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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汉化工余塑造量表,并检验该量表在护士群体中应用的信效度。方法
 

采用Brislin翻译模式对量表进行翻译和回译,
通过专家函询和预调查对量表进行文化调适。便利选取来自山东省4所三级医院的1

 

235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评价量表的信

度、效度。结果
 

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共9个条目,量表的内容效度为0.940;提取1个公因子,条目的因子载荷为0.762~0.916,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6.409%;单因子模型拟合度良好(χ2/df=1.814,NFI=0.909,IFI=0.913,TLI=0.888,CFI=0.913,

RMSEA=0.067)。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3,折半信度为0.923,重测信度为0.825。结论
 

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具有良

好的信度、效度,适用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调查护士群体的工余行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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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translate
 

the
 

Leisure
 

Crafting
 

Scale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an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nurses.
Methods

 

The
 

translation
 

to
 

a
 

simplified
 

Mandarin
 

version
 

was
 

through
 

a
 

forward-backward
 

translation,
 

then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pilot
 

study
 

were
 

performed
 

for
 

cultural
 

adaptation.A
 

total
 

of
 

1,235
 

nurses
 

were
 

conveniently
 

recruited
 

from
 

four
 

tertiary
 

hos-
pital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were
 

survey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Resul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Leisure
 

Crafting
 

Scale
 

consisted
 

of
 

9
 

items.The
 

scale
 

content
 

validity/average
 

agreement
 

(S-CVI/Ave)
 

was
 

0.940.One
 

factor
 

was
 

determined
 

via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factor
 

loadings
 

were
 

between
 

0.762
 

and
 

0.916,
 

explaining
 

76.409%
 

of
 

the
 

total
 

variance.The
 

single-factor
 

model
 

fitted
 

well
 

(χ2/df=1.814,NFI=0.909,IFI=0.913,TLI=0.888,CFI=0.913,RMSEA=0.067).The
 

Cronbach's
 

α
 

for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0.953,
 

the
 

Spearman-Brown
 

coefficient
 

was
 

0.923,
 

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825.Conclusio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Leisure
 

Crafting
 

Scale
 

is
 

reliable
 

and
 

valid
 

for
 

measuring
 

leisure
 

crafting
 

beha-
viors

 

of
 

Chinese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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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余塑造是指个体积极进行与目标设定、人际关

系、学习和自身发展相关的系列工余活动[1]。作为个

体重构自身身份认知、探究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塑造

的另一重要途径,工余塑造在高工作压力、低自由度

情景中展现了较强的调节作用,可显著提高个体的归

属感和满足水平[2]。目前工余塑造已成为组织行为

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开发评估个体工余塑

造水平的测量量表,可以更好地揭示在何种情况下个

体会利用工余时间进行自身塑造以达到预设的目

标[3-4]。工余塑造量表(Leisure
 

Crafting
 

Scale)[1]是
目前较为成熟的工余塑造测量工具,已被应用于测评

职工、大学生、士兵等群体的工余塑造水平,并展现了

很好的信效度[5-7]。护士的临床工作具有高工作压

力、低自由度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对护士工作之余的

系列活动进行评估,以从另一视角探索其在工余情境

下,进行自身形象、人际发展和自我提升的需求和行

动。鉴于目前国内尚缺乏工余塑造测评工具,本项目

引进了Petrou等[1]开发的英文版工余塑造量表,并

在护士群体检验其信度和效度,以期为我国护士的工

余塑造能力测量提供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21年11月

至2022年1月在山东省4所三级医院工作的护士进

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全职,取得护士职业证书的

注册护士;年龄≥18周岁。排除标准:因病、产假等

未在岗护士,调离护理工作岗位的护士。考虑到探索

性因子分析样本量不应少于100人,验证性因子分析

样本量不应少于200人[8],此外,考虑到20%的无效

问卷,故本研究最少需要375名护士。本研究共发放

问卷1
 

500份,剔除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265份,获得

有效问卷1
 

235份,有效回收率为82.33%。采用

SPSS22.0软件(个案-精确法随机抽样)将样本随机

分为两部分,样本一619名护士样本,用于项目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二616名护士样本用于验证性

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在样本中选取30名护士,间
隔2周后重复调查,以获得量表的重测信度。
1.2 方法

