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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
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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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与“魂”。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宝贵人才资源,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状况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基于全国

43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方法进行理论模型的路径检验,分析归纳出大

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是知情意行的循

序递进,各环节相互影响与作用;高校、社会和家庭三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知情意行分项认同均产生不

同程度的直接正向影响。因此,推动大学生坚定中华文化认同,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遵

循“知—情—意—行”的教育理路,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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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

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是蕴含多区域、多民族、

多形态的综合性文化,既自强不息又兼收并蓄[2],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基因,是维持中华民

族团结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我国当前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交汇期,民族工作面临着国际国内多种复杂因素的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高屋建瓴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为“凝聚全国人民力量来应对大变局、驾驭战略全局,坚定不移地朝着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行提供强大精神支持”[3]。如

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要解决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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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4]。其中,中华文化认同是长期

生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人们对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的肯定性体认。在“五个认

同”中,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构筑成其他四个认同最重要、最深层的基础,既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因,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5]因而从根本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蕴含文化寻‘根’的集体身份

认同过程,它是在‘认知—情感—意志’的链接序列中生成的实践行动。”[6]在此过程中,中华文化

所承载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认知、想象等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源码”,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价值向导与意义框架。由此可见,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尤其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潮侵蚀与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

烈的时代境遇,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愈发凸显。

从受众群体来看,推进中华文化认同是面向所有中华儿女的集体课题,需要全社会凝心聚

力、协同奋进。大学生作为最富生气、最具创造精神的社会群体,既是反映中华文化认同灵敏的

晴雨表,亦是推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生力军。唤醒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层次认同,能够最大

化整合大学生的群体合力,凝聚成助推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力量。纵观现实,大学生中华文化认

同却遭遇诸多现实危机。首先,在大规模大范围的“文化大相遇”背景下,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拜

金主义等社会思潮潜入我国的文化生活中,借由节日、饮食、服饰等载体在好奇尚异的大学生中

迅速传播,一定程度上侵扰了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体认。其次,在全媒体时代,繁杂的信息裹挟

着喧哗和浮躁以娱乐化、碎片化甚至虚假化的形式涌来,偏导了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也弱化了

其深度的文化思考力和判断力。最后,自我意识与个性不断增强的当代大学生主动构建诸如佛

系文化、丧文化、犬儒文化等彰显个性的青年亚文化,沉浸负向情绪的宣泄,阻碍了中华主流文化

的熏陶与传扬。

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危机已引起国家、社会和高校的重视,学界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

同从生成到提升进行了全方位跨领域的研究,研究重心聚焦在内容所指、价值旨归、实然状态和

实践路径等四个方面,从理论探赜逐渐向现实检视转移。一是关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诠释。

中华文化认同“是什么”并没有准确的定论,但学界多偏向认同的“身份”向度,认为中华文化认同

包括“各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文化共性认同”三个层

面[7]。二是关于中华文化认同价值的探寻。学界认为中华文化认同是大学生成才所必需的,是
“促进大学生人文价值观的形成,促进大学生中华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增强大学生对中华共同

文化的自信,打牢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的需要。三是关于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危

机的探求。结合文化多元化等时代背景,学界认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面临“缺少文化的双向性

认同”“对于国家历史的不全面认识”“主流意识的情感缺乏”等多方面的问题[9]。四是关于大学

生中华文化认同提升建议的探赜。在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实践提升路

径,主要包括高校人才队伍建设、外部制度保障、文化产品供给以及主体内在引导等方面[10]。学

界普遍强调要把中华文化融入高校课程育人、实践育人和校园文化育人环节中,培养大学生树立

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肩负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11]。深入梳理发现学术界有关大学生

中华文化认同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已有研究的主体对象多针对单一

民族或地区的大学生,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大学生以及来华留学生等,地区上多限于新疆、

西藏等边疆地区,针对全国范围内大学生的整体性研究较少。第二,研究方法多囿于理论思辨和

描述性统计。已有研究多以思辨的方式剖释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形成机制,现实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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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的支撑较为缺乏。此外,已有实证研究中对统计方法的应用常局限于频数、平均数和百分

数等描述性统计,尚未深度揭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各因子的相关性。第三,大学生中华文化认

同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及其对策建议的研究相对薄弱。现有的对策建议多限于宏阔理论层面,基

于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影响因素的实质性对策较为缺乏。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探究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并探究各

