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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高职护生中文版情绪智力量表的常模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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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黑龙江省高职护生中文版情绪智力量表的常模,为评估高职护生情绪智力水平提供参考标准。方法
 

采用分层整

群抽样法选取黑龙江省3个城市的2
 

466名高职护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情绪智力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黑龙江省高职

护生中文版情绪智力量表总分为(64.66±13.24)分,自我情绪知觉维度(66.41±14.60)分、他人情绪知觉维度(65.04±15.42)
分、情绪控制维度(62.69±17.31)分、情绪运用维度(64.50±16.10)分;以5%为间隔构建百分位常模;分别以P10、P30、P70、P90

作为等级分界点将中文版情绪智力量表由低到高依次划为低、较低、一般、较高、高5个等级;以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年龄组、居住

情况和不同父母文化程度建立分类常模。结论
 

针对高职护生中文版情绪智力量表建立的常模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可作为黑龙江

省高职护生情绪智力测评的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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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norms
 

for
 

the
 

Wong
 

and
 

Law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WLEIS)
 

in
 

higher
 

vocational
 

nur-
sing

 

stud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voca-
tional

 

nursing
 

students.Methods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2,466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from
 

3
 

ci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WLEIS.Results
 

The
 

total
 

WLEIS
 

score
 

was
 

(64.66±13.24),
 

the
 

scores
 

of
 

self-
emotion

 

appraisal,
 

others'
 

emotion
 

appraisal,
 

regulation
 

of
 

emotion,
 

and
 

use
 

of
 

emotion
 

were
 

(66.41±14.60),(65.04±15.42),
(62.69±17.31)

 

and
 

(64.50±16.10)
 

respectively.Percentile
 

norms
 

were
 

identified
 

over
 

each
 

5-percentile
 

interval
 

of
 

raw
 

scale
 

scores
 

and
 

of
 

dimension
 

scores.Depending
 

on
 

the
 

10th,
 

30th,
 

70th,
 

and
 

90th
 

percentile,
 

the
 

total
 

WLEIS
 

score
 

was
 

rated
 

in
 

5
 

le-
vels:low,

 

relatively
 

low,
 

medium,
 

relatively
 

high
 

and
 

high.Finally,
 

norms
 

were
 

also
 

provided
 

for
 

subgroups
 

including
 

student
 

leaders,
 

age,
 

living
 

condition,
 

and
 

parents'
 

education
 

level.Conclusion
 

The
 

norms
 

for
 

the
 

WLEIS
 

has
 

good
 

representativeness
 

and
 

can
 

be
 

used
 

as
 

a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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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智力是个体知觉、理解、调节和利用自己及

他人情绪的能力[1]。高职护生是护理队伍的重要来

源,对高职护生情绪智力进行探究是高职护理教育重

要践行路径[2]。王叶飞[3]翻译修订了中文版情绪智

力 量 表 (Wong
 

and
 

Law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WLEIS-C),已发现 WLEIS-C在高职护生中具

有良好适用性和信效度[4-5]。目前高职护生 WLEIS-
C未建立常模,评价高职护生情绪智力缺乏可供比较

的普遍性指标。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黑龙江省高

职护生进行测评,建立黑龙江省高职护生 WLEIS-C
常模,划分情绪智力水平等级,以期为高职护生情绪

智力评估提供参考标准。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一般区域性常模的样本量为1
 

000~
1

 

500[6]。考虑20%的失访率,本研究黑龙江省高职

护生常模的样本量需要1
 

875人。采用分层整群抽

样法,按照2015年黑龙江省综合实力等级划分标

准[7],于2021年5~6月选取一级城市(哈尔滨市)、
二级城市(大庆市)、三级城市(佳木斯市)各1所高职

院校护理专业在读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
高职大专护理专业在读;知情,同意参加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退学、休学者。实际纳入2

 

466人,其中黑

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1
 

450人,大庆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662人,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354人。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含性别、年龄、年级、
生源地、居住情况、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独生子女

和父母文化程度。
1.2.1.2 情绪智力源量表 采用王叶飞[3]翻译修订

的 WLEIS-C,其包括自我情绪知觉(4个条目)、他人

情绪知觉(4个条目)、情绪控制(4个条目)、情绪运用

(4个条目)4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

评分法,0代表“非常不赞同”,6代表“非常赞同”,得
分越高表明情绪智力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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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0.83。为方便理解和比较,本研究将各维度及

