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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岁儿童行为问题调查及中美
Ｃｏｎｎｅｒｓ常模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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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长沙市３～５岁儿童行为问题状况，并对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状问卷的中国城市常模和美国常
模作比较，以探讨何种常模更适合我国儿童。方法　在长沙市５个行政辖区随机抽取８５４例３～５岁儿童，由家长完
成受试儿童的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状问卷调查。结果　应用ＰＳＱ美国常模评估发现，长沙市３～５岁儿童行为问题总检出
率为２０．４％，其中男童２８．１％，女童１２．４％，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女童焦虑因子得分明显高于
男童（Ｐ＜０．０１）；学习问题和心身问题是长沙市儿童的主要问题。应用中国城市常模时检出的品行问题、冲动－多
动、多动指数异常率高于应用美国常模检出的结果，男童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异常检出率显著低于应用美国常模检出

的结果，行为问题总发生率以应用美国常模检出率高，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者对ＰＳＱ大多数
因子以及总异常率评定结果的一致性较差（Ｋａｐｐａ＜０．４）。结论　长沙市３～５岁儿童行为问题特别是学习问题和心
身问题检出率较高，值得重视；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状问卷中、美常模评估结果的一致性较差，由于中国城市常模符合我国
国情和文化背景，建议在实际工作中以选用中国城市常模为宜。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３（１１）：９００－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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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状问卷（Ｐａｒｅｎ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ＰＳＱ）自８０年代引入我国以来，在医学界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其他儿童行为问卷相比，具

有题目数量适中、容易理解、操作方便等特点［１３］，

是评估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一种有用工具，其信

度和效度较好［４］。长期以来我国应用的几乎都是

美国常模，２００５年，范娟等［３］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状问卷的中国城市常模，但至今少
有关于应用该常模的报道。本研究通过对长沙市

３～５岁儿童行为问题的调查，对美国常模和中国
城市常模进行比较，以探讨何种常模更能反映中

国儿童的实际情况，希望能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

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长沙市５个行政辖区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对３～５岁（含未满 ６岁）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每个区随机抽取幼儿园２个，每所幼儿园随机抽查
大、中、小班各１个。获有效问卷８５４份（有效应答
率 ９１％）。男童 ４３４例（５０．８％），女童 ４２０例
（４９．２％）；年龄３～５岁（平均４．１１±０．８２岁）。
１．２　工具与方法
１．２．１　行为问卷　　采用 Ｃｏｎｎｅｒｓ量表父母问卷
（ＰＳＱ）１９７８年修订版。ＰＳＱ共 ４８个条目，每项按
０～３四级评分，计算出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
题、冲动－多动、焦虑、多动指数６个因子的分数；任
一因子评分＞（ｘ＋２ＳＤ）者为行为异常，多动指数

＞１．５认为多动症可能。
１．２．２　质量控制　　对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进行
岗前培训，统一问卷及调查方法；由幼儿园组织召开

家长会，现场讲解问卷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并指导

家长填写，当场收回问卷。有缺陷的问卷及时予以

追补修正，并剔除有心、肝、肺、肾慢性疾病，甲状腺

功能障碍、脑炎及精神病等病史的样本。所有问卷

经专业人员复核，统一录入。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组

间比较采用ｔ检验或配对四格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行为问题的调查结果
应用 ＰＳＱ美国常模评估发现，长沙市３～５岁

儿童行为问题总检出率为 ２０．４％，其中男童
２８．１％，明显高于女童（１２．４％），两者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２．５５２，Ｐ＜０．０１）；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冲动 －多动、焦虑和多动指
数异常率分别为 １．４％、７．８％、１４．８％、０．７％、
０．２％ 和１．８％，其中心身问题和学习问题异常率
相对较高（Ｐ＜０．００１）。

对不同性别 ＰＳＱ各因子得分比较发现，女童
焦虑因子得分明显高于男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男、女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题、
冲动 －多动、多动指数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１。

