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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来自不同家庭及不同就读学校的 26 名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深度访谈信息，本研究

考察了他们文化认同的发展变化、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以期对他们的适应和发展提供帮助和指导。本研究

的假设是，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不断地协调和平衡，实现了文化认同的整合状态。研究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并进一步发现，第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动态、变化和灵活的过程，体现出层次性、差异性和情境性

等特征。第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他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中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是

自我对环境的有效应答，是自我适应和发展的良好契机。第三，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文化认同并

不是影响他们适应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学业、人际交往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因素比文化认同更为重要。基于

以上结果，本研究认为，应着力解决与少数民族大学生息息相关的各种成长和发展问题，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

经验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认同理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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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文化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它能创造敬畏

情感和世界和平。文化也是一种潜在的心理力

量，它能提供独特而神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

使个体有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因此，文

化影响着个体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个体的适应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几乎所有

的个体都要经历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文化

适应是指个体的价值观、态度等心理和行为的变

化从而对新环境进行适应的过程。［1］早期的单维

模型表明，个体对一种文化的适应就会对另一种

文化不适应。而文化适应的目的就是大家都说同

一种语言并持有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近

年来大量的研究都表明，理解文化适应应该从两

个独立的维度展开: 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之

外的文化。［2］因此，双维模型对文化适应的理解

更为有效，即对本民族文化的适应并不会导致对

其他文化的不适应，二者是独立的。这就需要个

体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传承本民族文化有价值

吗? 第二，学习和掌握其他文化有意义吗? 对此，

约翰·贝理( John W． Berry) 提出了四种可能的答

案: 整合( 对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很适应) 、
同化( 适应主流文化而不适应本民族文化) 、分离

( 不适应主流文化而适应本民族文化) 和边缘化

—721—

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20.03.021



( 对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不适应) 。这四种

答案表明了个体在文化适应中所持的不同态度及

采用的不同策略。［1］

文化认同是以文化的意义对个体所采取文化

适应策略的一种有效表达，它是个体在文化适应

中的一个核心成分。［3］具体来说，文化认同是个

体将自己归入某种文化群体的心理趋向，它体现

着文化价值的整合。因为不同的文化会给个体提

供大量的、潜在的和不同的生活轨迹，所以文化认

同的发展模式绝不是单方向和单维度的，它一定

是多方向和多维度的。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

文化认同是个体在不同的情境和群体中进行文化

观念、态度的决策和自我定位，最终形成社会适应

的过程。［4］基于这种意义，文化认同或许是社会

认同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此，和文化认同相

关的心理和行为都是令世界各国研究者感兴趣的

话题，并越来越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重视。
在世界范围内，多数文化认同的研究只关注

了移民群体，而忽略了某一国家内少数民族群体

的文化认同问题。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在世界范

围内还是在我国国内，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

都受到了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青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文化认同会在

青年人的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一方面，他们要传承

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要融入并适应现代社

会发展的大潮，实现自我理想和自我价值。从心

理学的视角来看，对不同文化的适应会造成个体

在认同方面的困惑。杰弗瑞·阿奈特( Jeffrey J．
Arnett) 指出，在全球化影响下，面对不同的文化，

青年人的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会面临非常大的挑

战，几乎所有的改变都体现在他们不断发展的自

我之中。［5］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生活着 56 个民族，是我国民

族成分最全的省级行政区之一。本研究选取新疆

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考察他们在文化适应中文化

认同的变化性、动态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而这些

都是个体文化认同整合的重要特征。本研究的目

的是更清晰地阐明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中，少数民

族群体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从而为更好地理解

个体文化认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提供有效信息，

进而为指导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适应和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

查尔斯·布莱克尼( Charles D． Blakeney ) 等

学者认为，在文化认同的研究方法中，个案研究可

能缺乏广度，量化研究可能缺乏深度，在获取动态

信息方面会显得效力不够。［6］因此本研究选用了

西蒙·欧兹尔( Simon Ozer) 等推荐的质性研究方

法，因为它能让研究者对文化认同的变化过程有

一种更为细致的理解。［7］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个

体文化认同的变化过程以及个体独有的文化认同

体验是如何对他们和谐的文化认同产生影响的。
本研究的假设是，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不断地协

调、平衡，最终实现了文化认同的整合状态，尽管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二、研究方法

