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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 Morrison和Phelps编制的创新责任感量表进行改编和修订,并考察其对中国大学生群

体创新责任感水平测量的适用性,对1
 

886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另对其中182名大学生在6个月后进行

重测,采用大五人格问卷的尽责性分量表、大学生创新能力调查问卷作为效标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探索性

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数据结果都支持单因子结构模型;3个样本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911~
0.924之间,6个月后的重测信度为0.832;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责任感与尽责性、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
结果表明修订后的中文版创新责任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良好,可用作评估中国大学生创新责任感水平的

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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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创新责任感一词最早出现在组织行为领域,指个

人在面对工作任务时,能把创造性地解决工作中的问

题当成责任,即把创新作为自身的任务,这是个人工

作主动性的一种表现[1,
 

2]。根据工作特征模型的观

点,当组织成员对他们的工作成果承担更多责任时,
他们将更有动力,感受到更多满足感,并更注重工作

质量[3,
 

4];而当个体处于创新责任感的心理意识状态

下时,他们很可能会在工作中采取以创新为导向的方

式行事[1]。已有的研究表明,创新责任感对组织成

员[1]及科研人员[5]的创新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
高创新责任感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创新变革行为。
随着研究的深入,Suyidno等人将创新责任感定义为

个体产生将创造对个人和社会有益的产品视为他们

应该履行的行为倾向[6]。创新责任感是一种重要的

人格特质[7,
 

8]。激励和培养学生的科学创造力的责

任感可以提升学生在问题解决中的创造性思维[9,
 

10],
而创造性思维则是创新的具体表现和核心特征,也是

创新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11,
 

12]。
创新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核心和引领事物发展的

主要动力,而人才则是支持创新发展的首要资源。大

学生是新时代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创新

后备人才的中坚力量,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

下,只有大学生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创新使命,增强创

新责任感,才能把个人创新能力与国家创新发展结合

起来,通过个人创新实践为社会创新发展做贡献。有

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创新意识的水平较高,但创新

意志力不够坚定、创新动机取向功利化、创新参与自

觉性较差[13]、创新能力不高[14]。以往的研究表明创

新责任感可以预测组织员工的创新能力[15,
 

16]。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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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学习为主,和员工以工作为主相似,当大学生处

于创新责任感的心理状态中,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

的行为方式很可能会受到创新的责任感引导进而表

现出较多的创新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创

新责任感水平进行测量,了解我国大学生创新责任

感的现状,以期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培育

依据。
目前,测量个体创新责任感的工具仅有西方学

者 Morrison和Phelps编制的5题单维《创新责任

感量表》[1],适用的研究对象为企业组织人员。考察

企业组织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创新责任感,如“我觉

得我有义务在适当的时机生成新的工作计划和方

法”。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描述同样适用于大学生学

习的场景。鉴于国内尚未开发出中文版的创新责任

感量表,本研究根据需要对英文版的创新责任感量

表做了翻译和改编。具体将知觉对象由“工作人员”
改为“大学生”,将条目里面的“工作”改为“学习”,并
且在大学生群体中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旨在

为未来大学生创新责任感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可靠

的测量工具。

二、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通过网络平台调查大学生被试的创新责

任感,被试来源覆盖河南、河北、四川、北京、山西、湖
南、山东、江苏、上海、广东等47所高校的大学生群

体,年龄段为18~24岁。
样本1:通过网络平台对453名大学生进行了

调查,删除具有规律性作答和极端值等异常情况的

问卷后,获得432份有效问卷,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

性因素分析。其中,男生238人,女生194人,平均

年龄19.50±1.23岁。
样本2:通过网络平台调查了508名大学生,同

上述规则删除无效卷后,获得有效问卷472份,用于

验证性因素分析。男生229人,女生243人,平均年

龄19.60±1.32岁。
样本3:通过网络平台调查了1

 

078名大学生,
同上述规则删除无效卷后,获得有效问卷982份,用
于效标关联效度检验。男生426人,女生556人,平
均年龄19.66±1.36岁。

样本4:根据自愿原则,6个月后对样本1中的

200名被试进行了重测,同上述规则删除无效卷后,
收回了182份有效问卷,用于重测信度检验。其中,
男生81人,女生101人,平均年龄19.82±1.33岁。

(二)研究工具

1.创新责任感问卷

原量表是由 Morrison和Phelps针对企业组织

人员编制的创新责任感问卷[1],单维度,共5个项

目,采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Likert-7级评

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创新责任感水平越高。首

先,根据研究需求和受试者群体的特点,将原始量表

中的“工作人员”改为“大学生”,将“工作”改为“学
习”。其次,在考虑中国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习惯的

前提下,进行多次翻译和回译工作,由2名心理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和2名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共同参

与,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再次,根据专业性、通俗

性、可理解性等标准,请1名心理学专家对翻译版本

进行审查和修改,以确保它与原量表的条目和计分

方法相同,形成中文版的大学生创新责任感量表。

2.尽责性量表

采用王孟成、戴晓阳和姚树桥修订的中国大五

人格简式版的尽责性分量表[17]对大学生的一般责

任感水平进行测量[18]。量表共8个题项,采用“非
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Likert-6级评分。其中

