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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支持需求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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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制适用于我国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家庭支持需求问卷,检验其信效度。方法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及护-患沟通模型,
经文献研究、半结构式访谈、小组讨论、德尔菲专家函询构建45个条目的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支持需求初始问卷;抽取334名养

老机构老年人及遴选6名专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
 

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支持需求问卷为38个条目4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

献率为64.268%;内容效度为0.927;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重测信度为0.952,折半信度为0.836。结论
 

本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支持需求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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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questionnaire
 

to
 

assess
 

family
 

support
 

needs
 

of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persons,
 

and
 

to
 

test
 

the
 

re-
liability

 

and
 

validity.Methods
 

Based
 

on
 

the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model,
 

a
 

45-item
 

initial
 

question-
naire

 

assessing
 

family
 

support
 

needs
 

of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persons
 

was
 

formulated
 

after
 

literature
 

review,
 

semi-structured
 

in-
terview,

 

group
 

discussion,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Then
 

334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persons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the
 

ques-
tionnaire

 

and
 

6
 

experts
 

were
 

consult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Results
 

Four
 

factors
 

of
 

38
 

item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hich
 

could
 

explain
 

64.268%
 

of
 

the
 

total
 

variance.
 

The
 

content
 

validity
 

index
 

was
 

0.927,
 

the
 

Cron-
bach's

 

α
 

coefficient
 

was
 

0.962,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952,
 

and
 

the
 

split-halfreli
 

ability
 

was
 

0.836.Conclusion
 

The
 

ques-
tionnaire

 

is
 

reliable
 

and
 

valid
 

for
 

assessing
 

family
 

support
 

needs
 

of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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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
 

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

16
 

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1]。人口老龄化的

快速发展,如何有效应对激增的养老服务需求成为世

界性难题[2]。我国“4-2-1家庭”和“空巢家庭”已成为

不可逆转的社会现象,加之社会的快速发展,竞争力

的逐渐增大,生活负担的不断加重,子女忙于工作,抚
育后代压力增大,致使我国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养

老模式逐渐发生转型,养老向社会化服务方向发展,
社会支持系统替代子女开始承担起更多的养老保障

服务[3]。养老机构老年人脱离家庭环境后,由于居住

环境及相处人群的改变,更容易发生身体及心理健康

问题[4-5]。通过回顾国内外文献发现,对于养老机构

老年人需求类评估工具较多,但关于机构老年人对于

家庭支持特异性需求内容与程度的评估多存在针对

性缺乏、指导有限等问题,未见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

支持需求特异性测评工具。鉴此,本研究以我国文化

为背景,以养老机构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基于社会

支持理论[6]及护-患沟通模型[7]为理论框架研制养

老机构老年人家庭支持需求问卷(下称家庭需求问

卷),旨在评估养机构老年人家庭支持需求状况,明确

老年人的家庭支持需求水平,有助于机构管理者及护

理人员提供适用性支持照护服务,满足养老机构老年

人家庭支持需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养老机构老年人 于2019年6~11月采取

便利抽样方法,从郑州市6个市辖区(中原区、二七

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上街区及惠济区)和4个开

发区(郑东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及

航空港区)在民政局登记注册的9个养老机构中抽取

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年龄≥60岁(参照

WHO对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的年龄划分标准);能有

效沟通交流;简易精神认知状态问卷(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SPMSQ)[8]得 分 ≥7
分;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有听力、
语言功能障碍者;严重肝、肾等疾病终末期无法完成

调查者;无亲属孤寡老人;正在参与其他研究者。共

有效调查334人,其中男141人,女193人;年龄60~
101岁,平均75.3岁;有配偶99人,无配偶235人;现
有子女数1人48人,2人98人,3人100人,4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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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人;生活完全依赖26人,重度功能障碍26人,中度

功能障碍97人,轻度功能障碍98人,完全自理87
人。
1.1.2 函询专家 入选条件:从事临床老年护理/社

区老年护理/老年护理教育≥10年,或从事养老机构

管理≥5年;副高级以上职称;有问卷或相关工具研

制经历;对本研究内容较熟悉;愿意参与本研究。共

邀请专家23人,其中17人完成2轮专家咨询。工作

领域:临床老年护理7人,老年护理教育5人(其中1
人有多次编制调查工具经历),社区老年护理5人(其
中2人为管理者);年龄32~58(46.00±7.51)岁;本
科2人,硕士7人,博士8人;副高级以上职称15人,
中级2人。工作年限6~28(24.25±8.15)年。
1.2 方法

