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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从高校校报编辑工作特点和双重角色入手$以文献研究和已有相关量表为基础$

结合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所获得资料$编制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问卷% 对测试数据进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高校校报编辑的压力主要来自

职业发展,工作特征,领导支持,工作负荷,生活保障,行业竞争 H 个方面)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表明$所提取的 H 个因素与构想模型拟合较好$编制的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量表的信度,效

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作为今后测量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的工具%

关键词!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压力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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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 年 K 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公布了首次

全国高校校报评估结果# 这次评估历时一年多"

尽管重点评价的是%报纸&"但由此反映出来的关

于办报人员的问题"诸如人手短缺)角色冲突等问

题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切1#2

# 正是基于这一背

景"我们启动了针对高校校报编辑!的首次全国

抽样调查"力图透析这一群体的部分心理状况"为

进一步改进校报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研究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的意义

高校校报编辑作为高校新闻报刊的从业人

员"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教育工作者"具有显著的

双重角色#

就新闻工作者而言"传播者的心理是传播心

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但相比受众的心理"对

传播者心理的关照仍十分不足# A.:-7<早在

#%$$ 年就发现新闻室的工作压力 'E7Y<-,,V

<?-7<<(对日报 %"a的新闻工作者造成影响1!2

# 近

年来"国内一些研究者'鲁泽"!""#-袁力等"!""K-

曹茹"!""$-任敏卿"!""%(通过调查或引用媒体或

协会等机构的调查数据研究也显示"新闻从业人

员属于高压力群体# 然而"与新闻工作者压力巨

大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研究者对新闻

工作者压力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并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一是研究文献数量少"实证研究则更少-二

是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者们都强调新闻工作

者压力巨大"但用数据说话的很少-三是压力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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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细分到多个特定的群体"但新闻工作者压力

测量工具仅见一例# 尽管/压力量表'\7-875>7:

@?-7<<@8/07"\@@(0适用于不同的职业"但其无法

寻找不同职业群体的压力源# 编制高校校报编辑

这一细分群体的压力问卷"有利于完善和丰富新

闻工作者的压力研究#

和新闻工作者一样"尽管众多学者'U(.3/V"

#%KH-U/>5: 和 A/:5,."#%%M-)徐志勤"!""K-赖恒

静等"!"#"(的研究表明"教育工作者也是高压力

群体"但国内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小学教

师"较少涉及高校教师"而以高校校报编辑为研究

对象的则仅有 # 例"但也局限于很小范围的抽样"

针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未见报告#

显而易见地"由于具有双重角色"针对新闻工

作者或高校教师的压力测量工具"它们都不适用

于高校校报编辑# 还应该看到"高校校报编辑作

为新闻工作者"在%高校校报是学校党委和行政

的机关报&的定位以及%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

责制&下"尽管他们也遵循新闻规律"但很难不站

在校方立场说话"更难以针对校方开展批评报道"

因此他们的新闻专业主义无疑是缺乏的# 而作为

教育工作者"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教书育人&而

是%办报育人&# 这种角色冲突使得这个群体逐

渐被边缘化"从而也使得他们被学界遗忘了# 然

而"有意义的是"%角色冲突&本身就是工作压力

'源(的一种1G2

"那么具有双重角色的群体与单一

角色群体相比"它们的压力和压力源又有着怎样的

不同3 这是很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去尝试解答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针对这一群体的工

作压力研究是必要的"这不仅能拓展)完善针对新

闻工作者和高校教师的压力研究"其结果也将为后

续研究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定量研究提供参考工具#

"二$工作压力的定义

压力'@?-7<<(的概念在 !" 世纪 G" 年代"由加

拿大生理学家汉斯.塞尔耶'S/.<@7097(首次提

出# 之后的几十年间"关于压力的研究备受各国

学者的关注"工作压力'+,T @?-7<<(也由压力衍生

而来#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对压力和工

作压力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

观点# 西方早期文献中有关压力概念的研究大体

有两条主要线索$从主客观角度和从客观角

度1&2

# 从主观性出发"压力被定义为诸如压力感

受)压力反应等1M2

# 例如被试回答$%巨大的压力

让我身心疲惫#&从客观性出发"压力被定义为压

力源!!!消极生活事件和日常烦扰等1H2

# 例如

被试回答$%繁重的工作让我感到压力巨大#&压

力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压力源的评定1K2

# 要测量

高校校报编辑特有的压力"首先要考虑压力的客

观性问题"即寻找高校校报编辑的压力源-但同时

也要考虑压力的主观性问题"即测量高校校报编

辑所感受到的压力大小# 基于此"本文采用现代

比较公认的压力概念"即 g/̀/-(<和 N,0XV/.