( 一) 被试

本研究的受访对象是来自乌鲁木齐、喀什、伊
宁和北京等地高校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

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大学生，他们的年龄在 18—25
岁。来自乌鲁木齐的受访者主要是研究者的学

生。由研究者亲自到班级说明本研究的意义和目

的并承诺保密访谈结果。而来自喀什、伊宁和北

京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被试是通过和受访学校的相

关老师进行联系后确定的。在获取自愿参加研究

的学生名单后，研究者尽量考虑这些学生的年龄、
家庭所在地、性别以及国家通用语言的熟练程度

等因素，力图使被研究者的特征呈分散性分布，以

扩大变异量。本研究共访谈了 26 位少数民族大

学生，其中男生 12 名、女生 14 名，维吾尔族 12
名、哈萨克族 5 名、回族 5 名、蒙古族 4 名，基本资

料如表 1 所示。
( 二) 研究程序

通过日常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接触，观察他

们的学习生活等状况，本研究的访谈问题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化适应过程中，少数民族

大学生对不同文化元素的认知态度和变化过程。
第二，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因素。

在进行正式访谈前，研究者与研究助理对访

谈问题的可行性进行讨论，并对一些少数民族大

学生做了预访谈，来灵活调整访谈问题。根据预

访谈的结果，第一，本研究以单独访谈的形式进

行，以确保被研究者能诚实作答; 第二，访谈以半

结构访谈为主，以应对不同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

文化认同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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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与访谈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民族 年级 家庭所在地 学校所在地

M 1 男 维吾尔族 1 吐鲁番 乌鲁木齐

M 2 男 回族 1 昌吉 乌鲁木齐

M 3 男 回族 2 昌吉 乌鲁木齐

M 4 男 维吾尔族 3 喀什 乌鲁木齐

M 5 男 维吾尔族 3 喀什 乌鲁木齐

M 6 男 哈萨克族 2 哈密 乌鲁木齐

M 7 男 哈萨克族 2 哈密 北京

M 8 男 哈萨克族 3 昌吉 北京

M 9 男 维吾尔族 2 喀什 乌鲁木齐

M 10 男 维吾尔族 2 阿克苏 乌鲁木齐

M 11 男 维吾尔族 3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M 12 男 蒙古族 3 库尔勒 乌鲁木齐

F 13 女 蒙古族 4 库尔勒 乌鲁木齐

F 14 女 蒙古族 4 博乐 乌鲁木齐

F 15 女 维吾尔族 1 阿图什 伊宁

F 16 女 维吾尔族 1 喀什 喀什

F 17 女 蒙古族 2 博乐 喀什

F 18 女 哈萨克族 2 昌吉 北京

F 19 女 维吾尔族 2 喀什 北京

F 20 女 哈萨克族 2 乌鲁木齐 北京

F 21 女 维吾尔族 2 乌鲁木齐 北京

F 22 女 回族 3 昌吉 喀什

F 23 女 维吾尔族 3 和田 喀什

F 24 女 维吾尔族 4 吐鲁番 伊宁

F 25 女 回族 4 乌鲁木齐 伊宁

F 26 女 回族 4 昌吉 伊宁

在访谈前，研究者会花费 5 分钟再次解释

研究的目 的、意 义 及 研 究 的 匿 名 性、保 密 性 和

自愿性。此外，在征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同意

后，研究者对他们的访谈进行了录音。访谈在

单独的办公室进行。在访谈过程中，按照访谈

提纲的每个题目逐一进行提问，尽量不打断被

试的谈话，但每个研究问题中的主题可以根据

实际过程的发展而变化，以便获取更丰富的信

息。如果学 生 没 有 进 一 步 解 释，可 以 适 当 追

问，使问题明晰化。
访谈通常进行的时间为 1. 5－3 小时。在访

谈结束后，请学生发表对本研究的建议和看法，研

究者赠送被访谈者一套笔记本和笔作为礼物。在

每次访谈结束后，由研究者亲自对访谈记录进行

转录，并亲自对转录文字进行分析。下文中的楷

体字为研究对象的原始表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和典型性，括号内为研究对象的编号。

