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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版单身态度量表的修订
宋彩艺  七十三  曾小叶  阿日查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呼和浩特

摘  要｜修订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ATSS），并在大学生群体中考察其信度、效度和跨性别等值性。选取881名大学

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修订后的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与原量表一致，三因素模型拟合良好；该量表得分与

生活满意度量表得分呈正相关，与简式孤独感量表得分呈负相关；内部一致性系数和两周后的重测信度均达

到心理测量学标准；三因素模型满足跨性别强等值，在男女生之间具有不同的测量误差。综上所述，中文版

单身态度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单身态度研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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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我国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单身人口已达到 2 亿多［1］，我国正经历第四次单身潮［2］。单身人

数递增直接影响到生育趋势、老龄化、人口增长和社会化再生产［3］。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的不断变迁、

频繁的社会流动、“个人本位”价值观的上升，以及信息时代思想文化的迅猛变化，导致青年群体对自

己单身状态的态度发生了转变［4］。因此，个体的单身态度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

单身态度（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是指处于单身状态的个体对单身的信念、情感和行为倾向，

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部分。认知部分包含对单身的信念，情感部分包括个体对单身的感觉，而行

为部分则指的是个体的行为倾向受到其对于单身态度的影响［5］。对生活的满足感、浪漫的信念、孤独

与单身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6］。

前人研究发现，处于浪漫关系中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幸福感和生活的满意度［7，8］。当前拥有恋爱

关系或有过恋爱经历的大学生比单身的个体更成熟，适应能力更强，自我中心意识更低。对单身的恐惧程

度越高，抑郁、孤独和需要的归属感越高，幸福感越低［9，10］。然而，有些研究也证明了积极主动的单身

有诸多好处［11，12］，如时间自主，生活方式选择自由，社交能力增强、友谊质量提高，事业晋升顺利等［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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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积极主动单身的人同样具有较高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较好的适应能力［16］，并且在女性群体中表

现更为明显［6］。造成研究结论矛盾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缺乏合适的测量工具。过去的研究多用单一的项目

或不全面的定性研究的方式测量个体对单身的满意度或成因［6，17］，对单身态度的定量研究较少［5］。

国外主要从个体层面出发对单身现象进行解析，发现个体的控制欲、经济负担［18］、对亲密关系的挑剔、

害怕受到伤害、希望自由调情及与异性的互动焦虑［19，20］均与人们保持单身有关。而国内学者对单身的

研究大多从单身现象的成因，单身个体的特征及对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出发，发现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

的渗透［21］，经济基础和人口失衡［3］，媒体信息的传播［22］，家庭及个人情感经历，个体对工作和个人

生活、情感与回报保持平衡的考虑［23］都是个体保持单身的原因。并且高学历，高自给自足水平的个体

更倾向于保持单身［24-26］，是什么导致了单身个体较高的单身满意度和幸福感值得人们深思。

当前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生育压力，这与个体的单身态度存在一定关联。了解当下人们的单身态度，

有助于从心理层面了解个体对自身关系状态的看法。单身态度作为结果变量可以揭示人们保持单身态度

的原因和依据，作为自变量可以发现其对个体及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作为中介和干预变量进行探讨，

发掘个体在实现自身幸福的同时又能够兼顾社会利益的有效方法［25］，为与提高婚育意愿相关的建议和

对策设计提供参考。

为了弥补单身态度测量工具的不足，国外学者开发出了 9 条目单身态度量表（ATSS），该量表包括

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在马来西亚年轻成年人群体中具有较高的信效度［5］。研究发现，大学生

较其他群体更加注重个人生活，单身时间更长［27］。因此本研究将在对以往文献分析总结的基础上，运

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检验单身态度量表的信效度及其跨性别测量等值性，为在中国

背景下开展单身态度相关研究提供适宜的测量工具。

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样本 1：被试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某高校心理专业的博硕研究生，共随机抽取了 21 人。女生 15 人，

男生 6 人。

样本 2：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来自河北、内蒙古、广东三所高校的大学生，共发放问卷 42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40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其中男生 121 人，女生 287 人；大一 165 人，大二 54 人，

大三 41 人，大四 75 人，研究生及以上 73 人；理工类 132 人，文史类 245 人，艺术体育类 31 人；城镇

164 人，农村 244 人。

样本 3：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来自河北、内蒙古、广东三所高校的大学生，研究共发放问卷

410 份，收回有效问卷 40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其中男生 137 人，女生 270 人；大一 63 人，大二 94 人，

大三 75 人，大四 114 人，研究生及以上 61 人；理工类 180 人，文史类 165 人，艺术体育类 62 人。来

自城镇的有 151 人，来自农村的有 256 人。

样本 4：被试来自河北某高校愿意留下联系方式的学生，两周后对这些大学生继续进行测试。研究

共发放问卷 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6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其中男生 19 人，女生 47 人；大一 10 人，

