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年 月

心 理 学 报 ,

川
,

罪犯改造成效评估量表的建构‘ ’

凌文轮 郑晓明 张安民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山东省监管局犯罪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运用 因素分析法
,

尝试建构我国监狱中罪犯改造成效评估量表 该量表分

版 干警评定量表 与 版 服刑人员他评量表
。

结果表明
,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

效度
,

所得的改造成效评估三因素结构合理
,

内容清晰

关键词 罪犯
,

改造成效评估
,

改造态度

月 青

罪犯是一群具有特殊人格和心理状态的对象 在一定刑期内
,

从收监到刑满释放的

改造过程
,

就是把罪犯重塑成为不再危害社会的遵纪守法
,

并能 自食其力的社会公 民
。

然而
,

困扰着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问题是 罪犯改造工作是否真正收到了效果 能否对

改造质量加以检定和预测
,

避免重新犯罪 这是世界各国监狱系统所十分关注的问题
。

早在 年
,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犯罪心理学家 在其所著的《犯罪心理

学 》中指 出 传统的监狱矫正措施只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

它只强调罪犯个人行为特征的

纠正
,

并未注重罪犯心理与人格的矫正川 也认为 有效 的改造是培养罪犯

的 自我概念
,

发展理解他人与尊重他人的愿望 尤其是近些年来
,

在西方作为法律心理

学的分支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也逐渐从犯罪人的生物学特征
,

犯罪动机
,

家庭教

养与犯罪等领域转向罪犯的矫正 管教 及再犯率的预测上来
。

从八十年代起
,

我国监狱系统开始注意到心理学对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作用
,

并积

极学习和引进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用于罪犯改造工作 近年来
,

多数监狱都设立 了心理

咨询室和服刑人员心理矫治中心
,

积极开展罪犯心理矫正与研究 他们殷切希望心理学

专业研究人员能为我国监狱 系统研制出一套评估罪犯 改造成效 的科学方法和有效 工

具
。

本项研究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求
,

由专业研究工作者与罪犯监管部门共同开展的
。

方法

原始 表项目收集

时间 年冬
。

本文初稿于 年 月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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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明
、

齐东业
、

张承印
、

颜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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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某省监管局所属的 个监狱
。

对象 干警 管教人员 和罪犯

人数 每个监狱干警至少 名
,

共 人
。

罪犯 一 名
,

共 人
。

方法 采用开放式无结构问卷调查法
。

即发给每人一张纸
,

上面印着指导语
,

要求

每人至少写出 条以上的描述罪犯真正改造好的表现
。

将问卷收集后对项 目进行归类
,

计算被列 出的每一个项 目的频度
。

结果列于表 和表
。

表 项目目录收集统计表

对象 监狱数 写条 目人数 获得项 目 条 条 目出现频度 次

最低 最高

干警

罪犯

表 收集到的项目分类表

项 目内容 参写人数 所获项 目 条 项 目出现频度 次

最低 最高

一一”一认罪服法的表现

消极对抗的表现

伪装改造的表现

改造好的标准

重新犯罪的原因

改造好的表现

消极对抗的表现

真诚悔罪表现

重新犯罪原因

干警

罪犯

由表 可知
,

共获得干警写的条 目 条
,

罪犯写的条 目 条
。

项 目出现的最低

频度为
,

最高频度为 “ 次 干警 和 次 罪犯
。

我们保留至少 出现两次以上的项

目
。

根据监狱改造管理条例 例如
,

立功减刑的标准 对项 目进行调整筛选
,

最后形成两

个 干警评估
,

罪犯他评 罪犯改造成效评估原始量表 用此量表进行预试
,

以筛选正式

量表
。

且表项目筛选

样本 某省十几个监狱的干警 人 有效样本 人
,

罪犯 人 有效样本

人
。

记分 将上述两种原始量表的每一项
,

按其对评估罪犯改造成效的重要程度
,

分成

个等级进行记分
。

量表值 代表
“

一点也不重要
” ,

代表
“

特别重要
” 。

分别让干警和罪

犯进行评定
。

因素抽取 采用 因素分析方法对项 目进行筛选
。

根据 原则和陡阶法
,

两个原始量

表可各抽取三个因素
。

每个因素保留负荷量大于 以上的项 目
,

共选取 个项 目构

成罪犯改造成效初版量表 版用于干警评定罪犯的改造成效
,

版用于罪犯评定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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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造成效
。