'#%%#(关于压力的定义# 这个定义认为压力是

%刺激!反应&之间的作用1$2

# 即"个人感受到的

压力存在于主客观的相互作用之中# 在研究中"

本文的具体操作是$设计的测量题目均为客观性

问题"问卷回答则是主观性的#

二%方法

"一$被试

#*访谈被试

重庆市高校校报编辑 #$ 名'其中男性 $ 名"

女性 #" 名-已婚 #G 人"未婚 M 人-!# bG" 岁 K 人"

G# b&" 岁 M 人"&# bM" 岁 G 人"M" 岁以上 G 人-周

报编辑 " 人"旬报编辑 G 人"半月报编辑 #! 人"月

报 G 人(#

!*开放式问卷被试

来自国内部分地区的高校校报编辑 $" 名'其

中男性 GM 名"女性 &M 名-已婚 M$ 人"未婚 !! 人-

!# bG" 岁 G" 人"G# b&" 岁 !M 人"&# bM" 岁 #K

人"M" 岁以上 $ 人-周报编辑 #M 人"旬报编辑 GM

人"半月报编辑 #H 人"月报编辑 #& 人(#

G*预测和正式实测被试

面向全国 G#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G!% 所

高校发放问卷 M"" 份"测试时间为 !"#" 年 K 月至

% 月# 其中"东部沿海地区!高校 #$# 所"占 M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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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高校 MH 所"占 #Ka-西部地区高校 $K

所"占 !H*Ma-未知地区高校 M 所"占 #*Ma-'类

高校'%$M)!## 院校(&% 所"占 #&*%a-;类高校

'一般本科院校(#$K 所"占 MH*$a-2类高校'高

职)专科院校及独立院校($% 所"占 !K*#a"未知

类别高校 & 所"占 #*!a#

回收问卷 &!" 份"剔除无效问卷共得 &"! 份

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a# 将 &"! 份

有效问卷按学校全称命名'同一学校在校名后加

上序号区分()排序)编号"然后按编号的奇偶分

为两半"一半用来对作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半用

来作信效度分析#

&"! 名被试的人口统计学指标见表 ##

表 #D问卷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表

变量 统计量 人数 百分比

高校类别

'类高校 HK #H*Ka

;类高校 !&" M%*Ka

2类高校 %# !!*Ha

未知高校 & #*"a

所在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 !!G MM*Ma

中部地区 K" #K*&a

西部地区 #"& !M*%a

未知地区 M #*!a

性别

男 #K& &G*Ga

女 !#M MG*Ma

未知性别 #G G*!a

年龄

!" b!% #GM GG*Ha

G" bG% #K# &!*Ma

&" b&% K! #K*%a

M" 以上 #K &*!a

未知年龄 K #*Ka

婚姻

未婚 $G !"*Ha

已婚 G#H K$*Ha

未知婚姻状况 G "*Ka

续表

变量 统计量 人数 百分比

从业时间

# bM 年 !&" M%*Ka

H b#" 年 #"" !&*%a

## b!" 年 &$ ##*%a

!" 年以上 #" !*Ma

未知从业时间 & #*"a

学历

专科 K #*Ka

本科 #KH &G*$a

硕士及以上 !#H MG*Ka

未知学历 G "*Ka

职称

初级 ### !K*Ha

中级 !#& MG*!a

副高级 K! #K*%a

高级 G "*Ka

未知职称 ! "*Ma

出版周期

月报 %! !!*%a

半月报 #KM &G*Ma

旬报 HG #M*Ka

周报 H! #M*&a

未知周期 #" !*Ma

"二$程序

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厘清高校校报编

辑工作压力源的大致纬度# 然后进行访谈和开放

式问卷调查# 开放式问卷调查内容是$%作为校

报编辑"在工作中"如果您感觉到有压力"请您说

出至少 M 件最能让您体验到压力的事 '请排

序(6&# 经过对访谈记录和调查结果进行整理)