影响因子的作用效应与关系,以把握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演进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

大学生坚定中华文化认同的实效性建议。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于80年代在社会科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被称为近代统计学的三

大进展之一[12]。结构方程模型允许同时测量多个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在本研究中既能有效

反映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形成过程,又能全面揭示中华文化认同的外在影响因素。因此,

本研究尝试建立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全模型,对全国范围代表性高校的大

学生展开深入调研,旨在解答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层次是什么、各影响因素是什么及其作

用机制等问题,以丰富当前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学理研究。

二、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一)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机制的理论假设

认同所指涉的是“一种从认知到情感,进而影响到个体行为层面的心理过程”[13]。从心理层

面看,中华文化认同是在对中华文化认知不断深化的根柢上,产生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依赖感

和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仰,进而浸入自我品格和精神之中并外显为自觉文化行为的心理

过程。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和价值体认,其形成最终都会落脚到个体的心

理层面。在心理学中,价值观念包括知、情、意、行四点。在此意义之上,某个体认可某一社会规

范的价值一般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该社会规范有一定了解,并经过审慎考虑;二是对该社

会规范有一定满意度,从情感上表示赞同或持肯定意见;三是在行动上愿意受社会规范的指导,

并且形成自身生活方式反复践行。[14]因此,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过程应该是知、情、意、行四元素

的循序发展。学者查方勇认为认同机理包括“理性认知、情感认同、意志自觉、行为实践等系统过

程,形成一个不断内化、深化、外化和固化的动态循环系统”[15]。陈敏认为心理认同机制作为文

化认同建立的内生动力,包括“理论认知机制、情感认同机制和信念形成机制”三部分,“‘知’是认

同的基础,‘情’是‘知’的情感升华,‘信’是认同的关键阶段,而‘行’是认同心理的外化结果。”[16]

因此文化认同实际上是“知行合一”的过程。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中华文化认同心理结构分解为中华文化认知认同(CCICC)、情感认同

(CEICC)、意志认同(CWICC)和行为认同(CBICC)四个维度。根据已有研究结论,提出 H1a—

H1f的理论假设,如图1所示,依次假设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对中华文化情感认同、意志认同和行

为认同产生直接正向影响,中华文化情感认同对中华文化意志认同、行为认同产生直接正向影

响,中华文化意志认同对中华文化行为认同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二)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外在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17]。文化主体在交往交流中通过对多元文化的比较,选择、认可和吸收中华文化,最终确证

所属群体———中华民族,并与之积极耦合,因此个体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

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或者更大社会的情境因素,个体会和所处的环境不断磨合、碰撞,从

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化认同状态”[18],高校、家庭和社会作为大学生学习成长的生活场域必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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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化认同的生成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学校生活场域,谢守成等学者认为,坚持课堂教

学的主渠道、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以及文化实践活动能提高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度、认同

度和践行度[19]。在家庭生活场域,简臻锐对北京市9所代表性高校的大学生展开实证研究发

现,“家庭支持因子对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影响力大,说明家庭是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继

承性认同的重要来源。”[20]在社会生活场域,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

盾突出,传统思想观念被打破,各种民族利益冲突显现,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碰撞”[21],不

断塑造着大学生的价值观,正向或负向地影响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综上所述,本研究

将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划分为高校因素(CF)、家庭因素(FF)和社会因素(SF)三个

维度,并提出 H2a—H4d的理论假设,如图1所示,依次假设高校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从不

同层面对大学生中华文化知情意行各维度认同都产生直接正向效应。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研究初步建立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

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工具设计

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成熟量表,依据量表设计规范,开发了大学生中华文化

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测量表。同时为保证量表题项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分类抽取了重庆市

4所高校的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根据预调研数据,运用SPSS23.0进行项目分析、信效度检

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等处理后,删除不适切的题项,形成正式量表。其中中华文化认同自测量表

部分包括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认同、行为认同四个维度,总计18道正向题。中华文化认同

影响因素的量表部分分为高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维度,共计9道正向题目。量表均

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各维度分别对应的测量题项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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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模型潜变量与对应题项

潜变量 测量题项

中华文化认知认同
(CCICC)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CCICC1)
中华文化蕴含着各族人民世代形成的积聚的思想智慧和实践成果(CCICC2)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CCICC3)
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是新时代中国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CCICC4)
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并育不悖(CCICC5)

