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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来华留学生为样本，修订
了美国学者开发的留学生生活压力量表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ＬｉｆｅＳｔｒｅｓｓ）。实证研究阶段共回收４２４份
有效问卷，整份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达到０８７５。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生活
压力有六个维度：社交压力、新文化压力、经济压力、学业压力、未来选择压力和语言压力。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证明六因素的结构模型能较好地拟合数据。综合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为我国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研究提供测量工具上的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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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国际化已经

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必然选择。大力发展留学生

教育、不断提升留学生教育的水平和层次，是各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和举措。随着我国

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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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升。

为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推动来华留学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印发了 《留学中国计

划》。该计划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０年使我国成为亚
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

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来华留学工作与服务体

系，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

业生。截止至２０１６年，我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已经
达到４４．２７万名，比２０１５年增加了１１．３５％，比
２０１２年增长了３５％，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３倍［１］，已

提前实现了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的目标。其

中，学历生人数持续保持两位数以上高速增长，

硕博生人数增速明显高于本科生。从长远来看，

来华留学生特别是学历生的数量将呈进一步增长

的趋势，且低龄化趋势也正在加速到来。对于心

智发展尚不健全的异国少年，在跨文化的背景下，

除了学习和生活上可能碰到的问题之外，由于语

言差异、文化冲突、宗教信仰等因素，导致在华

生活的留学生群体心理问题也日益显现。重视来

华留学生生活压力的测量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的监

控，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

要内容。

刘奇、白丽在对２７０名在华南亚留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的研究中发现：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

主观压力水平有显著的关系，即低压力组的心理

健康水平明显优于高压力组［２］。国内外大量研究

表明：强烈、持久的生活压力会打破心理和生理

的平衡状态，让个体产生负面情绪反应，同时可

能会影响个体的认知与智能水平的发挥，降低个

体的适应和应对能力，严重者还会表现出在学习、

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注意

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等问题），甚至在某些情况

下导致心理或生理上的疾病［３］。美国是世界上较

早也是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他们对留学生教

育的相关研究也起步较早，留学生的教育体系也

相对完善。对于留学生生活压力、心理健康等群

体性问题，美国学者较早地进了探索。１９９５年，
ＢｉｎＹａｎｇ和ＧｅｏｒｇｅＡ．Ｃｌｕｍ共同开发了留学生生活
压力事件量表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ＬｉｆｅＳｔｒｅｓｓ），该量表
共３１个条目，分为６个因素，即语言压力、新文
化压力、种族歧视压力、学术压力、留学经济压

力和未来规划压力，并以美国高校中来自亚洲的

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４］。此后，该量表得到了较为

广泛的应用，不少美国学者采用了该量表对留学

生群体进行了测量研究，并进一步证实了该量表

较高的信度和效度［５－６］。

本研究将ＢｉｎＹａｎｇ和 ＧｅｏｒｇｅＡ．Ｃｌｕｍ开发的
留学生活压力测量量表引入国内，并以来华留学

生为对象，进一步考察留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量表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ＬｉｆｅＳｔｒｅｓｓ）修订版的信效度，以期
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于２０１７年４月正式进行问卷调查，随
机选取江苏省中南部地区苏州大学、江苏大学、

扬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四所高校在校留学生

为样本，共发放问卷５３４份，回收５３４份，剔除漏
填项目较多或具有明显敷衍迹象等不合格问卷１１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共４２４份。其中，男性来华留学
生２８０人，女性来华留学生１４３人，有一名学生未
填写性别，故缺失值为１；来自亚洲国家的有１８９
人，来自非洲的有２０５人，来自其他洲别的人数为
３０人；非学历生３２人，本科生２６１人，硕士和博
士研究生１２７人，有４名学生未填写该题，故缺失
值为４；小于２５岁的来华留学生有３０７人，占总
数的７２４％。具体信息见表１。

表１　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数值 比例

性别

男生 ２８０ ６６０％

女生 １４３ ３３８％

缺失值 １

年龄

小于２５岁 ３０７ ７２４％

大于２５岁 １１６ ２７４％

缺失值 １

生源国别

亚洲 １８９ ４４６％

非洲 ２０５ ４８３％

其他 ３０ ７１％

学历

非学历生 ３２ ７５％

本科生 ２６１ ６１６％

硕博生 １２７ ３００％

缺失值 ４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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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题目的修订