三、研究结果

( 一) 文化认同中的体验与特征

大学校园既是文化传统性的继承地，也是文

化现代性的传播地。进入大学学习，置身不同于

家庭的一个新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既体验着

新鲜感和兴奋感，也体会到了一些焦虑和不安。
这种心理历程不是文化适应所带来的特殊现象，

而是当代所有大学生都要经历的普遍体验。
第一，参与研究的所有大学生都认为，既要传

承本民族文化，又要融入中华文化，两者并不矛

盾。多数同学也都能以包容、开放的态度看待各

种文化。
“都要学，各种文化都要学。”( M6，F17)

“哪种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民族中有

些迷信，在农村特别多，要讲，真讲不完，也讲不清

楚。他们在干什么，不知道。应该把那些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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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都淘汰掉，没有用。但我们民族文化中也有

很多很好的元素，我们应该去发扬，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 M1)

第二，90%的参与研究的学生都认为，个人的

良好发展就是要学习不同文化中先进的思想理念

和科学技术，调整好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提高自己

在社会生活中的竞争力。
“上大学后才发现，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

觉时间都不够用。只要有利于个人发展的，都要

学。”( M8)

“我想学服装设计，出国学，然后回国，把国

内的女孩子打扮得更美、更漂亮( 笑) 。”( F20)

第三，所有的学生都认为，目前我国的国家通

用语言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不可替代的最

为庞大、最为重要的知识与信息来源，而良好运用

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是个体在文化适应中提高应

变能力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有利途径，这与我国学

者的观点是一致的。［8］

“上大学后，老师上课都用国家通用语言，有

的时候 专 业 词 汇 听 不 懂，很 着 急，压 力 很 大。”
( M12)

“我们班全国各地的同学都有。所以，我就

特别希望自己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再好一点。因为

有的时候他们说谚语、俚语什么的，听不太懂，不

好理解。有时自己又有一些好的想法，但说不清

楚，特别着急。”( F19)

在与不同的个体接触交流后，在经历过不同

的生活事件后，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会整合不同

的文化元素，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也会在这个过

程中出现焦虑、抑郁等消极的情绪体验。
( 二) 文化认同中的主动选择

在西方背景下，移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

家，他们置身一个不同于本民族文化的生活环境

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移民的文化适应和文化认

同可能具有一定的强迫性。然而，对于生活在同

一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个体的文化适应

和文化认同就体现出一定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

性是主动自愿的过程，尽管它并不平坦、顺利。
首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动选择体现在交

友和就业等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尽管都是同一个民族，但不同地方的风俗

习惯还是有差异的。我家是 X 市的，我妈妈就让

我找个本地的女孩谈恋爱，结婚。这样也不至于

在礼节上或者今后的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冲突和

麻烦。但我现在的女朋友不是 X 市的，我很喜欢

她，不 能 因 为 地 方 不 一 样，就 和 她 分 手 吧?”
( M11)

“毕业后，我想回家工作。虽然大城市有很

多好处，但生活节奏太快，生活成本太高，而我们

家( 乡) 更安静、更干净，回去( 工作) 我也能更好

地照顾父母。”( F21)

其次，从访谈的结果中也可以发现，有的学生

表达出了主动选择要面临的挑战: 在不同的价值

观及行为方式方面的选择以及如何将这些差别进

行有效协调。多数学生都认为，细致的观察和深

刻的反思是进行合理选择并有效解决困惑的重要

手段。本研究发现，灵活性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学

生进行文化整合的重要特征，因为所有的少数民

族大学生都会去接受对自己有利的文化因素，而

忽略或者放弃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文化因素。
( 三) 文化认同中的社会影响和制约因素

父母、同伴以及不同的社会限制都会对个体

的文化认同产生影响，个体内在的声音就是对这

些外在因素的不同应答。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要

平衡来自家庭限制和自我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

面，他们离开家乡，接受高等教育，更好地自我实

现; 另一方面，他们不同于传统的想法和行为又会

被父母批评，有时甚至会被贴上“忘本”的标签。
父母通常是本民族文化的代言人，体现并代

表了本民族深厚而广泛的文化背景。他们和孩子

之间组成了一种较为规范并具有传递性的家庭微

型文化，而这些正是少数民族大学生要成为他们

所属文化成员需要学习的内容。因为担心本民族

文化会在孩子身上逐渐消失，一些少数民族父母

会利用各种机会给孩子讲授本民族的礼仪、风俗

习惯，使孩子能自然而然地加深对本民族文化地

理解和掌握。
“我爸妈经常会给我们讲我们民族的风俗

啊，礼仪啊。每时每刻都在讲，无论是出门，进门，

吃饭，洗脸，只要有空，都讲。”( M5)