中华文化情感认同
(CEICC)

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提出的许多理念至今仍有时代价值(CEICC1)
继承和弘扬传统节日的习俗对个人和民族的发展都很有必要(CEICC2)
我喜欢陶瓷、玉器、丝绸等民族器物(CEICC3)

中华文化意志认同
(CWICC)

我们坚决打击假借传扬传统文化之名宣传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落后文化的行为(CWICC1)
我愿意弘扬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WICC2)
我愿意更多地了解儒、道、法等中华传统文化(CWICC3)
我坚信中华文化影响力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将不断提升(CWICC4)
我们必须加强中华民族文化古迹的保护和修葺(CWICC5)

中华文化行为认同
(CBICC)

我会继承中华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合理内核,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CBICC1)
如果有机会去革命老区,我会了解那里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CBICC2)
我积极主动向外国人介绍中华文化(CBICC3)
我会向保护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公益项目提供捐助(CBICC4)
我注重保持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和探寻节日文化(CBICC5)

高校因素
(CF)

我经常在学校看见有关中华文化的横幅、海报或宣传栏(CF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经常讲授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知识或故事(CF2)
除思想政治理论课外,学校开设了大量与中华文化相关的其他课程(诸如中国文化概论、中国
艺术与文化等)(CF3)

家庭因素
(FF)

父母经常讲述有关中华文化的故事或道理(FF1)
家庭成员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会影响我对中华文化的看法(FF2)
父母的言行对我的思想观念产生积极影响(FF3)

社会因素
(SF)

我的价值取向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以及舆论的影响(SF1)
多元文化思潮的广泛传播会影响我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和看法(SF2)
网络媒体对传统文化等的宣扬有助于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SF3)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的方式,按照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非
双一流大学、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五个类型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抽取43所代表性高校

展开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时尽量考虑大学生的性别、地域、年级等方面的比例分布,共发放问卷

4300份,回收有效问卷4032份,有效回收率为93.8%。此外,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样本量有较

高要求,为避免样本量过少导致的模型过度拟合问题,按照样本量是观察变量20倍以上的经验

法则,保证样本量的最低要求。同时,一些拟合指标对样本量高度敏感,样本量过大拟合指标容

易拒绝模型的零假设。保证在样本数量和模型适配检验间取得平衡,最终抽取有意义样本1000
份,样本整体覆盖面广泛且层次鲜明。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用Cronbach’salpha系数和建构信度CR来检测所建模型的信度,用收敛效度AVE
来检验模型的效度。经过信效度分析发现,如表2所示,各指标的Cronbach’salpha系数以及

CR都大于0.7,一般来说Cronbach’salpha系数大于0.7则可视为测量模型内部一致性比较

高[22],有较好的信度。此外,表2中的AVE值都大于0.5,所有变量的标准化载荷因子都大于0.7,

因此从整体上看所建模型的信效度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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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型信效度检验

潜变量 观察变量 因子载荷 Cronbach’salpha系数 AVE CR

中华文化认知认同

(CCICC)

中华文化情感认同

(CEICC)

中华文化意志认同

(CWICC)

中华文化行为认同

(CBICC)

高校因素

(CF)

家庭因素

(FF)

社会因素

(SF)

CCICC1 0.925
CCICC2 0.916
CCICC3 0.875
CCICC4 0.900
CCICC5 0.939

CEICC1 0.884
CEICC2 0.938
CEICC3 0.915

CWICC1 0.887
CWICC2 0.831
CWICC3 0.762
CWICC4 0.843
CWICC5 0.870

CBICC1 0.904
CBICC2 0.823
CBICC3 0.796
CBICC4 0.816
CBICC5 0.881

CF1 0.957
CF2 0.947
CF3 0.955

FF1 0.893
FF2 0.851
FF3 0.926

SF1 0.868
SF2 0.941
SF3 0.947

0.960 0.830 0.961

0.936 0.833 0.937

0.922 0.705 0.923

0.925 0.714 0.926

0.967 0.908 0.967

0.917 0.793 0.920

0.942 0.845 0.942

四、模型分析

本研究利用软件Amos25.0对实际调研的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旨在推导大学生中

华文化认同的心理形成机制,同时探究高校因素、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三个变量对大学生中华文