留学生活压力事件问卷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由ＢｉｎＹａｎｇ和 ＧｅｏｒｇｅＡＣｌｕｍ编制，包含
３１个项目，采用四点计分法 （０—３分），０分代表
“从没 有 过 （Ｎｅｖｅｒ）”，３分 代 表 “经 常 发 生

（Ｏｆｔｅｎ）”，分数越高表明其留学压力程度越大。原
量表共有五个维度，包括经济压力与渴望留在美国、

语言压力、社交压力、文化适应压力与希望回国压

力、学术压力。在初次修订时，根据来华留学生的

特点、中国文化特色以及社会实际情况，将原问卷

中 “ＵＳ／Ｅｎｇｌｉｓｈ”改为“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改为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删去第 １２题。对江苏大
学４０名来华留学生进行初次测验，收集其对于该
问卷的反馈与建议，并对问卷项目进行细微修改，

最后再与具有心理学基础的来华留学生、来华留

学生心理辅导员讨论后确定了初稿。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２２０对来华留学生样本数据进行项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使用Ａｍｏｓ２１０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项目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的总分，将样本分为高分组

（２７％的高分者）和低分组 （２７％的低分者），然
后对两组被试在每道题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同时进行同质性检验。项目分析结果如表２
所示，除第１７题外其他题项高分组被试得分均显
著高于低分组 （Ｐ均 ＜００１），且其他题项得分与
总分的相关显著 （ｒ＝０３２２—０６１６，Ｐ＜００１）。
因此删去１７题，保留２９个题项。

表２　留学生活压力事件问卷各题项的项目分析

项目

各题项与

量表总

分相关

高分组与

低分组ｔ值
项目

各题项与

量表总

分相关

高分组与

低分组ｔ值

１ ０４０９ ６７７１ １６ ０４９８ ７８２９

２ ０４５６ ７１３３ １７ ０１８８ １９６５　　

３ ０４１０ ６２８０ １８ ０５５５ １０６２９

４ ０４９１ ８４８６ １９ ０４２５ ６４７５

５ ０５４１ １０７９３ ２０ ０３２２ ４４２４

６ ０５０５ ８８８８ ２１ ０４４１ ６９２９

７ ０３６３ ５０３２ ２２ ０４７４ ７４６３

续表２

项目

各题项与

量表总

分相关

高分组与

低分组ｔ值
项目

各题项与

量表总

分相关

高分组与

低分组ｔ值

８ ０４７０ ８１７６ ２３ ０５９４ １３３９２

９ ０５１６ ８４３８ ２４ ０５３０ ９３０９

１０ ０４１２ ６２２２ ２５ ０５２１ ８９１０

１１ ０５５２ １２２４１ ２６ ０５６３ ９９２４

１２ ０５５８ １０２３３ ２７ ０３１０ ４９９１

１３ ０６１６ １１２２３ ２８ ０５４５ ９１４４

１４ ０５３７ １０４８２ ２９ ０３５２ ５７２６

１５ ０３８１ ５５０７ ３０ ０４９２ ８４２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下同。

（二）效度分析

１．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通过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来判断该样本数据

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该样本下的问卷 ＫＭＯ值
为０８６０，χ２值为 １８９１６８，ｄｆ值为 ３００，Ｐ小于
０００１，这说明项目之间存在共同因素，可以进行
因子分析。其次对该２９个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法、
最大方差法的正交旋转、抽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因子分析中项目筛选

要求进行探索，（１）删除共同度小于０２的题项；
（２）删除因子载荷较小的题项，保证所有题项的
因子载荷均达到０４０以上；（３）考察各公共因子
能否合理解释该维度的所有题项，并删除无法解

释的题项。经过多次探索，删去４道题，最终保留
２５个项目，获得６个因素，可解释５６８８％的总方
差，具体因素分析结果摘要如表３所示。
２．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２５道题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修订后

问卷是否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该问卷的模型拟

合指数如表４所示，卡方自由度比值 （χ２／ｄｆ）小
于２，标准化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ＳＲＭＲ）和渐进
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ＲＭＳＥＡ）小于００５，适配度
指标值 （ＧＦＩ）、增值适配度指标 （ＩＦＩ）、Ｔｕｃｋｅｒ－
Ｌｅｗｉｓ指标 （ＴＬＩ）、比较适配度指标 （ＣＦＩ）均在
０９以上，这说明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较好的结构
效度。图１中，ｅ１４、ｅ１９间，ｅ１６、ｅ１８间和 ｅ２０、
ｅ２５间的双箭头代表在模型修正时，研究者根据修
正指标值释放的测量误差项间的共变关系［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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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留学生活压力事件问卷因素分析结果摘要

