索引擎如 ｇｏｏｇｌｅ、百度就能轻松
获得所需信息，无需再求助于他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有

关信息的求助需求往往比较急迫，通过网络进行搜索的

时效性更高，避免了求助他人过程中的等待和非即时性。

本研究中的网络求助行为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因此搜索行为未被纳入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的研究

范畴。

游洁修订的“寻求社会支持与帮助问卷”包含３个维
度：寻求精神上的支持、独立面对问题和困难以及寻求有

效方法，主要探讨的是情感求助行为［７］。这与网络求助

行为问卷中的情感求助维度具有一致性，但二者之间并

不完全相同，体现在现实中的求助行为并未涉及网络求

助行为中的另外两个维度———电子信息和资源求助、友

伴求助。一方面，电子信息和资源求助是网络情境下的

产物，恰好体现了网络求助区别于现实求助的特异性；另

一方面，网络覆盖面广、快捷方便的特性使得个体的友伴

需求更加易于满足，促成了友伴求助行为的产生。总之，

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与现实求助行为既有相同也有差

异，本研究中的项目更加贴近大学生的生活，使得网络求

助内容更加具体化和多样化。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

的，大学生通常会把现实生活中的求助行为渗透到网络

交往中去，并得益于网络的特性，会出现更多类型的求助

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是对现

实求助行为的延伸和补充。

依据内部一致性分析，该问卷的整体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０．９０，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０．６７以上。所
有相关系数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说明该问卷具有

良好的可靠性。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大学生网络求

助行为正式问卷的结构效度，数据总体显示，各项拟合指

标都在０．９０以上，其中 χ２／ｄｆ＜５，ＲＭＳＥＡ＜０．０５表示大
学生网络求助行为正式问卷拟合度较好。同时，各因素

之间的相关系数范围是０．３７－０．６１，各因素与总分的相
关系数处于０．６７－０．９１之间，说明各因素既对整个问卷
作出了贡献，又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指标表明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另外，大学生网络求助行

为问卷各分维度与网络社会支持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说明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正式问卷的效标效度良好。

综上所述，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问卷

具有较高的信度，同时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

可为深入研究大学生网络求助行为提供一定的工具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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