1.2.1 工余塑造量表的汉化 此量表英文版[1]用于

评估个体对工余时间活动和人际边界的规划。量表

共包含9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代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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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符合”,2代表“不太符合”,3代表“不确定”,4代

表“基本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被调查者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最符合的程度描述。量表总分为9个条

目得分的平均值,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工余塑造越

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①量表汉化:
通过邮件沟通获得原量表作者Petrou和Bakker授

权后,根据Brislin翻译模式对工余塑造量表进行汉

化和文化调适。首先邀请2名母语为中文的护理学

硕士研究生(通过雅思考试,成绩7.0分)单独对英文

版量表进行翻译,随后由研究者将2份独立的翻译稿

进行整合,对于有差异或歧义的地方与2名翻译者进

行讨论,达成一致后形成工余塑造中文版量表初稿。
再邀请2名未接触过原量表的护理学博士研究生(1
名来自我国香港地区、1名来自新加坡)对中文版量

表进行回译,然后与1名海外工作的组织行为学专家

和量表开发者Petrou进行讨论、修正,保证翻译条目

与原量表意思一致,直至中文量表与原量表的表达意

思一致。②文化调适:邀请10名专家(护理学5名,
组织行为学3名,心理学2名)对量表条目进行逐一

评价,采用5级评分法(1=完全不等价,5=完全等

价)对中英两版量表中的概念、语义和内容对等性进

行评价,对于不符合中国语境的条目进行修改。结合

专家意见,将条目2“在工作之外”改为“在业余时

间”,条目5“设定可通过业余活动实现的自己的新目

标”改为“通过业余活动为自己设定可以实现的新目

标”,条目9“以保持自己精神上的兴奋”改为“以保持

活跃的精神”,形成最终版中文工余塑造量表。③预

测试:便利选取30名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临床护士进

行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量表中概念、含义和语言表

达是否与研究者存在理解偏差。结果显示,研究对象

均能理解量表条目,给出准确、可靠的回答,问卷填写

耗时5~7
 

min,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3。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通过学校的伦理委员会审

查(No.2020-R-030)。通过邮件和朋友圈发放研究合

作招募广告,获得来自4所医院的合作意向后,与医

院护理部签署合作协议,并聘用2名研究助理。对研

究助理进行资料收集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培训

后,由研究助理按照研究对象的纳入排除标准对符合

要求的护士在全员护理会议休息间期发放纸质版问

卷,当场发放,当场检查并回收。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和 Amos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均数、标准差、中位数(P25,
P75)、频数和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项目分析采用条

目选择描述性分析、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分的相关法和

决断值法;效度分析采用内容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

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α评估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采用Spearman-Brown检验

评估量表的折半信度,采用Pearson相关计算重测信

度。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1
 

235名护士中女1
 

183名,男52
名;年龄18~59(33.21±6.65)岁;工作年限1~41
年,中位数为10(6,14)年。最高学历:中专8名,大专

144名,本科1
 

050名,硕士及以上33名。婚姻状况:
未婚209名,已婚999名,离婚或分居26名,丧偶1
名。生育情况:未生育294名,生育941名。受聘方

式:临时聘用696名,人事代理254名,正式编制285
名。职称:护士192名,护师412名,主管护师573
名,副主任护师50名,主任护师8名。科室:内科402
名,外科256名,妇产科106名,儿科89名,急诊科27
名,手术室55名,重症监护室53名,门诊102名,其
他145名。平均月收入:3

 

000元以下90名,3
 

000~
元343名,5

 

000~元345名,7
 

000~元169名,≥
9

 

000元288名。夜班情况:无夜班370名,1~3次/
月143名,≥4次/月722名。
2.2 项目分析 对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的所有条目

选项结果进行描述,结果显示所有条目每个选项的比

率均<80%。对量表各条目与总分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0.778~0.910(均 P<
0.001)。根据量表总分进行排序,将总分最高的前

27%作为高分组,总分最低的27%作为低分组,将两

组所有条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高分组和

低分组9个条目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
22.605~29.473,均P<0.001)。故保留中文版量表

所有条目。
2.3 效度分析

2.3.1 内容效度分析 邀请10名专家对量表进行

内容效度分析。根据专家评分结果计算得出各个条

目的内容效度(I-CVI)[9]为0.800~1.000,在此基础

上计算总量表的内容效度(S-CVI/Ave)为0.940。
2.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运用随机抽取的619份问

