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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发展，少数民族能否始终与“我们是中华民

族”保持更广泛的一致，这关系到民族地区能否长治久安以及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

标。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海南师范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与

文化适应、心理健康的现状，探讨国家认同与文化适应、心理健康的关系，以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国

家认同感的提升，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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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hether ethnic minorities can always maintain a broader agreement with “we are the Chinese nation” is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ethnic regions and the goal achievement of common struggle in un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aking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fro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vestigating the status quo of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nd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o a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a multi-ethnic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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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普遍发展过程中，认同危机

作为自我身份感丧失的一般表现，在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国家认同和民族

认同的发展，在民族、宗教意识和民族

利益诉求不断高涨下，少数民族能否始

终与“我们是中华民族”保持更广泛的

一致，这关系到民族地区能否长治久安

以及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目标。根据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的

经验，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大都面

临文化融合和民族认同的共同问题，加

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家间、各民

族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多民族国家面临

的民族认同问题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

为国家认同的弱化和对多重认同的不协

调、不统一、不和谐。而国家认同与民

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不能一

概而，国家认同会强化民族认同，同时

也会削弱民族认同。国外大量跨文化的

认同感研究已经证明了国家认同对文化

适应的影响，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

的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

家，各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

因素形成了影响国家认同潜在变量，少

数名族都存在文化融合问题，要想对我

国整体国家认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就

有必要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进行

更细化的研究，探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

对文化适应的作用机制。 

自海南省建自由贸易港以来，海南

省的少数民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

经济结构改变带来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心理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少数民族大学

是比较敏感的一群社会群体，与汉族大

学生相比较，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与文化文化忧患意识较强。当少数民族

大学生自身的环境发生改变时，其国家

认同也随之受到影响，将面临国家的对

比、策略的选择以及心理的调整,如若调

适不当容易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经文献

查阅发现，从内容上众多的学者要么以

国家认同为核心，要么以民族认同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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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极少有对两者关系同时进行研究的；

从地域上看极少涉及海南省少数民族

的。因此，有必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

家认同与文化适应、心理健康关系研究。

故本研究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与文化适应、心理健康关系可以进一步

填补国内国家认同在跨文化和心理健康

领域研究上的空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内在心理状态，

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感提升。

以求更全面的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

家认同相关因素，对于国家今后制定民

族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

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

的良好心理适应,加强高校在跨文化背

景中的心理健康服务与管理提供参考依

据，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融合，加

强其自身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具有

重要实践意义。 

1 研究方法与对象 

1.1对象 

本研究所设计的具体施测对象分别

为海南师范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同时

随机抽样与目标抽样结合，考虑学性别、

专业、年级等因素，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问卷291份，删除无效问卷6份，

后剩余用于统计学分析的问卷285份，问

卷有效率为95.0%。   

1.2研究工具 

1.2.1国家认同问卷。主要评估

11-25岁的国家认同状况问卷，包括24

个项目。国家认同问卷的CronbachⅡ系

数为0.9172，问卷总共包括两个维度消

极的国家认同和积极的国家认同。考虑

到该问卷理论维度较为合理，信效度较

好，使用较为普遍，因此选择其作为研

究国家认同工具。 

1.2.2文化适应问卷。问卷包括主流

文化适应和母体文化适应两个维度，问

卷采用李克特六点计分，保证每一个维

度至少有一个反向计分项目。文化适应

问卷的CronbachQ系数为0.9021，从对文

化适应问卷所做的信度检验结果来看，

信度系数的结果与研究者的 初构想相

吻合。 

1.2.3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问

卷共由个维度个题目组成，本研究对该

问卷的总量表和九个分量表分别，内部

一致性检验,问卷的CronbachQ系数为

0.948。问卷包括为躯体化、自尊、孤

独、目标感、疲劳、抑郁、睡眠、焦

虑、强迫九个维度，均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 

1.3研究程序                 

施测时将《国家认同问卷》、《文化

适应问卷》和《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问

卷》同时发放，施测时告诉被试匿名作

答。作答时室内保持安静，在回收问卷

前提醒被试检查有无漏选或错选现象。

本研究所有数据的整理、输入和统计分

析均由研究者本人完成。 

2 结果 

2.1现状研究 

2.1.1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 

表1 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描述统计 

大值 小值 平均数

消极国家认同 1 4.75 1.73

积极国家认同 1.50 5.00 4.30
 

由表1可知，少数民族大学生消极国

家认同平均数为1.73，在“非常不确定”