编码)统计)筛选"获得 G# 个语义重复频率较高的

关键词# 随后根据建立项目库的原则和方法"确

定 G# 个项目组成项目库-内容初步确定为 H 个维

度$职业发展)工作特征)领导支持)工作负荷)生

活保障)行业竞争-编制出包含 G! 个项目的%高校

校报编辑工作压力初始问卷& '问卷末加入了一

道对压力作整体评价的题项("采用四点计分'")

#)!)G(# 接下来在初始量表的前面加入指导语

和人口学变量资料"发放初始问卷 M"" 份"回收问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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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并用 @\@@#M*"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测验的eRF值为 "*$&$";/-?07??球度检验卡

方值为 #KG"*GK"自由度为 !MG"Z q*""#"因此"可

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

表 !D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初始问卷因素负荷矩阵

题项 职业发展 工作特征 领导支持 工作负荷 生活保障 行业竞争 共同度

@#% *K!G *HMM

@!& *K"& *M%&

@!$ *H%" *HK"

@!# *H%" *M%G

@!H *MM# *MH%

@#! *$#! *K""

@#G *$"G *H%H

@& *K#H *M$%

@!" *HK" *M&#

@M *KM" *HH"

@#H *K&H *HG%

@#" *K"G *M%%

@G *H$! *H##

@% *M"% *&$$

@G# *&$" *M"K

@#K *K$& *K!#

@#$ *K&! *K##

@# *K"$ *H#K

@!M *$H# *K%M

@!K *$M$ *$#M

@K *KHK *H!#

@G" *M$H *M"%

@!G *MK$ *MG$

贡献率a #G*"G #!*%G #!*K# $*%" $*&# H*K% H!*KK

DD由表 ! 可得知"该问卷经分析后"剔除了 % 个

题项"一共得到 !G 个题项"每个题项的因子负荷

在 "*&$" b"*$H# 之间"共同度在"*&$$ b"*$#M

之间"总贡献率为 H!*KKa# 该问卷由 H 个因素

构成"依据所包含项目的内容"分别命名为职业发

展)工作特征)领导支持)工作负荷)生活保障)行

业竞争 H 个维度#

%职业发展&由 M 个题项'@#%)@!#)@!&)@!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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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其贡献率为 #G*"Ga-%工作特征&由 &

个题项 ' @&) @#!) @#G) @!" ( 构成"其高效率为

#!*%Ga-%领导支持&由 H 个题项 ' @G) @M) @%)

@#")@#H)@G#(构成"其贡献率为 #!*K#a-%工作

负荷&由 G 个题项'@#)@#K)@#$(构成"其贡献率

为 $*%"a-%生活保障&由 ! 个题项'@!M)@!K(构

成"其贡献率为 $*&#a-%行业竞争&由 G 个题项

'@K)@!G)@G"(构成"其贡献率为 H*K%a#

根据构想的理论维度以及初始量表的探索性

因素分析结果"最后形成包括 H 个维度)!G 个题

项的正式量表"下称%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量

表&#

"二$信度检验

本研究以内部一致性信度 '同质性信度"

2-,.T/83/

)

系数(来鉴定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

量表的信度# 结果见表 G#

表 GD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因素 职业发展 工作特征 领导支持 工作负荷 住房压力 行业竞争 总体

)

系数 *$"% *KK$ *$"G *K#& *$!K *&%M *$$M

DD由 G 可知"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

$$M"除了%行业竞争&这个因素稍低外"其他因素

均在 "*K b"*% 之间"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比较高"作为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的测量工

具是稳定可信的#

"三$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和验证性

因素分析的方法检验问卷的构想效度#

#*因素间的相关系数

根据心理测量理论"问卷的各个维度之间应

该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如果相关太高"说明维度

之间有重合"有些维度可能并不必要-如果各维度

之间的相关太低"说明测量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

心理品质# 心理学家 6(X7-指出"一个良好的问

卷结构要求维度与测验的相关在 "*G b"*$ 之间"

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 "*# b"*H 之间1%2

# 因此以

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各因素与问卷总分间的相关

来估计问卷的结构效度# 分析结果见表 &#

表 &D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量表各因素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职业发展 工作特征 领导支持 工作负荷 生活保障 行业竞争 压力总分

职业发展 #

工作特征
*&GK

!!