化知情意行分项认同的作用效应。
(一)模型拟合度检验

拟合度是对初期假设的模型与最终调研数值一致性程度的反映。判断模型拟合度的指标很

多,本研究选择了RMSEA、CFI等常用的几个指标。经过Amos25.0处理得到模型的最终拟合

结果如表3所示,由得到的数据可知,各项拟合指标都在参考范围内,模型的拟合效度良好。
表3 模型拟合度检验

指标 RMSEA CFI IFI RFI TLI

参考值 <0.08 >0.90 >0.90 >0.90 >0.90
模型 0.070 0.947 0.947 0.927 0.939

  (二)模型路径检验

通过Amos25.0对建立的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全模型进行路径的显著

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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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

假设 路径
标准化

路径系数
CR P 值

假设
是否成立

H1a 中华文化情感认同CEICC ←中华文化认知认同CCICC 0.389 12.364 *** 是

H1b 中华文化意志认同CWICC←中华文化认知认同CCICC -0.145 -3.231 0.001 否

H1c 中华文化行为认同CBICC ←中华文化认知认同CCICC 0.135 3.199 0.001 是

H1d 中华文化意志认同CWICC←中华文化情感认同CEICC 0.178 3.609 *** 是

H1e 中华文化行为认同CBICC←中华文化情感认同CEICC -0.002 -0.044 0.965 否

H1f 中华文化行为认同CBICC←中华文化意志认同CWICC 0.467 13.531 *** 是

H2a 中华文化认知认同CCICC←高校因素CF 0.455 14.133 *** 是

H2b 中华文化情感认同CEICC←高校因素CF 0.187 5.917 *** 是

H2c 中华文化意志认同CWICC←高校因素CF 0.178 4.190 *** 是

H2d 中华文化行为认同CBICC←高校因素CF -0.017 -0.432 0.666 否

H3a 中华文化认知认同CCICC←家庭因素FF 0.124 4.266 *** 是

H3b 中华文化情感认同CEICC←家庭因素FF 0.164 6.253 *** 是

H3c 中华文化意志认同CWICC←家庭因素FF 0.148 4.192 *** 是

H3d 中华文化行为认同CBICC←家庭因素FF 0.142 4.226 *** 是

H4a 中华文化认知认同CCICC←社会因素SF 0.215 6.178 *** 是

H4b 中华文化情感认同CEICC←社会因素SF 0.231 7.268 *** 是

H4c 中华文化意志认同CWICC←社会因素SF 0.225 5.223 *** 是

H4d 中华文化行为认同CBICC←社会因素SF 0.028 0.695 0.487 否

  注:***p<0.001,**p<0.01,*p<0.05

表4表明:第一,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对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均产生直接正向效应。当

CR“临界比值的绝对值大于1.96,表示估计值达到0.05的显著水平”[23],表中大学生中华文化认

知认同对情感和行为分项认同的路径P 值都小于0.05,所得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假设 H1a
和H1c成立。认知认同对意志认同的路径P 值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但路径系数是-0.145,表

明假设 H1b(认知认同对意志认同产生直接正向效应)不成立。第二,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

对意志认同能产生直接正向效应。情感认同对意志认同的路径P 值小于0.01,说明研究假设

H1d成立。相比之下,情感认同对行为认同的路径P 值0.965大于0.05,未达到显著水平,假设

H1e未得到验证。第三,大学生中华文化意志认同对行为认同有直接正向影响。意志认同对行

为认同的路径P 值小于0.001,有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研究假设 H1f得到验证。

表4还表明:第一,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认同能产生直接正向效应。

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知情意分项认同的路径P 值均小于0.01,假设 H2a、H2b、H2c得到

验证。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认同的路径P 值大于0.666,未能达到显著水平,假设

H2d不成立。第二,家庭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与行为认同能产生直接正向效

应。家庭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的路径P 值都小于0.05,结果具有

统计学意义。第三,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意志认同有直接正向作

用。经路径验证发现,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意志认同的路径P 值

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假设 H4a、H4b和 H4c成立。而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行

为认同的路径P 值是0.695,远大于0.05,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 H4d不成立。

(三)结果分析

在结构方程模型路径验证的基础上,对最初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路径修正,删除未被证实的

四条路径,得到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最终模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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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模型

研究发现,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是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的动态化循序演

进过程,知情意行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情感认同和意志认同作为必不可少的中介变量调节认

知认同对行为认同的作用。第一,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对行为认同有正向影响作用,作用路