量表总分的原始粗分转换为百分制得分,转化分=
(原始分-理论最低分)/(理论最高分-理论最低

分)×100。
1.2.2 调查方法 借助“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问

卷星主要包含问卷说明、研究目的以及正式问卷。正

式调查开始前对20名护生进行预调查,填写问卷时

间3~5
 

min,问卷内容表述清晰,条目设置合理。预

调查后由研究者将问卷二维码或者调查链接通过微

信发给各学校护理专业辅导员老师,由辅导员老师转

发给高职护生,问卷填写完毕即时提交,每个IP地址

仅可填写上交1次。除去234份无效问卷(明显逻辑

错误或答题总时长过短),有效回收2
 

466份,有效回

收率91.33%。
1.2.3 建模方法 常模是用于考察受试者被调查

项目在总体成员中的相对位置,从而判断其正常与

否及其所在等级的参照标准[8]。本研究样本量足够

大,为2
 

466,可以认为近似服从正态分布[9],故本研

究以 WLEIS-C总分及各维度分为基础建立均数常

模;按百分位数5%的间隔计算出得分分布情况建

立百分位常模;选取P10、P30、P70、P90 作为等级分

界点建立划界常模;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建立分类

均数常模。
1.2.4 统计学方法 双人录入数据后采用SPSS
25.0进行统计分析,行描述性分析、t 检验、方差分

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高职护生一般资料 2
 

466名高职护生年龄

17~24(18.99±1.14)岁,具体见表1。
表1 高职护生一般资料(n=2466)

项
 

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06 12.40
女 2160 87.60

年龄(岁) 17~ 896 36.33
19~ 1507 61.11
22~24 63 2.55

年级 一年级 1146 46.47
二年级 806 32.68
三年级 514 20.84

生源地 城市 1307 53.00
农村 1159 47.00

居住情况 与父母共同居住 2066 83.80
与父或母(单亲)居住 306 12.40
与亲友或单独居住 94 3.80

担任学生干部 是 253 10.26
否 2213 89.74

独生子女 是 1089 44.16
否 1377 55.84

父母文化程度 均为小学及以下 400 16.22
父或母为初高中 1637 66.38
父或母为大专或本科 374 15.17
均为本科及以上 55 2.23

2.2 高职护生 WLEIS-C的总体均数常模 黑龙江

省高职护生自我情绪知觉得分为(66.41±14.60)分、
他人情绪知觉得分为(65.04±15.42)分、情绪控制得

分为(62.69±17.31)分、情绪运用得分为(64.50±
16.10)分,总量表得分为(64.66±13.24)分。
2.3 高职护生 WLEIS-C百分位常模 将 WLEIS-C
得分按5%为间隔,得到量表得分在5%~95%的分

布情况。见表2。
 表2 高职护生 WLEIS-C的百分位常模(n=2466)  分

百分位

(P)
自我情绪

知觉

他人情绪

知觉

情绪

控制

情绪

运用

情绪智力

总分

5 45.83 45.83 37.50 41.67 47.92
10 50.00 50.00 45.83 50.00 50.00
15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20 50.00 50.00 50.00 50.00 51.04
25 54.17 50.00 50.00 50.00 53.13
30 54.17 54.17 50.00 54.17 55.21
35 58.33 58.33 50.00 54.17 57.29
40 62.50 58.33 54.17 58.33 59.38
45 62.50 62.50 58.33 58.33 61.46
50 66.67 62.50 58.33 62.50 63.54
55 66.67 66.67 62.50 66.67 65.63
60 70.83 66.67 66.67 66.67 67.71
65 75.00 70.83 66.67 70.83 69.79
70 75.00 75.00 70.83 75.00 71.88
75 79.17 75.00 75.00 79.17 73.96
80 79.17 79.17 79.17 79.17 77.08
85 83.33 83.33 83.33 83.33 80.21
90 84.58 83.33 83.33 87.50 83.33
95 91.67 91.67 91.67 91.67 88.54

2.4 高职护生 WLEIS-C划界常模 根据 WLEIS-C
得分5%情况,选取P10、P30、P70、P90 作为等级分界

点[10],低于 P10 为低、P10~为较低、P30~为一般、
P70~为较高、P90 及以上为高。见表3。

表3 高职护生 WLEIS-C的划界常模(n=2466) 分

等级
划分标准

(百分位)

自我情绪

知觉

他人情绪

知觉
情绪控制

情绪

运用

情绪智力

总分

低 <P10 <50.00 <50.00 <45.83 <50.00 <50.00
较低 P10~ 50.00~ 50.00~ 45.83~ 50.00~ 50.00~
一般 P30~ 54.17~ 54.17~ 50.00~ 54.17~ 55.21~
较高 P70~ 75.00~ 75.00~ 70.83~ 75.00~ 71.88~
高 P90~ >84.58 >83.33 >83.33 >87.50 >83.33

2.5 高职护生 WLEIS-C分类常模 常模的制订需

要考虑特定常模团体的样本特征,特征有差异的团

体,需分别建立各自的常模[11]。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

分析显示不同性别(t=1.318,P=0.188)、不同年级

(F=1.792,P=0.167)、不同生源地(t=0.015,P=
0.988)、是否独生子女(t=-1.489,P=0.137)的高

职护生情绪智力总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是否担任学

生干部(t=4.661,P=0.000)、不同年龄(F=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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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0)、不同居住情况(F=5.252,P=0.005)和
不同父母文化程度(F=4.788,P=0.002)的高职护

