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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试回答人格测验题目时并不是特质水平越高其得分率越高，这称为非累积反应机

制。广义等级展开模型 **+, 就是针对这一机制提出来的。使用 -./ 和五因素人格问卷发现

**+, 比累积 !"# 模型有更好的模型拟合度和测量精度。研究结果表明 **+, 有其合理性，且有

助于反应心理过程机制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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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 非累积反应机制与 !"# 展开模型

$)1( 年以来人格测量呈现了复兴的趋势，原因

是人格测验在人才选拔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

格测量中能否采用项目反应理论 !"# 就很值得研

究。这一问题的关键是 !"# 模型能否拟合数据。在

人格测量中也假设被试的特质水平越高则其在测题

上的得分也越高，或做出肯定反应的概率越大。大

多数测量模型都采用了这种假设，包括经典真分数

模型、因 素 分 析 模 型，!"# 的 两 参 数 789:;<:= 模 型

%.7,、>?@AB:@? 等级反应模型 >*", 等。这种假设

在非认知测验中就不一定成立了。

#CDE;<8FA（$)6)）最早对这两种测量模型做了区

分［%］。前一种模型体现了一种累积反应机制（=D@DG
H?<:IA @A=C?F:;@），即当项目难度与被试的心理特质

表示在同一量表连续体上时，则特质水平越高于项

目特性的被试在该项目上得高分的概率就越大。这

类测量模型可称为累积模型或优势（J8@:F?F=A）模

型。但在态度等非认知类测量中这一模型就不一定

适用。态度强的人对一个中等态度强度的项目做出

肯定反应的概率可能低于一个中等态度强度的人。

#CDE;<8FA 的学生 K88@L;（$)’2）进一步指出了态度测

量中的单峰（;:F9HA @8JAH）特征。即若一项目是测量

单维度态度的，且将态度语的强度与被试态度表示

在同一量尺上时，则随着被试态度强度的升高，他们

对项目肯定回答的概率也增大，当被试态度强度与

态度语的强度相同时，这一概率达到最大值，这一点

称为理想点（:JA?H M8:F<）［4］，超过这一理想点后，随着

被试态度强度的提高其对该项目的肯定反应概率反

而会逐渐下降。比如有一个关于死刑态度的项目

“死刑很可怕，但对那些令人发指的犯罪分子却是必

需的”，对这一项目做肯定回答的往往是对死刑持中

等赞成态度的人，而不是持极赞成和极反对态度的

人。

比如对上面关于死刑的题目如果选项有赞成和

反对两个，在非累积模型中则隐含 2 条函数曲线，一

条代表被试态度比项目所表达的强度弱而他赞同这

一项目（?9EAA NE8@ LAH8O）的概率，一条代表被试实际

态度更弱而他反对这一项目（J:;?9EAA NE8@ LAH8O）的

概率，另 两 条 是 赞 同 而 实 际 态 度 更 强（?9EAA NE8@
?L8IA）和反对而实际态度更强（J:;?9EAA NE8@ ?L8IA），2
条曲线可合并为赞同和反对两条非单调曲线。由于

在非累积 !"# 模型中对表达两种态度的概率进行分

解，故称为展开模型（DFN8HJ:F9 @8JAH）。展开模型所

揭示的反应机制不仅在态度测量中存在，在人格测

量中也会有同样的现象，用累积 !"# 模型分析显然

不适当。

展开 模 型 则 是 在 近 年 来 才 受 到 重 视［4 P 2］。

"8LAE<; 提出的广义等级展开模型（9AFAE?H:QAJ 9E?JAJ
DFN8HJ:F9 @8JAH，**+,）是为多级评分资料设计的，

同时也可用于分析两级评分资料［6 P ’］。"8LAE<; 编

制的计算机程序 **+,（目前版本为 %((2）可用于对

展开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研究表明 **+, 的估计结

果是可靠的［R P 1］。

$ &% !"# 中模型 5 数据的拟合检验

!"# 中模型 5 数据的拟合检验方法主要有两

种，一是统计法，二是拟合图分析法（SE?;98O 等，

$))6）［)］，项目拟合!
% 检验则是最常用的统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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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但!
! 统计量对样本量敏感且检测不出特定

条件下的不拟合。为克服这一缺点人们又提出了调

整的!
!。不管实际样本大小，调整的!