1.2.1 建立条目池,形成专家函询问卷 基于社会

支持理论及护-患沟通模型,并结合文献研究及半结

构访谈的结果,通过7人的专家小组会议(其中临床

老年护理3人,养老机构管理2人,老年护理教育2
人),形成45个条目的家庭需求问卷条目池。专家咨

询表分为3部分:①致专家信,简要说明研究目的、内
容以及任务;②函询条目,专家条目重要性进行依次

赋值,并增加修改意见和可增加条目两部分以便了解

专家对条目的修改意见和对问卷的补充建议;③专家

自评表,包括专家的基本资料调查、对本函询内容的

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
1.2.2 德尔菲专家函询 通过面对面或电子邮件的

方式向专家发放和回收问卷。第1轮发放问卷23
份,回收17份。根据条目的重要性赋值>3.50,变异

系数<0.25保留条目的标准,经课题小组讨论,增删

和修改后形成42个条目的第2轮咨询问卷。第2轮

发放问卷17份,回收17份。按上述标准和方法进行

讨论,删除4个条目、修改1个条目、增加5个条目,
至此形成45个条目问卷初稿。
1.2.3 问卷调查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
别、居住地、有无宗教信仰、学历、民族、婚姻状况、退休

前职业、入住时长、子女数、月收入、亲属探望的频次、
入住原因。②SPMSQ[8]。共有10个认知条目,回答正

确计1分,错误或未回答计0分,总分<7分判断为有

认知功能障碍。③家庭需求问卷条目。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从“不需要”至“非常需要”依次赋1~5分。
调查前统一培训调查员,资料收集过程采用统一指导

语,各调查员采用一致性语言进行解释。各个问卷现

场发放与回收,减少无效问卷。共发放问卷350份,回
收有效问卷334份,有效回收率95.43%。
1.2.4 统计学方法 资料录入EpiData3.0建立数

据库,应用IBM
 

SPSS
 

Statistic
 

21.0中文版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①计算专家的积极性、权威程度(Cr)系
数及Kendall协调(W)系数。②效度检验。采用探

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根据专家对问

卷的重要性评分计算问卷水平的内容效度(S-CVI)
和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I-CVI)[9]。选取6名专家

(老年临床护理2人,老年护理教育2人,工具研制1
人,养老机构管理1人;本科1人,硕士5人;职称为

中级1人,副高级以上5人)对问卷条目进行评价,应
用极端组t 检验法[10]计算条目的区分效度;应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计算各条目与量表聚集效度。③
信度检验。计算问卷及各因子的Cronbach's

 

α值系

数检验内部一致性;从调查对象中随机选取30人,2
周后对其再次调查,计算2次评分的Pearson相关系

数计算重测信度;将问卷条目分为两半各自计分,测
量被试者在两部分得分的相关程度计算折半信度。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专家函询指标 专家积极性:第1、2轮分别为

73.91%(17/23)、100%(17/17);专家权威系数:第
1、2轮Cr 系数均为0.855;专家意见W 系数分别为

0.182、0.268,均P<0.01。
2.2 效度

2.2.1 区分效度与聚集效度 区分效度:将334份

家庭需求问卷总分由高到低排序,取总分低于156分

的90人(27%)为低分组,取总分高于190分的90人

为高分组(27%),进行t检验,t=4.492~17.351,均
P<0.01。聚集效度:各条目与问卷总分Pearson相

关系数r=0.237~0.730。剔除r<0.3(弱相关)[9]

的条目7、条目10(r=0.281、0.237),43个条目与问

卷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385~0.730。
2.2.2 结构效度 对43个条目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KMO=0.941,Bartlett球形检验χ2=12

 