表１　不同性别儿童ＰＳＱ美国常模各因子得分比较 　（ｘ±ｓ）

性别 例数 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问题 冲动－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男 ４３４ ０．５２±０．３４ ０．６７±０．４５ ０．１６±０．２２ ０．６４±０．５５ ０．３６±０．２９ ０．６２±０．４３
女 ４２０ ０．４８±０．２９ ０．６３±０．４２ ０．１８±０．２５ ０．６１±０．５１ ０．４３±０．３４ ０．５７±０．３６

ｔ值 １．７４８ １．５３１ －１．４５７ ０．８２５ －３．０２２ １．９５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２　不同常模下ＰＳＱ各因子异常检出率的比较
应用中国常模时检出的男、女童品行问题、冲

动 －多动、多动指数以及女童学习问题、焦虑异常
率均高于应用美国常模检出的结果；而男童学习

问题、心身问题异常检出率明显低于应用美国常

模检出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常模对女

童心身问题异常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

应用中、美常模检出的结果作一致性分析，发现两

者对男童多动指数、女童心身问题异常检出结果

的一致性较好（Ｋａｐｐａ≥０．７５），而对男童学习问
题、心身问题、冲动 －多动和女童品行问题、冲动
－多动、焦虑、多动指数异常检出结果的一致性较
差（Ｋａｐｐａ＜０．４）。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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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常模下ＰＳＱ各因子异常检出率比较　［ｎ（％）］

常模
男（ｎ＝４３４）

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问题 冲动－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女（ｎ＝４２０）

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问题 冲动－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中国常模 １４（３．２）１２（２．８） １４（３．２） ２７（６．２） ８（１．８） ２０（４．６） ２５（６．０） ２１（５．０）４７（１１．２） ３６（８．６） １９（４．５）２４（５．７）
美国常模 ７（１．６）６２（１４．３）７９（１８．２） ４（０．９） ０（０） １４（３．２） ５（１．２） ５（１．２）４７（１１．２） ２（０．５） ２（０．５） １（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Ｋａｐｐａ值 ０．６５９ ０．１６７ ０．２６０ ０．２４６ － ０．８１７ ０．３２０ ０．４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９７ ０．１８３ ０．０７６

　　Ｋａｐｐａ值：内部一致性系数，表示用中美两种常模判别ＰＳＱ各因子异常的一致性。Ｋａｐｐａ≥０．７５，表明两者一致性较好；０．４≤Ｋａｐｐａ＜０．７５

表明一致性一般；Ｋａｐｐａ＜０．４表明一致性较差。

２．３　不同常模下ＰＳＱ得分异常总检出率的比较
ＰＳＱ得分异常总检出率以及不同性别总检出率

中、美常模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应用中
国常模时男童检出的异常率显著低于应用美国常模

得出的结果，而应用中国常模时女童异常率显著高

于应用美国常模得出的结果；总异常率以应用美国

常模时检出高。中、美常模总异常检出率的一致性

较差（Ｋａｐｐａ＜０．４），男、女童异常检出率的一致性
一般（０．４≤Ｋａｐｐａ＜０．７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常模下ＰＳＱ得分异常总检出率的比较　［ｎ（％）］

常模 男 （ｎ＝４３４） 女（ｎ＝４２０） 总检出率

中国常模 ５３（１２．２） ９２（２１．９）ａ １４５（１７．０）
美国常模 １２２（２８．１） ５２（１２．４）ａ １７４（２０．４）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Ｋａｐｐａ值 ０．４０１ ０．６７０ ０．０５１

　　ａ：与同常模男童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人的心理行为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期的

心理行为发展决定着心理演进的整个过程［５］。学

龄前期是健康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在此阶段若发现

孩子有某些心理行为问题并给予积极的干预措施，

则能保证儿童的健康成长，若错过了这一关键期，有

可能造成孩子终生的心理异常，因此，及早对学龄前

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针对具体问

题给予有效的干预措施，对儿童心身的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６７］。

本次调查发现应用美国常模，长沙市３～５岁学
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２０．４％，高于太原市［８］