! 都以 "###
人为期望样本基准，摆脱了对样本量的依赖，调整的

!
! 与自由度的比在 " 以上的项目就认为是不拟合

的。$%&&’()’*+（,-.!）发现单个项目的!
! 检验对单

维性的违反不敏感，进而提出了两项目对（/01*2）和

三项目组（3*1/&’2）!
! 检验。两项目对和三项目组对

模型与数据的歪曲起放大作用，可检测出异常反应

模式［-］。

45’*(625’(7% 等（!##,）对第 8 版 ,9:; 和 8# 题

的大五量表的研究发现，<=> 模型在人格测量中的

拟合性要远远差于认知测量。其中 !:?@ 拟合最

好，但也有相当多的项目不拟合，AB=@ 拟合最差，

所有分量表中均有不拟合的现象。45’*(625’(7% 认

为这是因为人格测量的题目也是让被试表达出自己

的态度，也存在与态度测量中相同的非累积的反应

机制，因此用展开模型可能更适合［,#］。

展开模型的提出为研究被试反应的内部心理机

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符合心理测量的发展方向。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BBC@ 是否与数据拟合更好，

是否有更好的心理测量学性能等。在此基础上探讨

如何提高人格测量的有效性。!:?@ 被证明适合分

析 ! 级评分的自陈量表式资料，AB=@ 则适合分析

等级反应资料［,,］，因此本研究结果很有代表性。

! 研究方法

研究使用了五因素问卷 DEF G ;;<（以下简称

;;<）和艾森克人格问卷 E:H 两个有代表性的人格

量表。;;< 是大五人格测验 DEF G :< 的简化版。测

量神经质 D、外倾性 E、开放性 F、宜人性 I 和认真

性 4 五项特质，每个维度 ,! 题，采用 8 级评分［,!］。

E:H有 " 个人格量表（即内 G 外向 E、情绪性 D、精

神质 :），研究中使用了 E:H 中除说谎量表 ? 量表外

的 98 道题目。

辽宁师范大学本科生 J-, 人（男 ,!9，女 "98）和

辽宁朝阳二中 8## 名高中生（男 !8"，女 !JK）参加了

E:H 测试，辽师大学生 8,J 人（男 ,!,，女 "-"）和朝阳

二中 8#" 名高中生（男 !!. 人，女 !K8 人）参加了 ;;<
测试。

参 数 估 计 软 件 为 L<?FB［,"］，@C?><?FB［,J］和

BBC@!##J。

" 结果

" M, 模型 G 数据拟合度对比

!
! 统计量对样本量敏感，因此检验时使用了调

整的!
! 与自由度的比值。这一比值在 " 以上时就

说明项目拟合不好，在 8 以上时说明不拟合相当严

重。E:H 和 ;;< 的拟合检验结果见表 ,。表中列出

了各分量表项目调整的!
! 与自由度的比值的平均

数与标准差，及这一比值分布在 " 以上的项目数。

表 , 各分量表项目调整!
! 与自由度的比值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BBC@ !:?@ 或 AB=@

平均数 标准差 !
! 大于 " 的次数 平均数 标准差 !

! 大于 " 的次数

E:H 的 E 量表 A1(+&’2 # # # #M#9 #M!K #

N%O)&’2 #MJ- ,M!- ! #M9# ,MJ8 !

>*1/&’2 #M98 ,M9! , #M9- ,M!8 ,

E:H 的 D 量表 A1(+&’2 #M9J ,M"K ! # # #

N%O)&’2 #MK, ,M!8 " #MJK ,M!8 !

>*1/&’2 #MK9 ,M#K # #M89 ,M#, #

E:H 的 : 量表 A1(+&’2 # # # #M"! ,M!" ,

N%O)&’2 #M,K #MJ8 # ,M!! !M.! "

>*1/&’2 #M"K #M9! # !M#! !M88 "

E;< 的 D 量表 A1(+&’2 #M#9 #M,- # ,M-8 #M99 !

N%O)&’2 8M8- !MK" - .M98 !M"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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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12 的 0 量表 3#45%&’ 6 6 6 +)6, 6),. *