社交压力 新文化压力 经济压力 学习压力 未来选择压力 语言压力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项目 载荷

５ ０７００ ２ ０６４９ ２１ ０７９８ ３ ０７９８ １５ ０６９３ １ ０６５２

９ ０５６６ １０ ０７０５ ２４ ０７２５ ４ ０７１９ ２５ ０６９８ ７ ０６０４

１１ ０７１０ １３ ０５２０ ３０ ０７９２ ６ ０６７１ ２７ ０７７３ １６ ０４４４

１２ ０６１３ ２２ ０６３９ １９ ０６７３

１４ ０７２２ ２８ ０４３５

１８ ０６１１

２３ ０６８６

表４　留学生活压力事件问卷结构模型拟合指数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ＳＲＭＲ Ｇ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４５９８３１ ２５７ １７８９ ００５０３ ０９１３ ０９１７ ０９０１ ０９１６ ００４５

＜２ ＜００６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０５

图１　留学生活压力事件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３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性
根据表５的结果可以发现，国际学生来华留学

压力问卷各分量表之间以及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

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三）信度分析

对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压力问卷数据进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检验，来考察总量表以及分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如表 ６所示，总量表的 α系数为
０８７５，分量表的α系数在０６３１—０８３２之间，其
结果均达到了可接受水平。

（四）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量表的初步应用

本研究对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的现状与在性

别、年龄、国别和学历方面的差异性进行初步分

析，结果显示 （见表７），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总
体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得分位于中位数以下。其

中，语言压力维度得分最高，超过了中位数；其

次为学业压力维度，再次为经济压力维度，第４为
未来选择压力维度，均位于中位数附近。通过差

异性分析发现，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在性别和年

龄上无显著性差异 （ｔ１ ＝０５１９，ｐ１ ＝０６０４＞
００５；ｔ２＝０８１１，ｐ１＝０４１８＞００５）；在来源国
洲别上，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的总分没有显著性

差异 （Ｆ＝００５２，ｐ＝０９５０），但是在学业压力维
度上有显著性差异 （Ｆ＝３６０５，ｐ＝００２８＜
００５）；在学历特征上，其总分具有显著性差异
（Ｆ＝３９５６，ｐ＝００２０＜００５），尤其硕博生在社
交压力 （ｐ＝００１２）、学业压力维度 （ｐ＝００００）
得分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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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留学生活压力事件问卷各因子及总量表的相关系数

总表 社交压力 异文化压力 经济压力 学业压力 未来选择压力 语言压力

社交压力 ０８０４ １ — — — — —

新文化压力 ０７０５ ０５８７ １ — — — —

经济压力 ０５８６ ０２７９ ０２５３ １ — — —

学业压力 ０５９６ ０３５２ ０３２７ ０２７４ １ — —

未来选择压力 ０６３６ ０３２０ ０３０９ ０３６１ ０３２２ １ —

语言压力 ０６９８ ０４４７ ０３６０ ０３６６ ０２８６ ０３６１ １

表６　留学生活压力事件问卷总量表与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总量表 社交压力 新文化压力 经济压力 学业压力 未来选择压力 语言压力

α系数 ０８７５ ０８３２ ０６８１ ０７４９ ０７１６ ０６３４ ０６３１

表７　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平均

数

标准

差

题项

数

每题

均分

极小

值

极大

值

社交压力 ６３５ １２５９ ７ ０９１ ０ ２０

新文化压力 ３８８ ４８５ ４ ０９７ ０ １２

经济压力 ３９８ ２７８ ３ １３３ ０ ９

学业压力 ４０８ ２６７ ３ １３６ ０ ９

未来压力 ３８６ ２５４ ３ １２９ ０ ９

语言压力 ７７０ ２４０ ５ １５４ ０ １５

留学生生活压力 ２９８５ ３０９ ２５ １１９ ２ ６９

四、讨论

（一）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量表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本研究以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对ＢｉｎＹａｎｇ
和ＧｅｏｒｇｅＡＣｌｕｍ编制的留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量表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ＬｉｆｅＳｔｒｅｓｓ）进行修订。本研究结果
表明，修订后的留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量表的信效

