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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出现了

较大的分化。大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通过对南江大学的

大学生开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全面、准确地掌握了当前大学生国家认同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

基础上,利用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了部分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原因及其背后的社会文

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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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s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in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different groups.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cha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By conducting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at Nanjiang University, 

we have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grasped the current national identity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his basis, using data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e reasons for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som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ogic behind it were analyzed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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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全球化进程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民众的

国家认同感与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息息相关。全球化犹如一股

不可阻挡的潮流,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

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

域内逐步推进、动态的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众的国家认同

感随着外来影响因素的干预不断下降,而在这其中,大学生作为

最先接触高等教育与活跃的年轻学子,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

影响,造成国家认同感下降。所以,开展当前大学生群体的国家

认同感的调查,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掌握当前大学生国家

认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来准确分析各类可能的影响因素。本研

究将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展调查,通过

对浙江南江大学的部分学生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资料收集

等实地调查方法来收集充实的第一手数据与资料。根据文、理

科学生的分布情况,在南江大学随机抽取4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其中回收有效问卷388份。 

1 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现状及问题 

1.1总体情况描述 

开展国家认同的定量分析,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来进

行。问卷调查是一种以自填问卷或结构访问的方法,系统、直接

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中收集量化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

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方法。根据文、理分科

的分布共发放4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88份。问卷调查中,

除了一些基本信息之外,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共为6题。具体内

容如下：E1.当别人批评中国人的时候,我觉得像在批评自己；

E2.我经常因国家现存的一些问题而感到丢脸；E3.我经常为国

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E4.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

国人；E5.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有机会离开,我也会留在

中国；E6.当他人做出有损国家荣誉的行为,我会表示抗议。并

设置相应的答案为：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

符合、说不清。 

根据回收问卷的数据,做了相应的数据统计,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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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浙江南江大学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现状呈现 

题目 完全不符合 不太符合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说不清

E1 5.93% 15.46% 47.16% 27.32% 4.12%

E2 7.47% 36.34% 37.11% 14.69% 4.38%

E3 3.87% 2.58% 36.60% 54.12% 2.84%

E4 3.87% 4.38% 31.44% 54.90% 5.41%

E5 3.87% 10.57% 35.82% 40.98% 8.76%

E6 3.35% 1.80% 39.43% 51.80% 3.61%

 

根据上述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当前大部分大学生具有较

高的国家认同感,但仍有一定比例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较低。然

而,针对这部分国家认同感较低的大学生群体需要引起高度重

视,如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与教育,可能会出现损害国家形象与利

益的行为,甚至还有可能带动其他大学生转变国家认同观,出现

国家认同危机等局面。 

1.2典型案例分析 

与问卷调查不同,个案研究更侧重于一些微观层面问题的

描述与呈现。个案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

究来达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而不是达到一个总体的认识。根

据对南江大学8名大学生的深度访谈,利用访谈资料来进一步掌

握部分大学生国家认同感低的情况,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与后

果。在此,通过对访谈过程中涉及到的一个个案进行描述,有助

于开展后续的研究。 

张柔,女,南江大学大四学生。某天早上在动漫微信群里,

有两个人在聊时事的时候,张柔突然说了一些侮辱某国家领导

人和损害国家形象的话,但她本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

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五天后的凌晨,被当地派出所带去口头传唤,

张柔才意识到相应的问题。经过派出所的仔细调查和本着对学

生“教育为本”的理念,对张柔批评教育了一番,最后通知张柔

所在学院相关老师将其送回学校。 

通过对上述个案的分析,发现当前大学生出现国家认同问

题的直接原因包括：一是,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技术提供了表达言

论的一种外在环境。部分大学生认为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言论

是不受限制的,可以畅所欲言,甚至表达自己对党、国家等的不

满情绪和出现有辱国家的言论。这是一种对网络法律法规认识

不到位以及自身国家认同感低的表现。二是,网络环境下各类群

体组织的影响。网络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并不是面对面的接触,

通过一些趣缘、业缘、地缘等联系,形成了一些亚群体与组织,

并容易产生一些群体的亚文化。这类亚文化容易对群体内的成

员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三是,各种外来文化通过网络传播途径影

响大学生群体。当前西方文化日益渗透进大学生群体,网络成为

西方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大部分大学生面对西方文化并不能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理性地分析,而是容易受到一些西方政

治思想、消费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影响,进而降低对中国文化的认

同感。 

2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低的原因阐释 

2.1家庭环境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培养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有着直接联系。从个