青年人和父母之间的代沟常常表现为权威性

和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这或许是少数民族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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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9］

“上大学之前，我不愿意和父母多交流，因为

我说一句话，他们就能说十句话。他们一句话就

顶我十句呢。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有了主见，说

上一两句，能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他们也很高

兴，觉得我长大了。”( F24)

可喜的是，本研究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父母通

过看电视、看新闻以及在子女教育、工作、恋爱等

问题上和邻居、朋友及同事多方面的交流，他们的

想法和教育观念也慢慢发生变化，他们也开始放

下权威，尊重孩子的选择，并从孩子的角度关注孩

子的发展。
同伴也是影响个体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同

伴在调节个体亲子关系的矛盾方面具有发展性意

义，他们是个体情感表达有力的社会支持。进入

大学后，在与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同伴进行交往

交流和合作后，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对各种生活事

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更为客观的评价。
此外，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将不同的文化因

素区分为思想和价值观等内在成分及饮食、服饰

和生活习惯等外在成分。这种区分事关个体在文

化认同中哪些因素更加容易改变，哪些因素不容

易发生变化。有学生认为，外在的东西很好改变，

但内在的东西就不容易发生变化或者变化起来有

困难。例如，个体出生、成长的不同环境是塑造其

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这种多年来形成的对人对

事的不同态度和思维方式相对于外显行为来说，

可能并不容易发生变化。

四、讨论

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变化过程能

够让我们深刻理解他们在文化适应中心理和行为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沉浸于不同的文化中，他们

经历了不同文化的对话，从而达到了心理上的和

谐和整合状态。
( 一)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体现出层

次性、差异性和情境性的特征

简·芬妮( Jean S．Phinney) 指出，个体的文化

认同主要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等三方面的内

容。［10］这些内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影响着文化

认同的形式和水平。本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

生的文化认同体现出层次性、差异性和情境性等

特征。
首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在认知、情

感和行为等方面可能并不统一。一些学生一方面

承认本民族文化中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

本民族深厚的情感。有的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有着

强烈的自豪感，但他们并不积极参与本民族的文

化活动。而有的学生虽然表现出遵循民族习俗的

外在行为，但对这些习俗并不认同。因此，在少数

民族大学生群体中，外显行为和内在的认知、情感

有可能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也有可能出现了一定

的分离。此外，不同文化中一些不匹配的因素，例

如，性别角色阻碍了个体文化认同的进程，让个体

体验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冲突和矛盾。本研究发

现，少数民族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受本民族文化

的影响更大，受到的限制也更多。
其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体现出较

大的群体差异和个体差异，这是家庭所在地、家庭

经济水平、父母教育观念和个体成长经历等多方

面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那些长期居住在少数民

族聚居区，受父母影响更大的个体主动选择的可

能性更小。他们通常会遵循本民族的风俗习惯，

并且和本民族的亲戚、朋友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

系。而那些生活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大学生，

他们主动选择的可能性会更大，他们在社会生活

中会灵活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和适应策略。因

此，民族文化不可能将同一民族内部所有的个体

都塑造成一模一样、毫无差别。当然，这种不一致

本身也有其存在的意义，也会同其他价值一样经

由文化适应而传递下去。
最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他们所处的情境和环境，即文化认同

具有非常强的“情境或者环境依赖性”。杨国枢

等认为，个体是在不同环境中进行适应和发展

的。［11］这些环境既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也包括

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国家。文化认同绝对不会发生

在真空中，它会随着个体所处环境或者情境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在家庭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会遵

循民族传统，参与相关的民族活动。在学校及一

些公共场合，他们会说国家通用语言，参加公共文

化活动，并按照相应的规范来调整自己的心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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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文化认同和谐或者矛盾的体验都是应对不