#

领导支持
*&%%

!!

*GGK

!!

#

工作负荷
*&K&

!!

*&!#

!!

*G#G

!!

#

生活保障
*M"$

!!

*#$$

!!

*!GK

!!

*!&!

!!

#

行业竞争
*G$M

!!

*G&H

!!

*&"#

!!

*!KK

!!

*GMM

!!

#

压力总分
*$&#

!!

*HM$

!!

*KG%

!!

*H&"

!!

*MKK

!!

*H"M

!!

#

DD由表 & 可得"%职业发展&与%工作特征&%领

导支持&%工作负荷& %生活保障&呈中等相关"与

%行业竞争&相关微弱-%工作特征&与%领导支

持&%行业竞争&相关微弱"与%工作负荷&中等相

关"与%生活保障&无关-%领导支持&与%工作负

荷&%生活保障&微弱相关"与%行业竞争&中等相

关-%工作负荷&与%生活保障&和%行业竞争&微

弱相关-%生活保障&与%行业竞争&微弱相关-除

%生活保障&与压力总分中等相关外"其他的 M 各

因素均与压力总分呈高相关# 各个因素与总分的

相关均高于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表明该问卷结

构比较合理"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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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性因素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素得到的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

力模型"可以进一步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确定模

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从而检验理论模型的正确

性# 应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评价模型的适合性时"

主要考虑以下检验标准$'#(

"

! 检验"以考察理论

模型与观察模型的拟合程度"适用于模型的解释

力# 一般以
"

!

OB3作为替代性检验指数# 公用的

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标准
"

!

OB3的值小于 ! 比较理

想# '!(拟合指数"常用的拟合指标有%拟合良好

性指标HIU&%比较拟合指标 )IU&等# HIU))IU)

UIU等拟合指标的数据值一般都局限于 " b# 之

间"越接近 #"表示理论模型越能说明原始数据之

间的关系"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好-HIU))IU)UIU等

指标r"-$""认为理论模型与数据拟合达到统计

要求# 此外"若RD#F!取值在 "*"M 以下优良"在

"*"M b"*"$ 之间良好#

以'RF@K*" 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各项拟

合指标如表 M 所示$

表 MD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六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

"

!

OB3

RDR HIU UIU )IU RD#F!

#*H%%

!!!

*"HH *$H! *%"% *%"K *"M%

从表 M 中可得知"

"

!

OB3小于 !"说明该模型拟

合度理想"可以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HIU)UIU)

)IU指标都在 "-$M 以上"尤其是UIU与 )IU"更是

在 "-% 以上"RD#F!指标小于 "-"$"这说明该模

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结构效度较好#

四%讨论

"一$关于编制过程

通过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初步发现高校

校报编辑工作压力的理论维度"并根据建立项目

库的原则和方法"最终确定 G# 个项目组成项目

库# 在此基础上"经征求西南大学心理学院专家

意见"并请重庆工商大学一名主任编辑审读"编制

出包含 G! 个项目'问卷末加入 # 道整体评价题(

的%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初始问卷&# 发放问

卷时"为确保问卷的有效回收率并降低未应答率"

我们采取匿名调查"并通过电话和函件与被抽取

的高校报社'校报编辑部(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并

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测试结束后"经探索性因素

分析删除了%@!$组稿存在困难&%@H$没有时间进

行科学研究&等 % 个不符合要求题项# 结果表明"

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源主要来自 H 个方面$职

业发展)工作特征)领导支持)工作负荷)生活保

障)行业竞争# 内部一致性系数表明"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度-因素间的相关系数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明"结构效度良好# 总体上看"心理测量学指标

的结果值接近理想状态#

"二$关于量表结构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有

H 种来源"这与王馨竹等'!"#"(编制的%新闻工作

者职业压力问卷&的结构'由组织特征)工作特

征)工作负荷)人际关系)个体因素)社会评价 H 个

维度构成!