789:%&’ ;)-. -)</ < <)</ ()6/ *+

!"#$%&’ -)++ *)</ + /),, +);; (

012 的 = 量表 3#45%&’ 6),< *)(+ * *)</ *);- +

789:%&’ /);+ *-)66 . *+)., -)/. *+

!"#$%&’ /)*. <)(. - *6)++ ()(* (

012 的 > 量表 3#45%&’ 6 6 6 *)+/ 6),. *

789:%&’ ,)-( +)-; *6 /)6. -)+( **

!"#$%&’ ()++ *).( ( ;)</ +)/( (

012 的 ? 量表 3#45%&’ 6 6 6 *)/( *).+ *

789:%&’ ,)+( -)-. / .)6/ ,)(. /

!"#$%&’ -)<6 *)*. - ;)-, -)(+ (

注：3#45%&’ 指单项目，789:%&’ 指两项目对，!"#$%&’ 指三项目组

从表中可见无论与 +@AB 相比还是与 3CDB 相

比，CCEB 都是拟合最好的。+@AB 基本不存在大的

拟合问题，3CDB 则问题较多。3CDB 的问题突出表

现为两项目对和三项目组的不拟合，说明项目间的

关系没有被 3CDB 充分地解释，这一问题在 CCEB
中得到了改善。

- )+ 测量精度对比

模型有效性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模型的测量精

度，即 CCEB 与 +@AB 和 3CDB 相比是否提供更大

的信息量。表 + 中列出了 - 个模型在!F G +，!F G
*，!F 6，!F *，!F + 五个能力点上的平均信息量，从

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测量精度。

表 + - 个模型五个能力点上的平均信息量

0@H 分量表 112 分量表

0 I @ I 0 = > ?
CCEB -);- ;)6, +);; .).; -)6+ -)+* ()*6 +);.
+@AB +),* +)+, *)-<
3CDB ().* -)/. +)-;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CCEB 在多数情况下比累积

2D! 模型即 +@AB 和 3CDB 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只有

112 中的 0 量表和 ? 量表除外）。由于 CCEB 引入

了更复杂的数学函数，充分利用了项目的信息，使得

对能力的估计更为准确。

- )- 效标关联效度的对比

用同伴提名法搜集了 0@H 和 112 的效标。向参

加测试的大学生详细讲解 0@H 和 112 各因素的含

义，然后让他们从自己班里（测试是以班级为单位

的）选出与各因素高分特征最相近的三个人。然后

统计出被试者被提名的次数。研究中将被提名的次

数低于 + 次者编码为 6，被提名的次数在 + 次或 + 次

以上者编码为 *。再计算与 CCEB、+@AB、3CDB 能

力估计值的点二列相关。结果见表 -。

表 - 提名次数与 0@H 和 112 的点二列相关

0@H（! F +<6） 112（! F ++*）

0 量表 @ 量表 I 量表 I 量表 0 量表 = 量表 > 量表 ? 量表

+@AB 6)-;!! 6)++!! 6)6, 6)6< 6)+,! 6)6/ 6)*- 6)*(!

CCEB 6)-,!! 6)+*!! 6)6, 6)6. 6)-+!! 6)*- 6)6< 6)*;!

可以看出用三种 2D! 模型分析时两人格量表的

效标关联效度基本没有差异。另外，用 CCEB 估计出

的 0、I、@ 三分量表能力值与这三个量表 ?!! 总分的

相关为 6)<*(、6),<6、6)(.-，平均数低于用 +@AB 估计

/; 心理学探新 +66; 年



的能力值与 !"" 总分的相关（分别为#$%&’、#$ ()*、

#$)+&）。同样用 ,,-. 估计出的 /、0、1、2、! 五个分

量表能力值与 !"" 总分的相关为 #$3%4、#$*)#、#$%*&、

#$+’%、#$%)’，也低于 5,6. 与 !"" 总分的相关（分别

为 #$%+*、#$%’&、#$%#4、#$(()、#$%’’）。

4 讨论

!789:;<78:=>等（&##’）对人格测量中的模型拟

合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采用更复杂的模型，如

?8@A:8（’%(4）的极大似然公式记分模型（.B5），.B5
对项目反应函数的形式没有特殊的规定，因此适应

性更强。二是采用非累积 C6" 模型［’#］。本研究证

实了 !789:;<78:=> 的假设，即使用 ,,-. 改善了人

格测验的拟合度和测量精度。结果证实了 ,,-.
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人格测验中的非累积反应机

制是存在的。虽然没有改善测量的效度，但由于

,,-. 改善了测量精度，它在项目功能差异分析和

测验等值中会更有优势。

以往研究和本研究都发现有的量表使用累积

C6" 模型也是可行的，说明被试对有些题目的反应

符合累积反应机制。其中的道理可能是：这些题目

是更为极端的题目，比如项目“我喜欢热闹的聚会”

就比“我喜欢和朋友聊天”代表了更强的外向特质。

而被试对极端项目的回答是服从累积反应机制的。

比如对“我喜欢热闹的聚会”这一项目只存在随着外

向程度的提高而赞同概率越大这一情况，其他情况

都不会发生（即概率是 #）。

但只使用极端的题目并不符合心理测量学原

理。极端的题目选答率不高，其区分度会高吗？中

等特质水平的被试者能否得到有效的测量？而通常

的认识是中等难度的题目要多。但中等选答率的题

目又可能存在非累积的反应机制，使题目得分不能

很好地体现被试特质水平。这些问题如能得到解决

将非常有利于人格测量的发展。

研究初步证明人格测量中可能存在非累积反应

机制。但 ,,-. 也存在不拟合的现象，而且并没有

改善测量的效度，这表明 ,,-. 也没有完全揭示人

格测量的反应机制。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

参考文献

’ DE99AF= . 6，.>G:H . I$ "78 DAJ BA@8 K89<>:ELAH; MAN8:<A>:<

E:M O>P K89Q>9NE:F8：2 N8HE R E:EL;<A<$ S89<>::8L S<;F7>L>J;，

’%%’，44：’ R &)$
& 2:M9AF7 T$ 2 J8:89EL 7;K89P>LAF F><A:8 LEH8:H H9EAH N>M8L Q>9

G:Q>LMA:J K>L;H>N>G< 98<K>:<8<：68F>:FALA:J "7G9<H>:8 E:M ?A=U
89H N8H7>M>L>JA8<$ D9AHA<7 V>G9:EL >Q .EH78NEHAFEL E:M 5HEHA<HAFEL
S<;F7>L>J;，’%%)，4%：+43 R +)*$