同环境和情境的结果和表现。本研究发现，在北

京学习生活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比在新疆学习生活

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的自由，同时也体

验到学业、人际交往和职业选择等方面更多的压

力。这主要是因为，离开家乡，到北京这样的国际

大都市学习生活使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处不同

的环境中，并接受不同领域的挑战，从而使他们面

临更多的不适应。
简而言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动

态、发展、变化和灵活的，是多层次、多维度、多样

性和多元化的，这和国外一些学者的结论是一致

的。［12］这些特征与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情境紧

紧交织在一起，并共同影响着他们文化认同的建

构和发展。本研究发现，家庭、学校、社区和城市

等不同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中的人和事都在发挥

着独具价值的作用。而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

的整合状态就体现在良好的教育、开放的观念、积
极的学习和保持最小的心理距离等方面。几乎所

有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有一定的社会能力和认知

能力参与不同文化的探索。然而，在达到和谐之

前，他们都会有一个对不同文化进行认同、再认同

的反复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他们对自我进行探

索、调节和接纳的过程。
( 二)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传统和

现代中的自我认同

个体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某种文化，而是有

选择地接受那些适合自我发展的文化因素。文化

认同就像一条通道，一方面控制着个体的心理与

行为，另一方面也在发展着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既是文化认同的产物，同时

也是文化认同的缔造者。文化认同以一种传统与

现代交错的形式进行转换，并有可能会融合成一

种新的理念，以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现代社会

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文化认同的整合是一种既能

满足自我的发展，同时又能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

理想状态。
本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所有的少数民族大

学生都能够自然地、灵活地和创造性地进行不同

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困难。
首先，这是因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文化荟萃、

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区，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交融，

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而个体就是在这

种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之中不断成长和发展的。
其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是现代青年人的文

化，是不同文化的变体。他们尝试性地将不同的

文化带到学校、社区以及大学就读城市，并对可能

出错的东西时刻保持警觉，从而适宜地调整自己

的行为。
当自我的发展和外在环境的要求不一致时，

他们会努力解决这些矛盾，从而达到一种良好的

整合状态，体现出积极的“自我认同”。本研究发

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双元文化自我”或者“多

元文化自我”已经形成，他们拥有了不同组合的

“自我”，他们对传统的接纳有减少的倾向，对独

立自我的追求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种对外在环

境的积极应答就是一个灵活地、创造性地对自我

进行重新组织的机会。
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

在不同的文化中协调“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
一方面，他们能遵从不同的文化要求和社会规范，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他们又能

将内在自我适宜地进行表达，从而满足“自我实

现”的需要。可以说，对生活在现代城市、接受高

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将“外在自我”和“内在自

我”进行协调，来应对不甘退让的传统文化与势

在必行的现代文化间的冲突，可能是一种理想的

适应方式。这种平衡、和谐的适应方式，不仅能使

少数民族大学生体验到自我的独特价值，而且能

让 他 们 在 不 同 的 社 会 情 境 中 有 效 地 处 理 各 种

问题。
( 三)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适应与发展任务比

文化认同更为重要

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就认为，儿童青少年的文

化 认 同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就 是 个 人 的 发 展 问

题。［13］，［14］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也是如此。少数

民族大学生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既要面对不同

文化的挑战，又要面对自我的发展任务。两者紧

紧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出哪个是文化认同过程，

哪个是适应发展过程。语言、风俗习惯等领域的

不同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职业选择等发展

任务相 互 渗 透、相 互 联 系，共 同 影 响 着 他 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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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本研究发现，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来

说，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不是影响他们发展的重

要因素，而学业、人际交往、职业生涯规划等问题

则是影响他们适应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会积

极地关注和这些事件相关的各种信息，并把这些

信息融入自我的发展和认同中去。本研究认为，

所有的年轻人都有积极成长与发展的潜能，他们

是自我完善的探索者。进入大学后，他们的视野

更加宽广，他们的人生目标更加明确，他们在努力

实现自我，并在不同的认同之间以及不同的群体

之间寻找适宜的归属感，这个过程体现出他们行

为的灵活性、文化的整合性以及对社会活动参与

的适切性。这个过程几乎对所有的少数民族大学

生都适用。
个体文化认同的建构同样也需要时间。大

学阶段尤为关键，因为这个阶段只有一次。这

个阶段是个体从依赖父母到逐渐长大成人的重

要时期。在这个阶段，个体通过思考、探索、沟

通和协商所得到的结果，将会对他们未来成年

能否做出各种明智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在传统

与现代因素的融合中，无论最后少数民族大学

生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是他们对自我发展及适

应的良好契机。

五、建议和启示

笔者认为，不能忽视民族特征在社会现实中

所产生的影响，但也不能夸大这一影响所带来的

作用。本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文化认同

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当代青年人发展的共性特

征。因此，不但要尊重每个民族的独特性，关注重

要的民族现象，而且更要发掘我国所有民族关于

文化认同的共性内容。基于研究结论及以上思

考，本研究有如下建议和启示。
第一，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发展

特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是一种正常

的发展现象，而文化认同正是通过他们的发展

任务是否良好实现来得以体现的。对于我国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文化认同不是影响他们