大二 19 人，大三 14 人，大四 10 人，研究生及以上 13 人；理工类 28 人，文史类 31 人，艺术体育类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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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城镇的有 23 人，来自农村的有 43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单身态度量表

单身态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ATSS-9）由谭志生（Chee-Seng Tan）等人编制［5］。共 9 道题，

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每个维度 3 个条目，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无反向计分条目。征求原作者

授权同意后对单身态度量表进行修订。首先由数名心理专业的研究生，1 名博士生和外语学院的研究生老师

将该量表翻译成中文，形成量表初稿；然后请样本 1 中的学生对翻译的量表进行通俗度检验；最后由 1 位心

理学博士生和 1 位心理学讲师对 9 个题目进行内容效度的评价后形成中文单身态度量表的终稿。

2.2.2  生活满意度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 的中文版研究版本于 2002 年被曼塔克·袁（Mantak 

Yuen）等修订并翻译［28］。该问卷为单维结构，共 5 个项目，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无反向计分项目。

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84。

2.2.3  简式孤独感量表

简式孤独感量表（the short-form of the UCLA loneliness scale，ULS-8）由海斯（Hays）和迪马特奥

（DiMatteo）改编为简短版本［29］，陈维等人修订了中文版［30］。ULS-8 量表为单维结构，共 8 个项目，

采用 Likert 4 点计分，其中包括两个反向条目。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80。

2.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相关检验等；使用 AMOS 21.0 对数据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 Mplus 8.10 进行跨性别等值性检验。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使用样本 2 对量表中的各个项目进行题总相关分析，发现各项目的题总相关在 0.71 ～ 0.85 之间，

均大于 0.3 的题总相关标准，因此暂不删除任何一个项目，保持量表原有的 9 个项目。

3.2  结构效度的检验

3.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考 察 样 本 2 的 效 度 和 因 子 结 构， 结 果 显 示 KMO 值 为 0.925， 巴 特 利 特（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的

χ2=3147.00（p<0.001），数据能够进行因素分析。然后参照原量表的因子数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

3 个公因子，并使用 Pro-max 斜交旋转的方法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旋转后项目的共同度在 0.71 ～ 0.91

之间，结构矩阵中的项目载荷在 0.80 ～ 0.95 之间，由于每个项目在两个因子间的载荷量差值均大于 0.05，

因此不考虑删除任何一个项目。最后检验项目的因子归属情况，结果显示情感维度、行为维度和认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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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各占三个项目，与原量表结构一致，方差解释量分别为 67.3%、9.9%、6.1%。这三个维度总解释率为 

83.3%。详细的项目负荷和共同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

Table 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 in Chinese version

维度 项目内容 项目负荷 共同度

情感
当我单身的时候，我感到很快乐 0.93 0.86
我觉得单身很好 0.95 0.91
我觉得单身很舒服 0.95 0.91

行为
与建立一段恋爱关系相比，我更愿意致力于开创一份事业 0.80 0.71
当我单身的时候，我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0.86 0.80
我保持单身是为了有更多的私人空间 0.89 0.83

认知
我认为幸福的生活不需要通过谈恋爱来实现 0.90 0.83
谈恋爱并不重要 0.92 0.84
我认为即使没有恋爱伴侣，我的生活也是完整的 0.90 0.81

3.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 AMOS 21.0，按照探索性的量表因子结构对样本 3 中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结果显

示，χ2/df=2.9，GFI=0.97，CFI=0.99，TLI=0.98，IFI=0.99，RMSEA=0.07。其中，情感维度中各项目载

荷在 0.88 ～ 0.96（p<0.01）之间；行为维度中各项目载荷在 0.76 ～ 0.82（p<0.01）之间；认知维度中各

项目的载荷在 0.82 ～ 0.87（p<0.01）之间。

3.3  外部效度和聚敛效度的检验

首先测量数据外部效度，使用生活满意度问卷（SWLS）、简式孤独感问卷（ULS-8）进行校标关

联效度检验。根据相关分析结果，ATSS 得分与 SWLS 得分呈正相关（r=0.38，p<0.01）；ATSS 得分与

USL-8 得分呈负相关（r=-0.13，p<0.05）。具体维度的得分与校标问卷得分的相关如表 2 所示。然后采

用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进行聚敛效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情感维度的 CR 值为 0.95，

AVE 值为 0.87；行为维度的 CR 值为 0.84，AVE 值为 0.63；认知维度的 CR 值为 0.86，AVE 值为 0.67；

量表整体的 CR 值为 0.88，AVE 值为 0.72。

表 2  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检验

Table 2 Criterion correlation validity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 in Chinese version

M±SD 情感 行为 认知 单身态度 孤独感 生活满意度
情感 4.92±1.52 1
行为 4.95±1.46 0.74** 1
认知 4.18±1.65 0.67** 0.70** 1