+ 2:M9AF7 T$ H78 EKKLAFEHA>: >Q E: G:Q>LMA:J N>M8L >Q H78 SC6"
H;K8 H> H78 N8E<G98N8:H >Q EHHAHGM8$ 2KKLA8M S<;F7>L>JAFEL .8EU
<G98N8:H，’%%(，’&：++ R *’$

4 ?G> ,$ 2$ O>A:H NEWANGN LA=8LA7>>M 8<HANEHA>: K9>F8MG98 Q>9
H78 7;K89P>LAF F><A:8 N>M8L Q>9 <A:JL8 R <HANGLG< 98<K>:<8<$ 2KU
KLA8M S<;F7>L>JAFEL .8E<G98N8:H，&###，&4：++ R 4%$

* 6>P89H< V 5，T>:>J7G8 V 6，?EGJ7LA: V 0$ 2 J8:89EL AH8N 98U
<K>:<8 H78>9; N>M8L Q>9 G:Q>LMA:J G:AMAN8:<A>:EL K>L;H>N>G< 98U
<K>:<8<$ 2KKLA8M S<;F7>L>JAFEL .8E<G98N8:H，&###，&4（’）：+ R
+&$

) 6>P89H< V 5$ ,,-.&###：0<HANEHA>: >Q KE9EN8H89< A: H78 J8:U
89ELAX8M J9EM8M G:Q>LMA:J N>M8L $ 2KKLA8M S<;F7>L>JAFEL .8EU
<G98N8:H，&##’：&*，+($

3 6>P89H< V 5，T>:>J7G8 V 6，?EGJ7LA: V 0$ !7E9EFH89A<HAF< >Q
..? Y02S KE9EN8H89 8<HANEH8< A: H78 J8:89ELAX8M J9EM8M G:U
Q>LMA:J N>M8L $ 2KKLA8M S<;F7>L>JAFEL .8E<G98N8:H，&##&，&)：

’%& R &#3$
( T8.E9< ! 0$ ";K8 C 899>9 9EH8< Q>9 H78 J8:89ELAX8M J9EM8M G:U

Q>LMA:J N>M8L QAH A:MAF8<$ 2KKLA8M S<;F7>L>JAFEL .8E<G98N8:H，

&##4，&(：4( R 3’$
% T9E<J>Z B，?8@A:8 . [，"<A8: 5，\ALLAEN< D 2，.8EM 2 T$

BAHHA:J K>L;H>N>G< C6" N>M8L< H> NGLHAKL8 R F7>AF8 H8<H<$ 2KU
KLA8M S<;F7>L>JAFEL .8E<G98N8:H，’%%*，’%：’4+ R ’)*$

’# !789:;<78:=> 1 5，5HE9= 5，!7E: I ]，T9E<J>Z I，\ALLAEN<
D$ BAHHA:J CH8N 68<K>:<8 "78>9; .>M8L< H> "Z> S89<>:ELAH; C:U
@8:H>9A8<： C<<G8< E:M C:<AJ7H<$ .GLHA@E9AEH8 D87E@A>9EL 68U
<8E9F7，&##’，+)（4）：*&+ R *)&$

’’ 郭庆科，周晶 $ ?A=89H 量表分析中不同 C6" 模型的有效

性 $心理学探新，&##4，&4（+）：)3 R 3#$
’& 许淑莲，吴志平，吴振云等 $成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年龄差

异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43 R ’*’$
’+ .A<L8@; 6，D>F= 6 T$ S! DC?1, +：CH8N E:EL;<A< E:M H8<H

<F>9A:J ZAH7 PA:E9; L>JA<HAF N>M8L<（&:M$ 8M$）$ !7AFEJ> C?：

5FA8:HAQAF 5>QHZE98，C:F，’%%#$
’4 "7A<<8: T$ .-?"C?1, G<89’< JGAM8（[89<A>: )$ #）$

.>>98<@ALL8，C/：5FA8:HAQAF 5>QHZE98，’%%’$
（下转第 3( 页）

%)第 ’ 期 郭庆科等 C6" 展开模型及对非累积反应机制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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