(基本一致"其中有 ! 个维度完全重合

'%工作特征&%工作负荷&("有 G 个维度所反映的

本质内容是一致的'%职业发展&与%组织特征&

%生活保障&与%个体因素&"%领导支持&和%人际

关系&(# %行业竞争&没有在后者的维度中出现"

这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封闭而狭小的范围内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竞争十分明显'高校校报受到校园新

闻网的冲击十分巨大1#"2

("同时校报编辑还面临

与教育工作者同行在晋升)职称)考评等方面的竞

争# H 个维度中没有后者的%社会评价&维度'这

一维度在医护)警察等行业人员工作压力源中均

有体现("可能是因为高校校报在相对封闭的范

围发行"受到社会的关注不大"同时校报工作比起

教学)科研等高校其他工作相对弱势"不太会引起

师生的关注和诟病"自然其从业人员的压力与社

会评价关系不大#

进一步与李虹'!""M(编制的%大学教师工作

压力量表&'包含工作保障)教学保障)人际关系)

工作负荷)工作乐趣 M 个维度"

(进行了对比"也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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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些异同# 表现在$依据反映的内容"有 G 个

维度重合'%工作保障&与%生活保障&"%人际关

系&与%领导支持&"%工作负荷&与%工作负荷&("

%教学保障&与%工作特征&尽管所反映的具体问

题几乎完全不同"但本质上都体现了本行业的特

征# 此外"都出现了看似与%工作&不相关的题

项"比如前者%工作保障&中的%养老问题& %害怕

生病&"本文%生活保障&中的%房贷压力大& %住

房紧张&"但这些问题都与工作的福利待遇有关"

作为搞好工作的前提是很正常的#

通过与%新闻工作者职业压力问卷&和%大学

教师工作压力量表&的结构和题项对比"正好印

证了我们的假设$针对新闻工作者或高校教师的

压力测量工具"它们都不适用于高校校报编辑"尽

管有一些共性"但高校校报编辑显然有着特殊的

压力#

"三$关于压力源

尽管高校校报编辑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教育

工作者"具有显著的双重角色-尽管高校校报编辑

工作压力量表的纬度与新闻工作者工作压力量

表)高校教师工作压力量表的纬度均有一定的共

性"但研究显示"这一群体压力源的具体内容并非

两个群体压力源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独

特性#

"四$关于被试的代表性

&"! 份有效问卷覆盖了全国 G# 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 !%# 所高校"地域分布广泛# 尽管

样本的绝对数量不算大"但相对数量却是相当大

的# 在 !%# 家样本高校校报中"具有国内统一刊

号的高校校报有 !!$ 家"占 K$*GMa# 最近两年

未见全国高校校报及从业人员总数的权威报告"

参考 !"#" 年/中国高校校报史略0称%据新闻出

版总署统计"!""$ 年"全国公开出版发行报纸 #

%&G 种"同时公开出版的有国内统一刊号的校报

有 K%% 种&

1##2

"同时鉴于%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

总署明确限制发展高等学校校报类报纸"据此可

以推测"最近 H 年具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

高校校报数量不会有明显增加"因此本次调查涉

及的具有统一刊号的 !!$ 家报纸约占全国此类报

纸总数的三分之一# 鉴于此"可以认为样本是具

有广泛代表性的"研究结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使用#

五%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三点主要结论$高校校报编

辑工作压力包括%职业发展&%工作特征&%领导支

持&%工作负荷& %生活保障& %行业竞争&H 个维

度-本研究编制的%高校校报编辑工作压力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作为测量高校校报编辑

工作压力的有效工具-作为具有双重角色的特殊

群体"高校校报编辑的工作压力源并非新闻工作

者工作压力源和高校教师工作压力源的简单

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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