（１６．１８％）、湛江市［７］（１５．７８％）的调查结果，这可
能与长沙市的社会氛围、家庭养育方式和家长对子

女的期望程度以及托幼机构的教育环境等有关，但

不能排除不同城市父母对儿童行为问题的认知、态

度及评定偏差有所不同造成评定结果的差异，具体

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存

在性别差异［９１０］。本研究中男童行为异常率显著高

于女童（２８．１％ ｖｓ１２．４％），符合男童行为问题多
于女童的规律，与已有的报道一致［２４］，这可能与社

会、家庭性别角色的教育有关，也有学者分析这和儿

童生长发育存在性别差异有关［９］。儿童行为问题

各因子分析，长沙市学龄前儿童学习问题、心身问题

异常率明显高于其他因子，且以男童显著，这与姚梅

玲等［１１］、刘维婵等［１２］的报道一致，分析原因，主要

考虑现在父母过度关注早教，对孩子的期望很高，给

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而父母由于工作原因

缺少时间和精力与孩子沟通交流，因此，应重视长沙

市儿童的学习和心身问题，采取正确的抚育态度，避

免行为问题的发生。此次调查还发现女童焦虑因子

得分明显高于男童，这可能与男、女童自身不同的遗

传素质和个性特点有关。

本次调查同时应用了中国城市常模做参照标

准。二者对比显示，应用中国城市常模时检出的儿

童品行问题、冲动 －多动、焦虑、多动指数异常率高
于应用美国常模检出的结果，而应用美国常模时检

出的男童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异常率显著高于应用

中国常模检出的结果，行为问题总发生率以应用美

国常模时检出率高；中美常模评估结果的一致性较

差。这主要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

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心理行为有较大的影响［１３１４］，从

而导致所制定的常模不同有关，范娟等［３］报道应用

美国常模测出的品行问题、冲动 －多动、焦虑、多动
指数因子分普遍高于中国常模，而应用中国常模测

出的学习问题因子分高于美国常模［３］。美国由于

受欧洲文化和文艺复兴的影响，追求自由、平等，强

调独立、开放和个性的发挥，父母对孩子的管教约束

较少，也鼓励儿童大胆表露自己的情感，孩子的行为

外显，此外，美国常模制定时其社会犯罪率较高，对

儿童有影响［３］，因此，美国常模的品行问题、冲动 －
多动、焦虑、多动指数因子分高。与美国相比，我国

对儿童的教育更注重行为的社会规范，从小教育儿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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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要顺从、礼让，克制自己的情绪和过激行为［１５］，孩

子内心情感无法得到表露，而以转移性躯体障碍来

表现内在的情绪困惑，从而心身问题常模分较美国

高。而且中国式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是否

有出息，能否出人头地，家长过分关注孩子的学习，

较早把孩子送入托幼机构，并让让孩子参加各种特

长班等，从而学习问题更明显。

由此可见，同一行为量表由于选择的常模不同

其评估的结果存在差异，Ｃｏｎｎｅｒｓ父母症状问卷的中
国城市常模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更能反映中

国儿童的实际情况，建议在实际工作中以选择中国

城市常模为宜，且有必要开发中国常模的软件，加强

对此常模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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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健学》（第四版）再版

刘湘云、陈荣华、赵正言主编的《儿童保健学》第四版于２０１１年６月成功再版。该专著是１９８９年在国家卫生部原
妇幼司的指导下，由我国老一辈儿童保健学专家刘湘云、林传家、薛沁冰、钱倩教授联合组织编写，江苏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历经２０多个年头，改版三次，见证和推动了我国儿童保健学当代发展进程，是当今从事儿童保健学教学、临
床、科研等工作学习的经典专著。第四版由刘湘云、陈荣华、赵正言教授主编，全书进一步完善了儿童保健学的学术体

系，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儿童保健专业科研和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介绍了当今儿童保健学的发展方向，规范了儿童保

健工作程序。确保了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创新性和先进性，做到既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又具有新时代的特点。相

信，这次再版仍将继续担负着推动我国儿童保健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任。第四版全书近１２０万字，大１６开，精装，
定价９８元。可到当地新华书店、医学专业书店购买。也可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电话：（０２５）８３２７３０４４，蒋老师　　　传真：（０２５）８３２４２４５５。
汇款账号：４３０１０１１０１９１００２１３４２７；户名：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开户行：南京市工行湖南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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