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以用于来华留学生

压力水平的测量。项目分析中，第１７题高分组与
低分组ｔ值为１９６５，Ｐ＞００５，与总分的相关系数
较小，由此说明该题项没有很好的鉴别度，故删

去。其他题项高分组与低分组ｔ值均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题项得分与总分之间相关性显著 （ｒ
＝０３２２—０６１６，Ｐ＜００１）这说明２９条项目能较
好地反映所要测查的内容，并且有良好的区分度。

探索性因素中，根据项目筛选要求进行多次探索，

删除４道题目，共获得６个因子。这六个因素包括
社交压力、新文化压力、经济压力、学业压力、

未来选择压力和语言压力，比原问卷多出一个未

来选择压力因素。在原问卷中，该因素中的题目

分散在其他因素中，但我们在修订的过程中发现：

代表未来选择压力的共有四道题项，其中一题与

来华留学生的学业压力相关程度较高，因此被纳

入学业压力因素中，而其他三道题恰恰满足条件

而形成一个因素。社交压力因素，包括７道题，主
要反映来华留学生在求学与社交过程中受到的歧

视与特殊对待。新文化压力因素，共有４道题，反
映在来华留学生进入到我国高校，面对转变的生

活环境、接触新文化风俗时体验到的压力。经济

压力因素，包括３道题，反映来华留学生家庭经济
情况对学习与生活产生的压力。我国来华留学生

学费来源主要包括自费、国家奖学金等各类奖学

金、他人资助三个方面，留学生实际的经济情况

不容乐观，拖欠学费等情况在大部分高校中较为

常见，因此对于留学生来说经济情况也是压力源

之一。学习压力因素，包括３道题，可以反映在当
前求学过程中的学术压力、自我学习要求带来的

压力等方面。语言压力因素，包括５道题，可以概
括为汉语言障碍对其求学过程带来的压力。

为验证该问卷的理论模型与实际模型是否吻

合，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由于第４题、第２５题
和第２８题在其他维度上存在跨维度相关性，因此
对模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该问卷的拟合程度较

好，各分量表之间以及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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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相关。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总量

表的α系数在０８以上，分量表的α系数在０６３０
以上。吴明隆指出对于一般的态度或心理直觉量

表，其总量表的α系数应达到０８以上，分量表的
α系数应达到 ０７以上，但分量表的 α系数在
０６０—０７０之间也可接受。由此可见，该问卷具
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信度。

（二）来华留学生生活压力的现状和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在语言压力、

学业压力、经济压力和未来压力 ４个维度得分较
高，处于中位线附近，且语言压力维度得分在中

位数之上。说明对于来华留学生来说，一方面，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中，语言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

障碍，还不能很好地和国人进行交流；同时，专

业课程学习对来华留学生来说也是较为困难的，

原因可能是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不够扎实、

和国内学生还存在差距，也有可能当事学生不适

应国内的教学和考核方式所致。另一方面，来华

留学生的经济状况普遍并不是太好，在访谈中，

不少学生表示钱不够用，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资助；

对于未来毕业后能干什么，来华留学生普遍也感

到迷茫。这可能跟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国有关，作

者所选择的调研对象为江苏省４所地方高校，来华
留学生大多来自非洲和亚洲地区的，除少数学生

家庭较为富裕外，绝大多数在当地可能是普通工

薪阶层。尽管如此，值得欣慰的是，到中国来求

学的留学生整体生活压力并不是太高，处于中等

偏下水平。其中，我们较为担心的由于宗教信仰

等导致的社会文化差异，以及由于习俗导致的社

交压力并不高。这反映来华留学生具有较强的适

应能力，同时也说明我国社会的宽容性和包容性，

能够广泛接受并包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

学生。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来华留学生总体生活压

力在性别、年龄和国别等人口学变量上，并无显

著性差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学业压力维

度，来自不同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之间，存在显著

性差异。不同学历层次的来华留学生在生活压力

总维度、学业压力和社交压力维度也有显著差异。

学业压力维度上，来华留学生的压力水平存在显

著性差异，可能是生源质量不同造成的，也有可

能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更能适应中国的教育

教学风格。不同学历层次的来华留学生的生活压

力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本科生和硕士生之间。

本科生的学习压力和社交压力高于硕博生，其主

要原因可能是本科生的年龄较小，处于身心变化

最为迅猛的青春期，他们跨文化的社交与学习能

力低于硕博士生，能力的缺乏使他们在留学生活

中体验到更高的压力水平；也有可能是，硕士和

博士来华留学生的群体中不少人本科期间就来到

了中国求学，本科毕业后继续留在中国读书，对

他们来说，他们更能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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