第1题需要进行反向计分,8个题项的总分越高代

表个体的责任心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所有

题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62。

3.大学生创新能力调查问卷

采用邓同玲针对大学生群体编制的大学生创新

能力调查问卷[19]对被试的创新能力进行测量[20]。
量表共15个题项,采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的Likert-5级评分。其中第1、11、14、15题需要进

行反向计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创新能力越强。
在本研究中,该调查问卷的所有题目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α=0.837。

三、结果

(一)总样本得分情况

对样本1、2、3的1
 

886份有效数据进行修订问

卷得分情况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问卷得分情况(n=1886)

题项 浔x
 

±
 

s 得分范围
1.我觉得我有责任推动创新的产生和实施 5.6

 

±
 

1.1 1
 

~
 

7
2.学习能否带来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自己 5.9

 

±
 

1.0 1
 

~
 

7
3.我觉得我有义务在适当的时机生成新的学习计划和方法 5.8

 

±
 

1.0 1
 

~
 

7
4.创造性地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5.7

 

±
 

1.1 1
 

~
 

7
5.我认为挑战或改进现状是我的义务 5.7

 

±
 

1.1 1
 

~
 

7
总分 28.8

 

±
 

4.6 7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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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分析

在进行项目分析时采用了样本1的432份有效

数据。首先是评估项目的区分度,划分量表总分的

前27%以及后27%作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然后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被试在5个项目上的差异是否

显著。结果发现,5个项目在高低分组之间的差异

均显著(P
 

<
 

0.001)(见表2)。然后计算每个项目

与总分之间的题总相关系数,结果发现,5个项目的

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r介于0.784
 

~
 

0.901之间

(P
 

<
 

0.001),由于所有项目的题总相关系数都超

过了0.3的标准,表明所有项目均具有良好的鉴别

力,因此决定保留全部5个项目。
(三)效度分析

1.结构效度

对5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同样采用了

样本1的432份有效数据,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

正 交 旋 转。结 果 显 示,KMO
 

=
 

0.878,χ2
 

=
 

1505.241,P
 

<
 

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

素分析。在进行因子分析时不限制因子个数,根据

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提取出来一个因子,其累计方

差贡献率为74.277%,这5个项目的因子载荷值在

0.612
 

~
 

0.824之间(见表2)。进行单因子验证性

因素分析时采用了样本2的472份有效数据,结果

显示,拟合指数如下:χ2/df
 

=
 

1.876,RMSEA
 

=
 

0.043,RMR
 

=
 

0.010,NFI
 

=
 

0.997,RFI
 

=
 

0.989,IFI
 

=
 

0.998,TLI
 

=
 

0.995,GFI
 

=
 

0.995,

CFI
 

=
 

0.998。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模型的

拟合良好,说明中文版的创新责任感量表具有良好

的结构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表2 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n=432)

项目 t r 因子载荷

1
 

我觉得我有责任推动创新的产生和实施 30.133*** 0.843*** 0.693

2
 

学习能否带来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自己 21.996*** 0.784*** 0.612

3
 

我觉得我有义务在适当的时机生成新的学习计划和方法 31.272*** 0.900*** 0.824

4
 

创造性地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36.983*** 0.901*** 0.820

5
 

我认为挑战或改进现状是我的义务 32.933*** 0.875*** 0.765

  注:***表示P<
 

0.001。下同。

  2.效标关联效度 
使用样本3的982份有效数据,把中国大五人

格问卷简式版的尽责性分量表和大学生创新能力调

查问卷作为大学生创新责任感量表的同时效标和预

测效标,以进一步探索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皮尔

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文版的大学生创新责

任感量表总分与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的尽责性

分量表得分以及大学生创新能力调查问卷的总分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表3),表明中文版创

新责任感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良好。
表3 创新责任感与效标的相关(n=982)

1 2 3
1创新责任感 1
2尽责性 0.688*** 1
3创新能力 0.574*** 0.704*** 1

  (四)信度分析

1.内部一致性信度 
进行信度检验时采用了样本1、样本2和样本3

的总共1
 

886份有效数据。结果显示,在3个不同

的样本中,中文版的创新责任感量表内部一致性系

数α分别为0.911、0.920和0.924,说明了中文版的

创新责任感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重测信度

重测信度检验采用了样本4的182名被试的有

效数据作为第二次测量数据,而这182名被试在样

本1中的数据作为第一次测量数据,对前后两次的

测量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的创新责

任感量的重测信度为0.832,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

的跨时间稳定性。

四、讨论
基于创新责任感在不同群体中的相似性,本研

究首次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对英文版创新责任感量

表进行修订,制定了中文版的创新责任感量表,并以

中国大学生群体为被试,检验了其信度和效度。项

目分析结果显示5个项目在高低分组中的差异显

著,这表明各项目都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结构效

度结果显示中文版的创新责任感量表的结构与英文

版创新责任感量表的相似性,且单因子模型拟合指

数良好,解释了方差总变异的74.277%,这表明中

文版的创新责任感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符合心理

测量学的标准。
在信度方面,中文版创新责任感量表多样本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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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911~0.924之间,表明项

