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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对社会适应的
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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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问卷、自尊问卷及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调查了958名在校彝族大学生,

探讨了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自尊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① 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

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和积极社会适应,显著负向预测消极社会适应.② 彝族大学生自尊在族群认同对社会适应

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通过同时提高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和自尊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其社会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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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是“内地边疆”的典型代表,有着复杂多变的族际互动

关系,凉山州彝区拥有着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壁垒.因此,在凉山土生土长一二十载的彝族青少年本身具有

独特的彝族文化和生活环境,且有着不同的人格特征和心理特点.汉族文化是内地汉区的主流文化,在社

会上占主导地位,少数族群大学生因其母文化与汉族主流文化的冲击和摩擦容易产生文化疏离感,同时他

们还面临着学习、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压力.来自凉山彝族地区在汉区高校读大学的彝族学生,也面临

着同样的境况,他们的社会适应值得关注.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顺应、调

控和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与平衡的状态[1],具有调节、发展、支持和动力功能,是个体

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2].
大学阶段是个体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发展的关键期,并且对于他们来说,族群身份及其认同在大学环

境下尤其凸显.族群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对所属族群的认同能够为个体提供归

属感、自豪感等积极的情感体验,具有自我保护作用.已有研究发现,族群认同可以缓解歧视、压力等不利

因素带来的困扰,从而对个体良好的社会适应起到保护作用[3].以我国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大学生为

被试的研究也发现,个体的族群认同与其社会适应水平呈正相关[4].
群体成员身份是形成自我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当个体对所属族群有积极感知时,其自尊会得到

提升.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拥有强烈族群认同的个体对其族群有着积极的情感、对其族群身份有着充分的

接纳和认可、对自己有着积极的整体评价和自尊.另外,与主流族群成员相比,少数民族族群成员会体验到

更多自我效能的威胁感,这使他们对自尊的需求更加强烈,族群认同成为他们应对不公平待遇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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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进自尊水平的提升[5].此外,自尊被认为是影响个体社会适应的核心因素,是个体社会行为的主要

动力,也是反映个体社会适应状态的重要指标[6].研究表明,与低自尊者相比,高自尊者自我调控和情绪调

节能力更强,心理弹性和复原力更高[7]、人际关系更良好[8].
族群认同、自尊和社会适应两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但是,当前学界鲜有对三者之间的内部联系进行

考察.已有研究表明,人格和社会支持是促进社会适应的重要影响因素[9],个体在面临应激、压力或困境

时,其内在的人格特质会进行应对与评估,调动各种社会支持的资源进行危机处理,促进其良好的心理适

应.由此可见,自尊和族群认同分别作为个体内在人格特质和外在的社会支持资源,共同对社会适应产生

着影响.自尊恐惧管理理论进一步指出,自尊是个体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心理机制,是行为的中介,它影响

着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影响着人际交往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可以推测自尊在族群认同与社会适应

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为此,本研究以四川凉山籍彝族大学生的族群认同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进一步分析

自尊在其中的作用.研究提出如下假设:① 族群认同对自尊和社会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② 自尊对其社会

适应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③ 族群认同通过自尊影响社会适应,自尊起到中介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样本介绍

采用随机抽样法,在四川汉区7所高校大一到大三的学生中随机抽取共1000名凉山籍彝族(身份

证上的民族为彝族的)大学生被试,由研究者统一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

按要求填答问卷,最后获得有效问卷958份.其中,民族院校380(40%)人,非民族院校578(60%)人;

男生416人(43%),女生542(57%)人;大专305(32%)人,本科653(68%)人;城市136(14%)人,农

村822(86%)人;大一430(45%)人,大二342(36%)人,大三186(19%)人;年龄跨度为17~23岁,平

均年龄为21.11(SD=1.5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问卷

采用自编的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问卷.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以扎根理论为基础,经历初始编码、聚焦