径有两条:一是直接正向影响行为认同,直接效应为0.135;二是中华文化认知认同经由知情意行

的循序传导,达到对行为认同的最终影响。后一条路径的间接总效应为1.034,远远大于认知认

同对行为认同的直接效应。由此可见,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主要通过情感认同与意志认同的中

介作用来实现认知认同到行为认同的转化。第二,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对行为认同有正向

影响效应,经过意志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正向影响行为认同,间接效应值为0.645,进一步证明大

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是知情意行的循序递进发展。
同时,研究表明,高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知情意行分项认同有不

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作用,其中以高校因素的影响作用最为突出。
第一,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的正向影响效应值是0.455,远大于对情感认同

的0.187和对意志认同的0.178,说明高校因素主要通过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教育来影响大

学生中华文化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完成中华文化认同在个体心理层级的形成与升华。这是因

为高校拥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多样的授课方式,围绕中华文化开设了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大
学生通过专业的课堂教学认知中华文化的形成历史、特征优势和发展趋向,进而激发情感共鸣、
锤炼坚定意志和唤醒行为自觉,符合知、情、意、行的心理发展顺序。此外,高校因素对大学生中

华文化情感认同的作用值0.187大于对意志认同的影响效应,表明相比系统的课程教学,高校还

可以通过构建优良的班风学风校风、优美的校园文化景观、有序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进行潜

移默化的文化熏染,直接唤醒深层次的情感认同,间接激发大学生维护和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行

为。这表明高校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内在统一性,隐性教育通过对教育目标的藏匿,取代灌输

的传统教育形式,以开放的教育场域、潜隐的教育方式、能动的教育主体达到默化潜移的作用。
第二,家庭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均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对大学

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的直接作用值为0.164,大于对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意志认同和行为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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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值。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家庭是个体成长发展的最初和最终生活空间,也是个体对

于文化认识与建构的最初空间。“家庭教育的根本方式是‘影响’,是家庭成员在血亲关系基础上

所构成的温暖和谐的生活氛围所形成的‘影响’。”[24]相较于高校的系统知识教授对大学生认知

层面的作用,家庭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家风陶染,隐性感染大学生的情绪与

情感。
第三,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意志认同能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研

究发现,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认同的作用值为0.231,大于对认知认同的0.215和对

意志认同的0.225,表明社会因素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情感认同的激发,
进而实现意志认同和行为认同的循序递进。社会通过周期性组织性地举办民族艺术节、中国华

服日和剪纸技能赛等中华文化活动,借助社区活动、微博话题和影视作品等多样形式,对中华文

化进行积极宣传,营造珍视文化遗物、保护文化建筑的良好氛围。情绪易感的大学生在此之中接

受中华文化的潜移默化,不断增进情感认同。在网络媒体日臻成熟的新时代,“机不离手”成为大

学生的生活常态。信息获取的多源性、即时性、简易性,让中华文化知识学习由一时一地拓展为

随时随地,不断强化了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知认同。但是,相比高校中华文化知识教育的系统性

和专业性,社会层面提供的中华文化相关信息更显随意和不可控。因此,把握社会媒体的话语主

导权,规约网络媒介的文化内容供给,形成一体化中华文化传播矩阵尤显重要。社会因素作用的

强化虽不能直接影响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认同,但可以通过深化中华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等

方式,间接导引中华文化行为的自觉产生,达成心理与行为的统一。

五、对策与建议

(一)遵循“知—情—意—行”的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理路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是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认同、行为认同的循序递进

发展过程。知、情、意、行四阶段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既有时序上的递进性,亦有空间上的共时

性,共同构成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完整心理过程。“任何理性的教育,形象的感染,都是外部客

体,都只有通过主体的心理过程才能起到它们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如果没有主体内心心理过程

的发生,任何教育就等于零。”[25]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亦然,唯有通过大学生的心理过程才

能达成教育目标。因此,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唯有遵循知、情、意、行的心理逻辑进路,才能

培养起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度理解、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并将其转化为个体文化实践,进而

真正实现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一,以认知教育为基础,促成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识。中华文化认同作为多要素、

多层次的心理活动,始于认知这一最基本的心理过程。“知”指涉的是大学生所获得的关于中华

文化的理性认识,是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与基础,具有增“情”、培“意”、促“行”的基本功

能。从根本上看,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意志认同、行为认同均建基于中华文化认知。
基于此,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第一阶段即是要通过认知教育促成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