目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信度。此外,182名被试6
个月后的重测信度为0.832,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

的跨时间稳定性,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综上,本研

究修订的中文版创新责任感量表,可作为测量大学

生创新责任感的可靠测量工具。
在效标关联效度方面,考虑到创新责任感与责

任心[21,
 

22]、创新能力[23]密切相关,本研究使用中国

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的尽责性分量表和大学生创新

能力调查问卷作为效标,以检验创新责任感量表的

效标关联效度。结果显示,中文版创新责任感量表

的总分与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的尽责性分量表

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表明责任心水平越高的大学生

的创新责任感水平也越高。高责任心的大学生深知

学习的重要性,会积极努力提升自己,这种学习动机

促使他们积极地去实现学业成就,并产生更多的创

新行为[24],[25]125-128。另外,高责任心的大学生会对自

己的学习任务负责[26,
 

27],以期望获得更高的学业成

就[28]177-245,[29],以维护自我形象、地位和自尊[30],这
都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设定高标准的学习目标[31]25-44。
为了完成学习目标,他们不再是简单地遵循规则和

常规[32],而是会对学习任务进行细化以及对完成方

式进行创新,如在团队或组织中有意识地提出新想

法,使用新方法以有利于自身能力、团队或组织的发

展[33]。还有研究发现高责任心的学生会关注学习

目标的完成情况,在学习中注重自我评估,这种目标

导向的学习方式促使他们主动寻求创新学习方式和

策略[34],[35]187-215,以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果。此外,
高责任心的学生更可能将创新者作为榜样[36],并将

创新者的观点、信念、价值观和行为作为自身行为的

标准[37],从而增强自我的创新行为。
研究结果显示,中文版的创新责任感量表的总

分与大学生创新能力调查问卷的总分均呈显著正相

关,说明大学生的创新责任感水平对其创新能力具

有正向的影响,符合工作特征模型[38]。当大学生处

于创新责任感心理意识状态时,这种心理意识使他

们更加重视创新,在学习和工作中也更倾向于采用

创新的行为方式。这种创新的行为方式会使他们更

积极地探索新领域、寻求新思路,并尝试将新的想法

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为其创新能力的发展奠定基

础[39]。此外,创新责任感可能会激发大学生的创新

意愿和动机,这种意愿和动机将驱使他们充分发挥

自己的潜能,主动接受挑战,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
积极探索创新的途径和方法,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40]135-154。而创造性思维是创造性的具体

表现和核心,也是创新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

质[41-43]。还有研究表明,高责任感水平的大学生更

可能拥有不畏艰险勇于追求的坚韧意志[44],而坚韧

的意志品格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45]。综上,高创

新责任感个体的创新能力更高。

五、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群体为被试修订的中文版

创新责任感量表的内容效度、多样本测量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重测信度系数、效标关联效度等指标均符

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修订后的“中文版创新责任感

量表”可以作为测量大学生创新责任感的可靠工具。

六、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在修订中文版创新责任感量表时,

关注的是大学生群体。事实上,中学生群体也具有

稳定的责任心[46],未来研究也可以应用中文版创新

责任感量表,把知觉对象由“大学生”改为“青少年”,
扩展测量工具的适用群体。其次,本研究修订的中

文版创新责任感问卷仍然是一个单维度的测量工

具,可能无法全面代表大学生创新责任感的内涵,后
续研究可以通过深度访谈,扩展大学生创新责任感

的维度,使其能够全面揭示大学生创新责任感的内

涵。最后,后续研究可以采用本研究修订的测量工

具考察大学生创新责任感对其创新行为的作用机

制,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育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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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vision
 

of
 

the
 

Creative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
 

Scale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YANG

 

Junyi,ZHANG
 

Qingya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ve
 

Responsibility
 

Scale,
 

developed
 

by
 

Morrison
 

and
 

Phelps,
 

was
 

adapted
 

and
 

revised
 

to
 

assess
 

its
 

applica-
bility

 

for
 

measuring
 

the
 

level
 

of
 

creative
 

Responsibility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Measurements
 

were
 

conducted
 

on
 

1,886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
 

subset
 

of
 

182
 

students
 

was
 

retested
 

after
 

six
 

months.
 

The
 

Conscientiousness
 

subscale
 

of
 

the
 

Big
 

Five
 

Inventory
 

and
 

the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Survey
 

were
 

used
 

as
 

criteria.
 

Bot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upported
 

a
 

one-factor
 

structural
 

model.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ies
 

of
 

the
 

three
 

sam-

ples
 

ranged
 

from
 

0.911
 

to
 

0.924,
 

with
 

a
 

retest
 

reliability
 

of
 

0.832
 

after
 

six
 

month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a
 

sig-
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reative
 

Responsibilityand
 

conscientiousness
 

as
 

well
 

as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evis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reative
 

Responsibility
 

Scale
 

demonstrate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t
 

can
 

be
 

used
 

as
 

an
 

assessment
 

tool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reative
 

responsibility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creative
 

responsibility;
 

college
 

students;
 

due
 

diligence;
 

cre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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