体的成长历程来看,家庭环境始终都是对个体的心智发育有着

重要影响。一些在不良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在成年之

后会因为儿童时期所遭受的心理疾病而出现差异性的言行。有

可能出现损害他人、民族甚至国家利益的言行出现。例如,家庭

中父母离异造成对儿童个体心理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导致今

后个体心理上存在问题,出现一些违法违规的言行,或者受家庭

关系紧张的影响,部分个体心理出现变化,对自身言行造成一些

负面影响,等等。 

从个案访谈资料中,可以发现家庭环境的变化与家庭关系

的影响,有可能造成个体人格和价值观的改变。这种个性的改变,

将会导致个体难以融入到主流文化中去,并出现一些差异性的

言行。进而,有可能会因此做出一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遭到社会的排斥,更有甚者,会因此陷入恶性循环难以保持正确

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来面对现实社会生活。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分析,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按照

“家庭-社会-国家”的谱系来分析,只有实现了家庭关系的认同

才有可能出现认同国家的意识,否则,国家认同感因为缺乏相应

的社会基础而难以存在。考虑到这一方面,对一些大学生个体国

家认同感低的表现,需要结合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等方面来进行

深入研究,理解父母关系、家庭状况、代际关系变化等对个体成

长所带来的影响。 

2.2学校教育的缺失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方面的关注。当

前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些

成效,但是在国家认同感培养方面仍然显得不足。首先,从教学

理念上来看,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以学生为本位,而

是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缺乏对大学

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培养,流于一些形式上的宣传与

教育,实际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其次,从教育内容上来看,当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比较单一,定位不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涵盖的范围很广泛,把一些道德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

等内容都纳入其中,但整体教育过程中缺乏一条主线,显得教育

内容杂乱无章、空洞无味。再次,教育方式僵化,缺乏灵活性。 

根据南江大学一位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师的访

谈,可以具体地了解当前高校在大学生国家认同方面的教育情

况。“现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直接有关国家认同、国家

荣誉方面的教学内容,没有设置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相关方面的

内容。同时,从学校层面来看,学校在国家认同方面缺少一些正

面的引导,一味地注重防范与被动的应对。只重视一些口头上的

说教,难以深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实践活动的参与可能效果会

更好。(20221022-NJDX-ZLS) 

2.3现代文化的侵袭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外来文化容易通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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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传播途径来影响大学生群体,同时,大学生自身的文化自信意

识并不强,难以对文化认同做出准确的判断。在各种不同性质的

文化信息、文化现象广泛并存,彼此间不断产生冲突与摩擦,使

得民族文化、地方文化面临着断裂的危险。西方国家由于先发

展的优势,通过先进技术、经济手段、文化宣传等方式大量输出

自身的文化产品与文化理念,进而不断影响发展中国家与落后

国家民众的价值观。这些外来文化产品往往裹挟着西方文化中

有关“自由、民主、平等”等带有西方国家政治色彩的标识。 

3 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径构建 

3.1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促进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第一,转变教育理念。结合当前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和现代社

会的形势,树立正确、合理的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理念。确立

“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指导当前大学生国家认同思想政

治教育的指挥棒,把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的知识需求作为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 

第二,丰富教育内容。一是需要设立一些专门的章节来论述

国家认同的内容,充分体现出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性。二

是完善相应的教学内容设置,通过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的变化,充

分实现当前国家认同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更好的衔接,体

现出国家认同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的部分与整体

的关系。三是结合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和社会形势,促使国家认

同教育具有地方性、民族性与时效性,实现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与时俱进。 

3.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增加大学生的文化

自信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学生作为青年人的代表,有责任也有义

务担负起兴盛民族、兴盛国家的重任。 

首先,需要立足于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

豪感,把自身的人生奋斗目标与国家发展、民族兴旺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通过自身的努力拼搏与奋斗来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

也能为民族与国家的不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是实现大学生文化自

信的基础。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断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与

民族精神,通过多样化的手段与方式来宣传各类民族思想文化,

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水平。需要大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

中多接触、多学习各类民族文化,激发自身的兴趣去探寻民族文

化所具有的内涵与价值。 

再次,需要在强大的民族文化自信基础上强化大学生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强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识,利用学校教育、社会实践、知识应用等方式来引导大学生

了解与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转化为自身的人生观、价

值观的指导原则。 

3.3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传播平台,强化大学生认同实践 

实践认同是体现国家认同感高低的最终衡量标准。在形成

国家认同之前,大学生首先需要从思想上和文化上予以认同,并

进而转化为行为上的认同,最终达到国家认同的目标。随着现代

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类思想与文化通过网络平台影响着每

一个个体,网络技术同样也可以成为传播国家认同思想的重要

途径。利用网络技术手段,把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传递给广大的大学生群体,并积极引导

大学生在网络世界中的认同实践,通过网络平台来弘扬一些典

型人物、优秀榜样、模范事件等正面力量来强化大学生的自我

认同感。 

4 小结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的人民

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和国家意识时,他们将更加团结一

致,为国家的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因此,构建国家认同教育路径,

建立和强化国家认同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繁荣富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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