编码和理论编码3个过程,提炼出彝族大学生的族群认同结构;在此基础上结合专家建议、小组讨论和已

有问卷的参考(MEIM-R:MultigroupEthnicIdentityMeasure-Revised)[10]编制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初始

问卷;随后收集数据,并进行项目分析、奇数部分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偶数部分数据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删除初始问卷中不恰当的题项,最终形成正式的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问卷.该问卷共有15题,包

括探索(是一种认知活动或者过程,表达的是对所属族群有关的一切因素的觉察、知觉和关注.例如:“我常

做有助于更好了解彝族背景的事”)、承诺(是对所属族群独特性的认知,并对族群身份的确认、承认和接

纳.例如:“我觉得彝族人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如果有人问我的民族身份,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对方我是彝

族”)和归属感(是个体归属于所属族群时拥有的整体情感体验,包括族群隶属感、族群自豪感和族群责任

感.例如:“彝族常使我感到温暖”、“彝族让我感到自豪”、“我对彝族有一颗强烈的民族责任心”)3个维度,

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族群认同程度越高.本研究的

Cronbachsα系数为0.91,3个维度间的相关在0.55~0.59之间,3个维度各自总分与族群认同总分之间

的相关在0.77~0.88之间,三因素模型拟合指数良好,拟合指数为χ2=223.90,df=87.00,χ2/df(卡方

自由度比值)=2.57,CFI(comparativefitinder,比较拟合指数)=0.96,TLI=0.94,RMSEA(Root
MeanSquaraErrorofApproximation,近似误差均方根)=0.05,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2.2 自尊问卷

采用Rosenberg自尊问卷,共10道题目.采用 Likert4点计分(从“1=非常符合”到“4=很不符

合”),其中3,5,8,9,10题为反向记分题.另外,由于量表第8题存在中西方文化差异,删除第8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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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为减少测量误差,采用随机法打包成3
个项目包[12].

1.2.3 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

采用邹泓等[13]修订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共50道题目,包括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

适应和环境适应4个领域,以及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2种功能状态,共8个维度,分别为自我肯定、自我烦

扰、亲社会倾向、社会疏离、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积极应对和消极退缩.Likert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

合”到“5=非常符合”),其中41和43题为反向积分题.本研究总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积极适

应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消极适应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8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介于

0.70~0.86之间.

1.3 实测及数据处理

采用SPSS21.0和 Mplus7.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① 对族群认同、自尊及社会适应

的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③ 对族群认同、自尊及社会适应进行相关分析;③ 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自尊在族群认同与社会适应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由于本研究中均为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

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设定公因子数为1,结果表明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

19.33%,小于4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自尊和社会适应的性别差异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族群认同、自尊和社会适应8个维度的性别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表明族群认同和社会适应的自我肯定、自我烦扰、社会疏离、行事效率、积极应对这5个维度在性别上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自尊和社会适应的亲社会倾向、违规行为及消极退缩这3个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女生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男生的自尊水平(t=4.83,p<0.01,d=0.32);女生的亲社会倾向

显著高于男生的亲社会倾向(t=-3.27,p<0.01,d=0.21);女生的消极退缩水平高于男生的消极退

缩水平(t=-4.09,p<0.01,d=0.28);女生的违规行为水平显著低于男生违规行为水平(t=6.58,

p<0.01,d=0.43)(表1).
表1 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自尊和社会适应的性别差异(N=958)