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工余塑造

量表的KMO 值为0.937,Bartlett球形检验χ2 值为

6
 

098.153,P<0.001,说明量表可以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1的因子为

量表公因子,共提取1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6.409%。量表条目的因子载荷为0.762~0.916,
均>0.4。提取的公因子与原量表结果一致,因此将

公因子命名为工余塑造。量表的因子载荷矩阵和条

目得分见表1。
2.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随机抽取的616份数

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量表的单因

子模型拟合度良好,χ2=50.797,df=28,χ2/df=
1.814,NFI=0.909,IFI=0.913,TLI=0.888,CFI=
0.913,RMSEA=0.067。量 表 各 因 子 载 荷 分 别 为

0.715、0.763、0.839、0.844、0.908、0.872、0.893、0.853、
0.868。
2.4 信度分析 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的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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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953,各条目删除后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5~0.952,均小于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
提示无条目需要删除;量表的折半信度为0.923。对

30名护士间隔2周进行重复测量,重测信度为0.825
(P<0.001)。

表1 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的因子载荷和条目得分

条
 

目 因子载荷 得分(x±s)
1.我试图通过业余活动建立人际关系 0.762 3.68±0.98
2.我试图在业余时间寻求有挑战性的活动 0.830 3.54±1.06
3.我试图通过业余活动提升我的技能 0.888 3.84±0.93
4.我试图通过业余活动增加我的学习经验 0.878 3.92±0.89
5.我试图通过业余活动为自己设定可以实现的 0.898 3.89±0.87
 新目标

6.我通过业余活动从别人那里寻找灵感 0.893 3.79±0.91
7.我试图通过业余活动获得全新的体验 0.916 3.86±0.88
8.业余时间是我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0.890 3.86±0.90
9.我通过业余活动寻找新的体验,以保持思维 0.902 3.88±0.87
 的活跃

3 讨论

3.1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严格按照Brislin步骤进行了工余塑造量

表的汉化,进行量表翻译、回译的研究者均具有较好

的英语和汉语表达能力,邀请进行文化调适的专家均

具有博士学位,中级及以上职称和5年及以上相关领

域的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团队注重对汉化过程中意

见不一致问题的讨论,以保证中文版量表与原量表的

一致性和中国文化的适应性。最终获得的中文版量

表与英文版量表具有相同的条目,保留了单因子的量

表结构,且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3.1.1 量表的项目分析 作为量表信度、效度分析

的基础,本研究的项目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条目每个

选项比率均<80%,各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778~0.910,决断值为22.605~29.473(均 P<
0.05),表明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所有条目具有良好

的区分度、鉴别度和代表性,能够反映个体的工余塑

造水平。
3.1.2 量表的效度分析 采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

评估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的效度,结果显示:①内容

效度:I-CVI 为 0.800~1.000,S-CVI/Ave 为

0.940,表明量表的内容效度优秀[9]。②结构效度:探
索性因子分析中每个条目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700,
与原量表因子载荷范围相近(0.640~0.820),提取出

1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6.409%,远高于一

般量表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要求(>50%)[10]。验

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良好,表明

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8,11],与原

量表结构一致[1]。
3.1.3 量表的信度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和折半信度均>0.9,表明量表具

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间隔2周进行重复测量的重测

信度为0.82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3.2 量表的应用 本研究汉化的中文版工余塑造量

表可用于评估我国护士的工余塑造水平,为后续相关

研究提供了可靠、实用的测评工具,有利于临床护理

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科研工作者深入了解护士工余

塑造行为,并从工余塑造这一全新视角,构建提升护

士自身发展和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有效策略,以达到

提高护士工作绩效、促进身心健康和职业良好发展的

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中文版工余塑造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可作为评估我国护士群体工余塑造情况的有效测

量工具。建议后续研究基于工余塑造探索提升护士

工作绩效和身心健康的护理管理方案。本研究采用

便利抽样方法在山东省三级医院进行了资料收集,纳
入的研究对象仅为护士群体,建议未来相关研究谨慎

使用本研究的结论,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和不同职业人群中进一步检验工余塑造

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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