性认识。在认知教育目标上,不同于中小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一般性、常识性认知,大学生的认知

目标既体现为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把握,亦表征为对中华文化的深度理解。在此目标的统摄之下,
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教育主要达成两点任务。一是澄清中华文化的历史沿革与内在逻辑。厘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一脉相承又继承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

为切入点帮助大学生整体把握中华文化既坚守根本又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为此,教师要“注重

通过考据的方法,展现事物发展的系统性、秩序性和历史流变性,包含着纵、横两个向度的追

求”[26]。二是揭示中华文化的外在表征与精神内核。“任何文化都由外在清晰可感的知识系统

与内隐的缄默知识系统所构成,这两大系统在中华民族文化语境下被分别视为文化的‘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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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则被归结为文化的外在形式与内在象征。”[27]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积

淀过程中形塑成文化物象与文化基因两大系统,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教育既要呈现融于生活的

文化物象,更要深度揭示文化物象背后的思想观念、民族气节、民族品格等文化基因的内容。
第二,以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为纽带,培养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坚定信念。文化

情感是大学生在充分体认中华文化价值基础上所产生的情感偏好,其内蕴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大

学生文化认同的方向与水平;而文化意志则是文化情感的升华,是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毅信

仰,驱动着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产生。为此,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要以情感教育、意志教

育为纽带,促成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上的知行转化。就中华文化的情感教育而论,重点在于通过

中外比较、历史比较,向大学生充分呈现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引导大学生

在体认中华文化价值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提升大学生中华文化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自豪

感。就中华文化的意志教育而论,重点在于植根历史与现实阐明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以帮助

大学生树立坚定的中华文化信念。
第三,以行为教育为重点,巩固并深化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

成”[28],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认同最终都要落脚于行为认同,大学生个

体文化实践既是其中华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可不断巩固并强化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
因此,就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全过程而论,在认知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之外,还应拓

展并强化行为教育。一是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中华文化内蕴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文

化的精神内核,主要表征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精神品格、行为方式等,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教

育可从这些方面着力张扬并践行中国精神。二是培育大学生继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意识和能

力。大学生中华文化行为教育旨在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培养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并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继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能力。新时代大学生的中华文化创新“并
非完全放弃传统进行的全新改造,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应体现文化创造的原创性和对传

统文化诠释与转换的时代性”[29]。
(二)构建“三位一体”的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机制

影响因素模型的路径分析表明,高校、家庭、社会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产生影响,且其影响

的着力点和程度不尽相同。总体上看,高校在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家

庭和社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持、支撑作用。因此,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在遵循知、情、
意、行教育理路的基础上,还需建立家、校、社联动的“三位一体”教育机制,最大限度发挥教育合

力,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提供机制保障。
第一,充分发挥高校育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主渠道与主阵地相协同。高校是大学生中华文

化认同教育的主体力量,其主体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主渠道与主阵地相协同。二者协同配合、良
性互动,将助推大学生中华文化认知、情感、意志、行为认同的统一。一是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
强化中华文化认知教育。课堂教学作为大学生习得中华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应以此为主渠道

强化中华文化认知教育,建立集公共通识必修课、专业课和选修课为一体的中华文化课程体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课程,应结合课程特色、专业特点以及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知诉求将中

华文化元素纳入其中。“与社会生活中非正式、偶然地传承相比,高校的文化传承具有简便、系
统、高效的优势,但也因此面临着‘非生活化’的风险”[30],因而教师在具体课程内容的讲授中要

注重将中华文化同现实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同时,教师还要善于运用多样化教学方法向大学生

传授中华文化知识,讲好中华文化,“讲生动、讲清楚,如用接地气、大众化的语言方式进行讲

述”[31]。还可采用跨校交流、科研合作、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宽口径地引进名家大师讲

解国学经典、传统技艺等中华文化相关知识。此外,面对中西方文化冲突日益加剧下大学生文化

鉴别能力弱的现实境遇,教师还应不断提升其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来传播权威“声音”,以帮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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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树立正确的中华文化认知。二是以校园文化活动为主阵地,推进中华文化的情感、意志、行
为教育。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中华文化情感体验与实践养成的重要载体,以此为主阵地开展

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能够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并触发知情意行认同

的循序作用机制。因此,需根据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水平,开展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教育者要善