项 目分析 计算初版量表 和 中的每个项 目的得分与总量表分的相关
,

删除相关

弱的及负相关的两个项 目 最终 版与 版量表各保留 个项 目
,

构成罪犯改造成效

评估的正式量表
。

表的检验

样本 版量表获有效问卷 份 版量表获有效问卷 份
。

记分 对每个项 目的评判采用 等级记分
,

认为罪犯在某个项 目上表现
“

好
”

就在

上打圈
,

认为他表现
“

不好
” ,

就在 上打圈
。

效标 本项研究
,

在 问卷中设计了两项调查内容
,

作为量表检验的效度
。

被评犯人最近两年服刑期内表现成绩的累积计分
。

这是 目前监狱中普遍实

行的激励罪犯积极改造 的有效措施
。

例如
,

受 口 头表扬 一次记 分
,

立小功 分
,

立

大功记 分
。

这些分数积累到一定数量
,

就可以减刑多少
,

都有明确规定
。

在 版量表 的最后
,

请干警对被评罪犯在服刑期 内的改造给出一个总 的评价
,

分为好
、

较好
、

一般
、

较差
、

差 个等级
。

这个总的评价也作为一种效标
。

结果

信度检验

信度
,

它是 检验量 表 可靠性程 度 的重 要 技术 指标
。

本研究 采 用 同质信度 系数

系数 与古特曼分半信度系数来检验改造成效量表 与量表 的信度
。

结果

表明
,

量表 与量表 的信度指标非常好 见表

表 罪犯改造成效 表 干工用 与一表 罪犯用 的信度指标

效度检验

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是指测验的内容能代表它所测量的主题之程度

。

它通常 由专家来认定

本研究的两个量表的项 目是从监狱的管教人员及罪犯 中收集的 而且
,

经过筛选后编成

一个问卷
,

再让干警和犯人对每个项 目在评估罪犯改造成效上的重要程度进行评定
,

最

后通过因素分析筛选而成
。

应该说测验的内容完全能代表所测量的主题
。

除此以外
,

本

研究还用量表的总分与各项 目的相关系数来作为衡量改造成效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标 结

果显示 的相关值在 以上
。

故量表 和 的内容效度是 比较理想的

效标关联效度

对量表 的效标关联效度检验
,

采用前述的两种效标
,

求其与两种效标

的相 关 对量表 的效标关联效度检验
,

采用罪犯两年服刑期 内的表现成绩累积计分

作为效标
,

求两者之间的相关 检验结果列于表

构念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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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和 的效标关联效度指标

效标 相关类型 相关值 有效样本 份
目胜月且且

量表

量表

相关

相关

相关

显著性

‘二
一

《

构念效度 的检验通常使用 因素分析来考察整个量表的因素结构是否 明晰合理
,

其涵

义是否符合理论上的构想
。

同时
,

根据项 目因素载荷及共通性的大小来作为项 目区分度

的指标
。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

根据 】原则和陡阶法抽取特征根大于 的 个 因素解

最为合理 见表
。

它们分别能解释总变异量的 量表 和 量表 将因素

矩阵进行正交旋转
,

得到在各因素上具有高载荷的项 目
。

结果见表 和表

表 表 和 的因素数及有关指标

因素数 特征根
一

可解释变异 累积贡献率

量表

一

,︼口,乙傀量表

表 一表 的因素结构
、

负荷 及共通性

因因 素 因 素 因 素

项项 目目 负荷量 共通性性 项 目目 负荷量 共通性性 项 目 负荷量 共通性性

石

石

为

量表 的第一因素中高负荷量项 目的内容与 自我改造的 自觉性有关 如
,

发生争执

时能顾全大局
,

遵守作息制度
,

遵守社会公德
,

服从分配
,

认真参加三课学习
,

自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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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行 自我教育等
。