单身态度 4.68±1.38 0.89** 0.90** 0.89** 1
孤独感 2.30±0.56 -0.18** -0.11* -0.06 -0.13** 1

生活满意度 3.68±1.26 0.31** 0.34** 0.36** 0.38** -0.34** 1

注：*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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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度检验

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82 ～ 0.95 之间；分半信度在 0.65 ～ 0.91 之间，重测

信度在 0.55 ～ 0.68（p<0.01）之间。详细内容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的信度分析表

Table 3 Reliability test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 in Chinese version

总量表 情感 行为 认知
Cronbach’s α 0.94 0.95 0.82 0.90

分半信度 0.75 0.91 0.65 0.78
重测信度 0.64** 0.55** 0.62** 0.68**

3.5  等值性检验

使用 Mplus 8.10，以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单组基线模型为基础，考察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的跨性别等

值性，分别采用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严格等值四个模型。测量等值结果表明 ATSS 三因素模型

在本研究中满足性别强等值（∆CFI<0.01），但严格等值并不满足，说明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在男女生中

有不同的测量误差。

表 4  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情况

Table 4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 in Chinese version

Model S-Bχ2 df CFI TLI RMSEA［90%］ SRMR ∆S-Bχ2 ∆CFI ∆TLI ∆RMSEA ∆SRMR
boy 35.093 24 0.988 0.982 0.058［0.000-0.097］ 0.034
girl 44.237 24 0.987 0.980 0.056［0.029-0.081］ 0.030

configural 79.652 48 0.987 0.981 0.057［0.034-0.097］ 0.031
weak 85.941 54 0.987 0.983 0.054［0.031-0.075］ 0.036 6.289 0.000 0.002 -0.003 0.005
strong 94.785 60 0.986 0.983 0.053［0.032-0.073］ 0.037 8.844 -0.001 0.000 -0.001 0.001
strict 151.283 69 0.967 0.965 0.077［0.060-0.093］ 0.042 56.498 -0.019 -0.019 0.024 0.005

4  讨论

本研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对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进行了修订，并考察其信度、效度和跨性别等值

性。首先，本研究采用了通俗度检验的方法，保证了量表翻译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本研究的项目分析

并没有删除题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其次，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修订

后的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共有 3 个因素，这与原量表高度保持一致［5］。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量表的三因子结构拟合指数均达到标准，这说明修订后的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的因子结构较为稳定，也

在测量学基础上表明该量表有较高的结构效度。最后，测量等值分析发现，三因素模型在本研究中满足

跨性别强等值，但严格等值并不满足，说明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在男女生之间具有不同的测量误差。

本研究的单身态度量表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单身态度越积极。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单身态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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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得分呈正相关，和简式孤独感量表得分呈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31，18］。一方面，与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表明对单身持积极态度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也感到满意；

另一方面，与孤独感的负相关说明了对单身持积极态度的个体可能体验到较低的孤独感，这与单身人士

长期保持着他们的友谊品质有关［15］。单身态度量表得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保

持单身［18］，但当前研究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对大部分人来说，单身只在他们生命的某个特定阶段会保

持一种理想状态，因为长期单身的个体可能会面临放弃生育，生存缺失等问题［17］，因此长期单身可能

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一定负担。了解当下人们的单身态度，有助于从心理层面探讨个体对自身关系状态的

看法，进一步揭示人们保持单身态度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建立亲密关系，为提高婚育意愿相关的建议和

对策提供基本条件。目前国内对于单身态度的研究较少，量化研究不足，尚缺乏研究单身态度测量工具，

本研究通过对单身态度量表的修订，为我国学者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单身态度提供了有效工具。但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以下几点：首先在当地背景下使用其他测量方法对单身态度量

表的因子结构进行反复验证，考察其不同文化的适用性；其次从幸福感［32］、单身恐惧［9］、自愿和非自

愿单身［10］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单身态度的有效性；再次有必要尝试将该量表的适用性扩展到其他年龄组；

最后，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对单身人士的特征，单身态度的成因，作为前因变量的影响和作为结果变量

的解释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中文版单身态度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来作为测量中国大

学生单身态度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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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bstract

Song Caiyi Qi Shisan Zeng Xiaoye A Richa

College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Abstract: To revise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ATSS)and test its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gender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 total of 881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vis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scale, and the 3-factor model of ATSS has acceptable construct validity . The 
score of this scal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Short-form of the UCLA Loneliness Scale. Both Cronbach’s coeffcients and 
retes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after 2 weeks of ATSS were in conformity with standards of the psychometrics. 
The 3-factor model satisfied the cross-gender strong equivalence, and had different measurement error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tool to 
test the attitude toward singlehood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The attitudes toward singleh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asurement 
invari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