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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关量数

一、概述

（一）相关分类

1.正相关

一列变量变动时，另一变量同时发生或大或小的相同方向的变动。

2.负相关

一列变量变动时，另一变量同时发生或大或小的相反方向的变动。

3.零相关

一列变量变动时， 另一变量做无规律的变动。

（二）相关系数

相关关系强度的指标。作为样本统计量时用 r表示，作为总体参数时一般用ρ表示。 它

是和平均数、标准差一样应用广泛的统计量。

1.特点

（1）取值范围是[-1，1]，这里讲的相关是线性相关。当然，即使是线性相关为 0时，

仍可能存在曲线相关。

（2）正负号表示相关的方向，正值表正相关，负值表负相关。其中，r =+1，完全正相

关；r =-1,完全负相关；r=0，零相关，即不存在线性相关。

（3）相关系数的取值的大小表示相关的强弱程度，正负号仅意味着方向。相关系数的

绝对值接近 1，相关程度越密切；绝对值接近 0，关系越不密切。

2.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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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相关关系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原因：①无法找到两个变量相互影响的方向；

②无法排除由于存在第三个变量同时引起了这两个变量的变化，即伪相关。

（2）相关系数 r是一个比值，不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3）r值受到样本量的影响。

（4）在纯理论研究中，即使是很小的相关，若在统计上有显著性，也能说明心理规律。

3.应用

0≤|r|<0.2时，可能没有相关；0.2≤|r|<0.4时，弱相关；0.4≤|r|<0.6,中等程度相关；0.6≤|r|<0.8

时，强相关；0.8≤|r|<1时，非常强的相关；|r|=1 时，完全相关。

（三）相关的应用

1.预测：已知两个变量以某种系统方式相关联，就可以用其中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做

精确的预测。

2.效度：可以用相关来计算效度。

3.信度：相关可以测验信度，信度高时，两个测量的相关是高度正相关。

4.理论验证：理论的预测可以由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来检验。

（四）散点图

散点图是用圆点多少和分布疏密来表示两个变量的相关程度的统计图。

1.若所有散点呈直线，直线呈左低右高为完全正相关，形状右低左高为完全负相关。

2.若所有散点呈椭圆状，则说明两变量之间为线性相关，形状左低右高为正相关，形状

右低左高为负相关；若所有散点呈圆形，就为零相关或弱相关。

二、具体方法

（一）积差相关

积差相关也就是 Pearson相关，又称为积矩相关，是计算相关的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

1.适用范围

（1）数据要成对出现，即若干个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两种不同的观测值，并且每对数据

与其他对子相互独立。（一个人的数学和语文成绩）

（2）两列变量各自总体的分布都是正态的，至少接近正态。

（3）两个相关的变量是连续变量，即两列数据都是测量数据。

（4）两列变量之间的关系应是线性的。

2.离差积和（SP）

（1）定义式

（2）计算式

3.积差相关的计算

（1）基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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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原始数据

（3）使用标准分数

（4）其他

①差法公式

②合并

（二）等级相关

1.斯皮尔曼等级相关

是等级相关的一种，又称斯皮尔曼ρ系数，常用符号 rR或 rS表示。

（1）适用范围

①只有两列变量，变量为顺序型数据或称名数据；

②两列变量之间的关系应是线性的；

③当研究考察的变量的总体分布非正态时。

（2）计算

①等级差数法

②存在相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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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肯德尔等级相关

包括适合两列等级变量的交错系数和相容系数，也包括适合多列变量的肯德尔W系数

和 U系数，这里主要介绍后一种:

（1）肯德尔W系数

又称肯德尔和谐系数，原始数据资料的获得一般采用等级评定法，即让 K个被试对 N

件事物进行等级评定，或者让 1个被试先后 K次评价 N件事物。

其原理是W为评价者评价的一致性除以最大变异的可能性。

（1）肯德尔W系数

（2）肯德尔 U系数

等级相关的适用范围较积差相关的大，又对总体分布不做要求。但其精确度要差于积差

相关，因此凡是符合积差相关的资料，都不用等级相关计算。

（三）质与量相关

当需要计算相关的两列变量一列是按性质划分的类别（即二分变量），而另一列是等距

或等比数据时使用。

二分变量又分为真正二分变量和人为二分变量。其中，真正二分变量又称为离散型二分

变量或二分称名变量。

1.点二列相关

适用于一列数据为真正二分变量，另一列数据为等距或等比数据。

2.二列相关

适用于两列变量都是正态等距或等比变量，但其中一列变量被人为地分成两类。即适用

于一列数据为人为二分变量， 另一列数据为等距或等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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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者区别

主要区别是二分变量是否为正态分布，选用这两种方法的总原则是：

（1）若对数据分布形态是否为正态分布不明确，那么不论数据是真正二分变量还是人

为二分变量，都使用点二列相关。

（2）若确认数据分布形态为正态分布，都应用二列相关。

4.多列相关

一列为等距或等比的测量数据，一列为被人为划分为多种类别的数据（如学习成绩划分

为优、良、中、差）。

（四）品质相关

主要用于表示 R×C（行×列）表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品质相关处理的数据类型

一般都是计数数据，而非测量性数据。

1.四分相关

适用于两个变量都是连续变量，且每一个变量的变化都被人为地分为两种类型，即两个

变量都是人为二分变量。

2.φ系数

适用于两变量都是真正二分变量，但是除四分相关之外的四格表（计数）资料都可以使

用此方法计算相关外，它还是表示两变量两项分类资料相关程度的最常用的一种相关系数。

3.联列表相关

又称均方相依系数、接触系数等，一般用 C表示，由二因素的 R×C列联表资料求得。

三、选用

先确定两列变量类型，在选择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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