于利用重大传统节日、纪念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七一”建党纪念日等,将其作为

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关键期,集中开展系列中华文化主题教育活动,促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浸

染熏陶中激发深层次的中华文化认同。
第二,搭建家校沟通桥梁,完善家校合育模式。家庭教育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最为

基础和深远,引导着大学生最初文化认知图谱构建、文化情感意志形成以及无意识的文化行为模

仿。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教育需加强家校沟通联系,不断完善家校共育模式。具体而论,家庭教

育主要从两方面着力。一是强化德性养成教育。中华文化基因系统所规定的思维习惯、行为方

式等早已融于作为社会系统基本单元的家庭之中,家庭生活的日常点滴将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

同产生默化潜移的影响。有鉴于此,家庭教育要善用日常生活细节,结合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对

大学生进行品德教育,让大学生在德性培育的过程中深度体悟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中华文化在当代重要的表征形式,家庭品德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

德。”[32]二是强化传统习俗教育。习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一旦生

成,就能作为人们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一种常规性固化习俗本身所覆盖的团体、社群或社会中成员

的现象型行为,从而对成员的各自文化行为有一种自我强制性的规约。[33]中华传统习俗作为中华

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记,是中华文化基因的文化表征形式之一。家庭是大学生传统习俗教育的重要

场域,家长要善于利用传统节日、风俗等,通过日常行为习惯上的示范、引领,让大学生从民俗风尚

这一文化细节中感知中华文化的广博精深,进而培育起深厚的中华文化情感,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第三,拓展教育时空,创建社会教育平台。在高校、家庭之外的广阔社会场域蕴藏着丰富的

中华文化资源,整合线上线下的中华文化资源,搭建社会教育平台,应作为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

教育的必要之举。一是搭建中华文化教育的社会实践平台。各地方要结合地域文化资源进行独

特化的中华文化教育实践平台设计,通过深入挖掘当地的中华文化资源,如古镇古物、革命遗迹、
纪念馆、博物馆等,建立中华文化实践教育基地,将地域性中华文化资源转化为大学生中华文化

教育资源。借助教育基地定期开展中华文化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观、调研等途径,让大学生切

身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以增进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激发文化情感、增强文化自信。二是建立中

华文化教育的网络宣传平台。建立专题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学习平台。结合时代特点创作

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图片、微动漫、微电影等中华文化“微”产品,打造中华文化“图像-观看”模式,
更好地适应大学生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与信息处理能力,让中华文化有更丰富的形式和更广泛

的适应性[34]。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云计算推送,营造传播中华文化的良好网络

氛围,隐染热衷网络媒体的当代大学生,让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成为习而不知的文化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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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MechanismandFactorsofCollegeStudentsChineseCulturalIdentity: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StructuralEquationModel

WANGHuamin1,XIAYihong1,LUOQin2
(1.Research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MarxismTheoryResearchCenter,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SchoolofMarxism,SouthwestMinzuUniversity,Chengdu610041,China)

Abstract:TheChineseculturalidentityisthe“root”and“soul”oftheChinesenationssenseofcommunity.College
studentsareprecioustalentresourcesfor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TheirChineseculturalidentityis
relatedtotheinheritanceandinnovationoftheChinesecultureandthe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Basedonthe
questionnairesurveydataofcollegestudentsfrom43universitiesinChina,thepathtestingofthetheoreticalmodelwas
conductedbyusingthestatisticalmethodofstructuralequationmodel,andthepsychologicalmechanismandinfluen-
cingfactorsofcollegestudentsChineseculturalidentitywereanalyzedandsummarized.Theresultsshowthatthepsy-
chologicalmechanismofcollegestudentsChineseculturalidentityisthegradualprogressofknowledge,affection,in-
tentionandaction,andeachlinkinfluencesandactsoneachother.Thethreefactorsofcollege,societyandfamilyall
havedifferentdegreesofdirectpositiveinfluenceonthesub-itemidentificationofChineseculturalidentity.Therefore,
tostrengthenChineseculturalidentityofcollegestudents,weshouldtakebuildingstrongsenseofChinesenation’s
senseofcommunityasthemaintask,followtheeducationalruleof“knowledge,affection,intentionandaction”,andac-
celeratetheconstructionofthe“trinity”educationalmechanismofcollege,familyandsociety.
Keywords:Chineseculture;education;identification;collegestudents;psychologicalmechanism;influencefactor

责任编辑 曹 莉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