适应的重要问题。他们和其他大学生一样，也

要面对学业、社会交往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各种

压力事件，也经常会有自我发展的困惑和烦恼。
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将少数民族大学生视为和

普通大学生一样的群体，为他们制定适宜的发

展目标，帮助他们解决和他们成长息息相关的

发展问题，引导他们自我管理，体现自我价值，

使他们能够在这充满机会和挑战的社会中占据

一席之地，从而实现自我和各种环境的和谐统

一，实现文化认同的整合状态。
第二，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生活

化特征。从理论上来说，日常生活经验应该是未

来关注的焦点问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

通过这种结合影响他们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共同勾勒出

个体的生活轨迹。少数民族大学生充分参加学

校、社区以及所在城市的各种活动、项目和工作，

体验其中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这些都构成文

化认同的基础。从实践上来说，学校、社区和所在

城市不但要利用各种手段加大对中华文化的传

播，而且更要通过各种方式将国家的公民文化元

素渗透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

做到文化认同教育“润物细无声”。
无论是从理论到实践，还是从学术到应用，在

探讨文化认同教育生活化的过程中，都应该深入

思考: 文化认同和日常生活经验如何交织在一起

共同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影响? 少数民族大学

生如何将文化的意义引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

将这种意义整合到他们的认知建构中，使他们不

断思考要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少数民族青年以及

一名优秀的中国公民? 对这些问题地深入探讨可

以更好地理解文化认同在自我建构方面的中心意

义和重要价值，而这种自我建构正是个体对不同

环境的心理投资，它是一种丰富的心理资源，它决

定着个体如何准备使用这些资源让自己的生活变

得更加绚烂多彩。
第三，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中国

化理论建构。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的文化环境

能给个体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建构和发展自己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各个

领域的学者开展文化认同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我们要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以及在这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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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产生的不同体验去理解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发

展变化。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一直是西方研究者

关注的重要问题。在长期的研究中，他们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些经典的理论观点。尽管

有学者确定了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等四种文

化适应策略，［1］然而这种分类在解释文化认同的

复杂性、变化性以及个体在应对不同文化时所表

现出来的灵活性方面仍需要不断改进和不断完

善。本研究发现，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有

效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应对不同环境和情境

中的不同事件，体现出个体在文化认同中的变通

性。因此，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一方面要学习借

鉴西方国家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的研究经验; 另

一方面，不能全盘照搬他们的研究传统和理论观

点，而是要结合并扎根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

素材，建立包容、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认同

研究体系，把中国的民族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15］和个人心理间的微妙关系细致地展现出来，

从而为世界文化认同研究之林奉献出更多的中国

智慧。
总而言之，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文化，文化正是

因为个人的适应、发展和参与才会不断发展。［16］

因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需要参与到现代社会的

发展进程中，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优势得到充实、
发展。本研究重点关注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

同的动态过程和变化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少

数民族大学生一方面更多地关注并强调自己在公

共行为和规范方面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也开始

对不同文化有更多个性化的解释，从而用不同的

策略来调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更好地发展自我、
适应社会。［17］他们充满希望，充满活力，他们有能

力去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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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Taking Xinjiang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for Example

DONG Li1，2

(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830017; 2．The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830017)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6 Xinjiang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and colleges in order that we could investigate the changing process，affecting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help them better adapt and develop．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was that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coul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continuous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The hypothesis was verified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as follows． First，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was a dynamic，changeable and flexible process． It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erarchy，difference and situationality． Second，the cultural identity was their self-identity
and self-development in the interweav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a good opportunity of self-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rd，for the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the cultural identity was not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ir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while
issues such as academic performance，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areer planning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these results，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solve
various problem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thnic college students’growth and focus on the role of their
daily experience in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order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better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adaptation; development;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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