403.950,P<
0.01,该数据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正交旋转

法进行旋转转轴,特征值>1的公因子5个,累积方

差贡献率为61.962%。以因子负荷<0.40、公因子

包含条目数<3标准[9]进行因子和条目筛选,删除公

因子5(包含条目12、条目20)和因子负荷<0.40的

条目11、条目23。对剩余的39个条目进行二次探索

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KMO=0.940,Bartlett球形

检验χ2=11
 

545.999,P<0.01,适合做探索性因子

分析。特征值>1的公因子5个,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4.268%。其中因子5仅包含条目22,予以删除。对

38个条 目 进 行 第3次 探 索 性 因 子 分 析,KMO=
0.942,Bartlett球形检验χ2=11

 

212.796,P<0.01,
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特征值>1的公因子4个,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268%。最终确定家庭需求问

卷包含4个公因子共38个条目,公因子1为心理与

情感慰藉需求、公因子2为服务支持需求、公因子3
为信息支持需求、公因子4命名为物质支持需求。具

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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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家庭需求问卷因子载荷矩阵(n=334)

条
 

目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物质支持需求

 Q1家人能够给我带我爱吃的食物 0.280 0.233 0.136 0.773
 Q4家人给我带所需日常生活用品 0.222 0.256 0.085 0.718
 Q6家人能够按需给予我经济支持(如:零花钱、生活费、医疗费等) 0.096 0.142 0.121 0.678
 Q5家人能够为我携带药物 0.245 0.255 0.106 0.632
 Q3家人能够给我带换季被褥 0.361 0.197 0.088 0.534
 Q2家人能够给我带换季衣物 0.283 0.243 0.212 0.507
服务支持需求

 Q18家人能够协助我做出各项决定 0.183 0.882 0.130 0.110
 Q15家人能够在家庭具有意义性的日子邀请我参加(例如:生日、聚会等) 0.170 0.870 0.135 0.113
 Q13家人能够在周末或节假日过来探望我 0.266 0.792 0.096 0.181
 Q21家人能够协助我参与社会养老院活动 0.225 0.774 0.156 0.212
 Q14家人能够在周末或节假日接我回家居住 0.313 0.758 0.126 0.201
 Q16家人为我庆祝生日和一些特殊的日子 0.196 0.739 0.190 0.183
 Q17家人能够参与我的医疗或康复计划如就医体检 0.301 0.705 0.185 0.170
 Q8家人能够经常与我联系访视电话短信微信等 0.202 0.680 0.088 0.179
 Q19家人能够遵从我做出的各项决定 0.341 0.667 0.108 0.215
 Q9家人能够在访视时陪我外出散心(如:散步、使用轮椅) 0.325 0.631 0.153 0.269
心理与情感慰藉需求

 Q30家人能够肯定我对家庭的贡献(称赞过去的成就或现在的表现) 0.738 0.206 0.230 0.184
 Q29家人给予我理解和包容(如:身体不适、心情低落时候) 0.727 0.261 0.200 0.122
 Q28家人能够认真聆听我的倾诉 0.719 0.146 0.180 0.175
 Q32家人能给予我信心(如:如社交身体障碍时) 0.701 0.200 0.232 0.132
 Q27家人能够在我生病的时候给予重视、陪伴 0.696 0.237 0.077 0.183
 Q36家人愿意把心里话告诉我 0.676 0.248 0.245 0.150
 Q24我能够随时与我的家人联系 0.676 0.278 0.173 0.153
 Q34家人有事能够事先与我商量(参与家庭事件的决策) 0.668 0.225 0.333 0.148
 Q25家人能够温柔耐心的对待我(语言、动作) 0.665 0.280 0.154 0.251
 Q26家人能够关心我(如提醒服药、天冷加衣、关注食欲) 0.628 0.244 0.228 0.219
 Q31家人能够肯定我的家庭地位 0.625 0.183 0.244 0.171
 Q33家人能够支持我的兴趣爱好 0.560 0.202 0.276 0.178
 Q37家人能够给我讲一些新鲜事 0.559 0.314 0.345 0.161
 Q35当我遇到麻烦事时家人能够帮我出主意 0.505 0.184 0.274 0.235
信息支持需求