变 量
男 生

M±SD
女 生

M±SD
t Cohensd

族群认同 4.19±0.65 4.18±0.56 0.43 0.02

自尊 2.80±0.38 2.68±0.36 4.83** 0.32

自我肯定 3.44±0.76 3.36±0.69 1.75 0.11

自我烦扰 2.22±0.74 2.28±0.76 -1.12 0.08

亲社会倾向 3.78±0.75 3.93±0.70 -3.27** 0.21

社会疏离 2.25±0.76 2.24±0.71 0.06 0.01

行事效率 3.29±0.80 3.29±0.82 -0.03 0.00

违规行为 1.67±0.79 1.36±0.64 6.58** 0.43

积极应对 3.38±0.73 3.33±0.67 1.23 0.07

消极退缩 2.34±0.84 2.57±0.83 -4.09** 0.28

  注:* 表示p<0.05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示p<0.01水平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自尊和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族群认同与消极退缩、亲社会倾向与消极退缩之间相关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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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外,族群认同与自尊和社会适应各维度的相关显著(表2).
表2 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自尊和社会适应各维度的相关矩阵

变量 M±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族群认同 4.19±0.60 -

2自尊 2.73±0.37 0.16** -

3自我肯定 3.39±0.72 0.26** 0.56** -

4自我烦扰 2.25±0.75 -0.13**-0.42** -0.33** -

5亲社会倾向 3.86±0.73 0.38** 0.20** 0.49**-0.17** -

6社会疏离 2.25±0.73 -0.29**-0.33** -0.40** 0.47**-0.37** -

7行事效率 3.29±0.81 0.28** 0.44** 0.58**-0.24** 0.46**-0.39** -

8违规行为 1.49±0.72 -0.21**-0.08* -0.19** 0.34**-0.33** 0.37**-0.20** -

9积极应对 3.35±0.70 0.33** 0.38** 0.59**-0.28** 0.49**-0.39** 0.59**-0.15** -

10消极退缩 2.47±0.84 -0.06 -0.34** -0.17** 0.52**-0.06 0.27**-0.14** 0.16**-0.21** -

  注:* 表示p<0.05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示p<0.01水平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彝族大学生的自尊在族群认同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温忠麟等[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应用 Mplus7.0软件中的Boot-

strap程序对自尊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958)中抽取1000个Bootstrap
样本,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计算出中介95% 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interval,CI),如果没有包括0,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检验彝族大学生的自尊在族群认同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图1中,拟合指标良好(χ2=242.92,df=32,χ2/df=7.59,RMSEA=0.08,CFI=0.94,TLI=

0.92),族群认同显著预测自尊(β=0.21,p<0.01)和积极社会适应(β=0.31,p<0.01),自尊显著预测

积极社会适应(β=0.59,p<0.01).自尊在族群认同对积极社会适应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

效应为0.21×0.59=0.13,95%CI[0.055,0.174],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28.74%.

图1 彝族大学生自尊在族群认同与积极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检验

在图2中,拟合指标良好(χ2=259.07,df=32,χ2/df=8.09,RMSEA=0.08,CFI=0.92,

TLI=0.90),族群认同显著预测自尊(β=0.21,p<0.01)和消极社会适应(β=-0.13,p<0.01),

自尊显著预测消极社会适应(β=-0.55,p<0.01).自尊在族群认同对消极社会适应的影响过程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0.21×0.55=-0.11,95%CI[-0.183,-0.052],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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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彝族大学生自尊在族群认同与消极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检验

3 讨 论

3.1 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自尊和社会适应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族群认同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自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彝族女大学生的自尊

水平显著低于彝族男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陈学洪等[15]认为这可能与传统

观念有关.
在社会适应上,彝族大学生在亲社会倾向、消极退缩和违规行为上有显著性别差异,其他维度上无显

著性别差异.女生的亲社会倾向显著高于男生的亲社会倾向,这一研究结果与程玉洁等的研究结论一致[16].
他们认为这一结果可能与两性的身心特点及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角色标准有关.相比而言,男性显得更独

立和内敛,女性更温暖和善解人意,这使得女生能够更有效地化解人际关系中出现的障碍,从而促进他们

积极人际适应的发展.女生的消极退缩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的消极退缩水平,女生的违规行为水平显著低于

男生违规行为水平,这一研究结果与聂衍刚等的研究结果一致[17].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男生社会活动、

外在适应方面的能力更强.我国传统的观念向来要求男生要坚强、阳刚,女生要矜持、柔弱;因此男生的行

为更为外向、激进和不受约束,也就容易出现一些违规行为.