生情绪智力总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构建高职护生

WLEIS-C的分类常模,见表4。
表4 高职护生 WLEIS-C的分类常模 分,x±s

类别 人数 自我情绪知觉 他人情绪知觉 情绪控制 情绪运用 情绪智力总分

年龄(岁)

 17~ 896 65.50±14.46 64.68±15.09 62.25±17.47 63.88±16.58 64.08±13.23
 19~ 1507 66.84±14.64 65.17±15.52 62.72±17.13 64.66±15.70 64.85±13.13
 22~24 63 68.85±15.19 67.00±17.70 68.12±18.65 69.58±17.80 68.39±15.34
居住情况

 与父母共同居住 2066 66.67±14.51 65.15±15.33 63.27±17.36 64.87±15.93 64.99±13.27
 与父或母(单亲)居住 306 64.68±15.17 63.64±16.69 59.01±16.27 62.13±16.83 62.37±12.72
 与亲友或单独居住 94 66.22±14.63 67.15±16.38 61.88±18.16 64.01±16.92 64.82±13.74
担任学生干部

 是 253 69.52±17.28 70.26±18.57 66.37±22.30 67.13±19.61 68.32±17.16
 否 2213 66.05±14.23 64.44±14.91 62.27±16.60 64.20±15.63 64.24±12.65
父母文化程度

 均为小学及以下 400 65.13±14.68 63.04±15.73 61.79±17.20 64.38±15.68 63.58±13.28
 父或母为初高中 1637 66.26±14.36 64.98±15.15 62.67±17.12 64.14±16.01 64.51±13.02
 父或母为大专或本科 374 67.71±15.16 66.38±15.22 62.88±17.34 65.54±16.09 65.63±13.29
 均为本科及以上 55 71.14±15.97 72.04±19.52 68.49±22.33 68.94±20.86 70.15±17.38

3 讨论

3.1 黑龙江省高职护生情绪智力水平 在量表总体

均数常模方面,本研究发现高职护生 WLEIS-C得分

为(64.66±13.24)分,可为今后黑龙江省高职护生情

绪智力水平提供依据,即如果样本得分高于均数常模

则说明其情绪智力水平较高,反之则说明其情绪智力

水平较低。在百分位常模方面,本研究以按5%为间

隔,为高职护生个体准确定位自身所处情绪智力水平

的位置提供衡量标准,WLEIS-C得分越高,对应的百

分位常模位置也越高,表明其情绪智力水平越高。在

百分位常模基础上,选取P10、P30、P70、P90 作为等级

分界点,将高职护生 WLEIS-C得分由低到高依次划

分为低、较低、一般、较高和高5个等级,建立高职护

生 WLEIS-C的划界常模。划界常模不仅确定了高职

护生情绪智力的水平分级,而且有助于今后研究对样

本所处的具体等级进行推测,即明确样本情绪智力级

别。
3.2 黑龙江省高职护生情绪智力分类常模分析

3.2.1 年龄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在22岁及以上

的高职护生情绪智力水平更高。分析原因如下:一方

面,年龄作为生理机制,是情绪智力发展的重要基

础[12];另一方面,情绪智力也可以在后天的学习和积

累中获得和提高[13]: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职护生心智

趋于成熟,个人经验和社会阅历逐渐丰富,能够在日

常生活与人接触时,准确察觉自身和他人情绪,对自

身情绪管理和利用能力逐渐增强,情绪智力水平更

高。
3.2.2 居住情况 本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高职护

生情绪智力水平(64.68±15.17)较低,分析原因可能

为相比于完整的双亲家庭,单亲家庭的家庭结构不稳

定,家长与子女相处时间少,高职护生不能从家长的

相处中提升情绪智力;其次,在高职护生成长过程中,
家长对其关于情绪智力的家庭教育开展相对不足,导
致其情绪智力水平较低;此外,单亲家庭家长养育方

式不如双亲家庭积极,有研究表明,父母积极的养育

方式对儿童情绪智力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14]。综

上,单亲家庭的高职护生情绪智力水平较低。
3.2.3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本研究发现,担任学生

干部的高职护生情绪智力水平明显高于未担任学生

干部的高职护生,与其他研究[15]发现一致。一方面,
担任学生干部的高职护生需要多与老师和同学接触,
沟通交流的过程帮助高职护生敏锐地察觉他人情绪,
并学会合理进行情绪运用,提升了情绪智力水平;另
一方面,担任学生干部的高职护生需要筹备各项学生

活动,在组织与协调过程中,不仅要求其能力出众,而
且需要拥有一定应急应变能力,高职护生可以对自身

情绪有更好的察觉和控制能力,情绪智力水平得到提

升。
3.2.4 父母文化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文化

程度越高,高职护生情绪智力水平越高。分析原因可

能为:①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文化程度较高的父

母本身情绪智力水平可能较高,高职护生在情绪智力

较高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久而久之,在家庭的熏陶下,
其情绪智力水平得到提高。②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

给予子女在情绪智力方面的支持较大。文化程度较

高的父母有更大可能意识到情绪智力的重要性,因此

在高职护生成长过程中,给予相关的家庭教育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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