因此
,

称其为改造 自觉性 因素
。

第二因素的内容都与否定恶习行为

有关 如
,

不装神弄鬼
、

胡说八道
,

不 自伤 自残
,

不纹身
,

不偷盗
、

不打架斗殴等
。

因

此
,

将其命名为恶行否定因素 第三因素的内容都与改造态度有关
。

如
,

向政府汇报思

想
,

深挖犯罪根源
,

检举违法行为
,

改造态度端正等
。

因此
,

将其命名为改造态度 因

素
。

量表 的第一因素的内容
,

包括有立功表现
,

能严格要求 自己
,

顾全大局
,

不 向家

中索要物品
,

帮助其他犯人
,

爱护公物等
。

因此
,

将其命名为积极改造 因素
。

第二 因素

的内容包括能深挖犯罪根源
,

主动汇报
,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
,

能接受政府教育
,

主动交

待余罪等 因此
,

将其命名为改造态度 因素
。

第三 因素的 内容
,

包括不赌博骗吃骗 喝
,

遵守监规纪律
,

认真参加文化课学习
,

讲话有分寸等
。

因此
,

称之为个人修养因素
。

根据上述的信度检验
、

内容效度
、

构念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结果来看
,

本项研制

的量表 干警用 和量表 罪犯用
,

在各项信度指标和效度指标上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

表 , 表 的因索结构
、

负荷 , 及共通性

因因 素 因 素 因 素

项项 目目 负荷量 共通性性 项 目目 负荷量 共通性性 项 目 负荷量 共通性性

石 万

】 为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万

石

乃

讨 论

关于罪犯改造成效评估 表的建构

本研究的主要 目的是为我国的监狱系统研制一套评估罪犯改造成效的测量量表
,

以

便为监狱现代化管理提供一种科学方法和工具
。

近三年来
,

在科研部 门与司法部门和监

狱系统的共同努力下
,

经过三轮的预试
、

筛选和检验
,

研制出了两种信度
、

效度都 比较

高的量表
。

这套量表不仅从项 目收集
,

重要性评定都来 自于实际
,

而且就连每个项 目如

何向犯人提问也都组织了八个监狱心理矫治中心的干警进行逐条讨论
。

因此
,

本量表从

内容到形式
,

都凝聚了我国管教人员的经验和智慧
。

可以说
,

该量表是地地道道的本土

化的量表 迄今为止
,

我国尚未有这类量表
。

因此
,

本量表的研制颇具现实意义和应用

价值
。



心 理 学 报 卷

关于 表的特色

上面提到的量表研制的本土化是本量表的特色之一
。

本量表的另一个特色是它的两

种版本 犯人改造的好坏
,

通常是 由管教人员来进行评估
,

这是符合常理的
。

那么
,

能

否让犯人互相评估 这是一种新的大胆的设想和尝试
。

研究结果表 明
,

罪犯用的评估量

表也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特别是通过效标关联效度的检验证明
,

罪犯用 的评估量表

是有效的
。

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
,

犯人的
“

参与
”

是可行的
。

在我 国的罪犯改造工作 中
,

“

教育
”

是一大特色
,

不仅进行法规和思想道德教育
,

而且进行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教

育
,

目的是将他们改造成遵纪守法
,

能 自食其力的新人
。

在监狱管理 中
,

实行犯人 自主

管理
,

这也是一大特色
。

如果再让犯人参加到对其他犯人改造好坏的评价 中去
,

也许对

犯人的 自身改造是有益的
。

别人是 自己的一面镜子
,

通过对他犯的评估
,

将有利于对 自

己的行为表现认识和 自我概念的形成
。

它将促进犯人的 自我改造
。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

探讨
。

关于改造成效的理论模式

在我国监狱 中有许多考核罪犯改造 的指标
。

通过本项研究对其进行 了理论上 的归

纳
。

项 目收集和筛选结果表明
,

量表 干警用 和量表 犯人用 所包括的项 目内容大

致相 同
。

两个量表 的因素结构
,

尽管在每个因素中的项 目内容并不完全相 同而有所交

叉
,

但从总体结构上来看是类似的 两个量表中都有
“

改造态度
”

因素 量表 中的
“

改

造 自觉性
”

与量表 中的
“

积极改造
”

因素相似
“

恶行否定
”

与
“

自我修养
”

有相 似之处
。

从这一结果的分析来看
,

罪犯改造成效可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深挖犯罪根源
,

反省犯罪

的危害性
,

端正改造态度
,

这属于 内部因素 二是改造的外部表现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
,

一方面表现为主动
、

积极
、

自觉地改造
,

另一方面表现为否定过去
,

抑恶修善的行

为矫正
。

这两大部分三个 因素就构成了罪犯改造成效的评估模式
,

也为做好罪犯改造工

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感谢 山东省监管局及所属各监狱的领 导和干警对调查测试工作给予 了极大的支持
,

特

此鸣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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