与“不一致”之间；而积极国家认同在

4.30，在“符合”至“非常符合”之间。

因此，总的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总体表

现出积极的国家认同态度。 

2.1.2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现状 

表2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描述统计 

大值 小值 平均数

母体文化适应 1.50 5.00 4.10

主流文化适应 1.00 5.00 3.37
 

根据表2得知，母体文化适应的平均

分为4.10，主流文化适应的平均分为

3.37。母体文化适应和主流文化适应的

平均分都高于平均数（中位数），表明少

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都比较高，其

群体都比较适应中华民族文化。 

2.1.3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

现状 

从表3可知，少数民族大学生总体心

理健康状况良好，其得分范围在“符合”

之间。根据量表统计可知，分数越高代

表心理健康越严重；分数越低代表心理

健康良好。在维度方面目标感 好，焦

虑和疲劳 严重。 

表3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描述统计 

大值 小值 平均数

躯体化 1.00 5.00 2.02

自尊 0.88 5.00 2.28

抑郁 1.00 4.86 2.74

目标感 1.00 5.00 2.20

孤独 0.86 4.86 2.29

睡眠 1.00 5.00 2.33

焦虑 1.00 5.00 2.60

疲劳 1.00 5.00 2.88

强迫 1.00 5.00 2.40

心理健康总分 1.00 4.63 2.39
 

2.2少数民族大学国家认同与文化

适应、心理健康的关系 

表4  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与化适

应、心理健康的关系矩阵 

母体文化适应 主流文化适应 心理健康总分

消极国家认同 -0.45*** 0.17** 0.32***

积极国家认同 0.67*** 0.26*** -0.21***  

将民族认同的两个因子的得分与文

化适应的两个因子的得分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母体文化适应与消极的民

族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积极

的民族认同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主流文

化适应与积极的民族认同和消极的民族

认同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将民族

认同的两个因子的得分与心理健康的总

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积极的民

族认同和心理健康总量表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消极的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3 讨论 

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国家认

同态度,既能够积极地肯定和认同自己

的少数民族身份，也能积极地肯定和认

同中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体。这

个结果与本研究当初的设想相一致。当

代少数民族大学生更是生在中国的土地

上、长在五星红旗下，从小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享受

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自己是中华民族的

一员”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己根深蒂

固。因此他们能够积极的认同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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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体。因此在国

家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的实施下，少数民

族大学生仅更加的认同了自己的国家和

民族身份，而且极大的认同了其作为中

华民族一份子的身份，也即其对中华民

族的认同感的增强。因此，少数民族大

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感较强。本

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少数民族大

学生的母体文化适应和主流文化适应的

水平都很高。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

就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保持和发扬传统

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学习以汉族文化为主

的主流文化,如汉语言、中国的历史、传

统习俗等,以便以后更好的适应大学、社

会、以汉文化为主的生活环境。因此，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主流文化和母体文化

的适应程度都较高。 

对本国家的语言、文化传统等积极

主动地适应和认同的个体能够乐观、自

豪地看待自己的民族，因此“母体文化

适应”与“消极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

负相关。而积极的国家认同是站在国家

层面，与国家的一致性的统一的态度，

包括了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母体文化适

应和主流文化适应对积极的国家认同都

有直接的正影响。也就是说，对两种文

化都越适应所体现出来的国家认同态度

越积极。积极的国家认同与消极的国家

认同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对待自己国家身

份的态度上。前者是主动的、积极的、

自觉的，而后者则是被动的、消极的、

不自觉的，虽然不情愿，但又是无可奈

何的。即便是持有消极的国家认同态度

的个体对自己的国家也是有感情的。一

个具有自卑感的国家成员可能性或耻于

谈论自己的国家个人身份，但若遇到其

他族成员侮蔑自己的国家时，也会强烈

地戳伤到他的自尊心。只是，与积极国

家认同相比，消极认同所具有的感情依

附要隐晦得多、脆弱得多,它不愿轻易表

露却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具有消极民

族认同态度的成员极易出现心理问题。

本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即消极的

国家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直接显著的

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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