 Q41家人能够提供娱乐信息 0.140 0.122 0.810 0.193
 Q43家人能够跟我分享他们、亲戚、朋友的近况(如:工作、生活) 0.248 0.063 0.807 0.072
 Q40家人能够提供科普信息 0.268 0.063 0.805 0.087
 Q44家人能够帮助我学习新事物(如:新技术、新知识、新游戏等) 0.147 0.128 0.803 0.198
 Q45家人能够给我讲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 0.240 0.169 0.778 0.025
 Q42家人能够提供社会福利信息 0.239 0.175 0.776 0.034
 Q38家人能够提供给参与老年社会活动信息 0.293 0.179 0.633 0.086
 Q39家人能够提供时事政事社会热点信息 0.353 0.194 0.606 0.184

2.2.3 内容效度 S-CVI 为0.937,I-CVI 为0.670
~1.000。

2.3 信度 问卷内部一致性、折半信度及重测信度,
见表2。

2.4 家庭需求问卷的应用 该问卷用于入住养老机

构老年人对于家庭支持需求程度的评估,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5分=非常需要,4分=比较需

要、3分=一般需要、2分=不太需要、1分=完全不

需要,总分38~190分,总得分越高表明老年人对于

家庭支持的需求越强。

3 讨论

3.1 家庭需求问卷编制过程严谨,具有良好的效度

和信度 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理论和护-患沟通模型

为基础构建该问卷理论框架,结合文献回顾及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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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访谈结果构建由3个方面45个条目组成的条目

池;遴选在护理教育、老年护理、长期照护、机构管理

等方面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均具有权威性、代表性的

专家,进行2轮德尔菲专家函询;2轮专家积极性为

73.91%、100%,专家权威系数均为0.885,专家意见

W 系数分别为0.182、0.268(均P<0.01)。表明本

问卷专家积极性高、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且一致程度

检验的可信度高[11]。
表2 问卷内部一致性、折半信度及重测信度

量表及维度 条目数 Cronbach's
 

α系数 折半信度 重测信度

量表 38 0.962 0.836 0.952
物质支持需求 6 0.828 0.830 0.917
服务支持需求 10 0.948 0.945 0.951
心理与情感慰藉需求 14 0.940 0.935 0.925
信息支持需求 8 0.923 0.926 0.970

  家庭需求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本研究采用探索

性因子进行结构效度分析,严格遵照其筛选标准,经3
次探索,最终保留38个条目,提取出4个特征根植>1
的公因子,确定所探索出的因子及包含的条目与编制

问卷的构思大致符合,采用主成分分析及最大方差正

交旋转法,进行不断修正、探索,最终萃取物质支持需

求、服务支持需求、心理与情感慰藉需求以及信息支

持需求4个公因子,各条目因子载荷均>0.4,无多重

载荷,载荷范围为0.505~0.882,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4.268,说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为理想[12]。本研

究中S-CVI为0.937,I-CVI为0.670~1.000,均在

可接受范围,说明该问卷的内容效度较好。
家庭需求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中该问卷

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各因子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8~0.948。问卷总体折半信度为0.836,各
因子折半信度为0.830~0.945。问卷整体的重测信度

(间隔2周时间差)为0.952,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均>
0.8,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的稳

定性[10]。
3.2 家庭需求问卷研制的意义 ①为养老机构老年

人需求测评提供本土化测评工具。本问卷所包括的

4个维度38个条目,可较为全面反映机构老年人对

于家庭支持的需求,具有较好的心理学属性。本问卷

以我国文化背景为基点,结合当前老龄化时代背景的

特点,以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制定,可作为有

效工具测评机构老年人对于家庭支持的需求。②理

论及实践意义。在理论方面,可为提高养老机构老年

人的身心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的研究提供借鉴,为空

巢、独居老人的照顾提供参考。在实践方面,可为后

期探讨提高机构老年人家庭支持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此外可作为机构管理者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辅助

工具,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升。
4 小结

本研究编制及验证的家庭需求问卷包括4个维

度38个条目,研究过程严谨,信度效度良好,应用方

法明确,可用于养老机构老年人对家庭支持需求的测

评,以帮助老年人获得有效的家庭支持,从而提高生

活满意度。本研究的局限性:未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和校标效度检验;样本均来自于郑州市,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今后可扩大样本来源和样本量,完善多种方

法的验证,以使本测评工具更完善和适用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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