3.2 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自尊与社会适应的相关

族群认同与自尊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彝族大学生的族群认同与其自尊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与王

恩界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8].他们认为族群认同水平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自尊水平,积极的族群认同会

使个体产生强烈的情绪与情感体验,这种体验被逐步整合到自我概念之中,提高个体对自身的接受程度

及自我评价.
自尊与积极社会适应(消极社会适应)各维度有显著的正(负)相关,这与郝振等已有研究一致[19].他们

认为高自尊的个体能够很好地缓解不利环境带来的压力,在困境中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对其良好社会适

应起到保护性的作用.因此,高自尊对个体的良好社会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对消极的社会适应

则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研究结果基本支持假设,族群认同与积极社会适应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社会适应各维度(除

了消极退缩)呈显著负相关.具体来讲,族群认同水平越高,彝族大学生的自我肯定、亲社会倾向、积极应

对和行事效率水平更高,而自我烦扰、人际疏离、违规行为水平越低,族群认同与消极退缩之间的相关不

显著.这与张文娟等的研究结果一致[20].他们认为族群认同为个体提供共同意义感和社会支持,保护个体

免受孤独、歧视等负面影响.另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支持对青少年自我肯定、自我烦扰、亲社会倾

向、人际疏离、行事效率和积极应对的影响较大.本研究则发现族群认同对彝族大学生的自我肯定、自我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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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亲社会倾向、人际疏离、行事效率、违规行为和积极应对的影响较大,这进一步印证了不同的社会支持

来源对青少年社会适应产生不同的影响.

3.3 彝族大学生自尊在族群认同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是人格与社会性发展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21].本研究通过对彝族大学生社

会适应的研究发现,自尊在族群认同与社会适应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8.74%(积极社会适应)、45.93%(消极社会适应).这表明,彝族大学生的自尊是族群认同和社会适应之

间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族群认同不但直接影响社会适应,还会通过自尊对社会适应产生间接的影响.这

提示我们,族群认同是影响社会适应的又一重要变量,族群认同水平高的个体更倾向于拥有积极的社会适

应,这也为凉山籍彝族大学生建立积极社会适应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族群认同水平越高的个体不仅拥

有更高的自尊,还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具体到本研究中,高族群认同水平的彝族大学生,会更懂得尊重自

己和他人,并进而获得良好的社会适应.不过,有研究发现,自尊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可能是相互依存、互为

因果的[21],即自尊可以影响社会适应,社会适应也可以反过来影响自尊.因此,以后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

考察社会适应对自尊的反向作用.总之,建构良好的族群认同,对于彝族大学生自尊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

良好的社会适应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

4 结 论

1)彝族大学生族群认同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尊和积极社会适应,显著负向预测消极社会适应;

2)彝族大学生自尊在族群认同对社会适应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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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thnicIdentityofYiEthnicCollegeStudentsEffectson
SocialAdjustment:theMediatingRoleofSelf-Esteem

MAWei-ying, GUO Cheng
TheLabofMentalHealthandSocialAdaptation,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

ResearchCenterofMentalHealth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presentstudyaimedatexploringtheYiethnicCollegeStudentsethnicidentityeffectsonso-

cialadjustment,aswellasthemediatingeffectofself-esteem.ThequestionnaireoftheYiethnicCollege

Studentsethnicidentity,theRosenbergself-esteemscale,andtheAdolescentsSocialAdjustmentAssess-

mentwereadministeredtothesampletotalof958YiethnicCollegeStudents(416boysand542girls,

meanage=21.11years).Theresultsshowedthat:(1)SignificantrelationshipamongYiethnicCollege

Studentsethnicidentity,self-esteemandsocialadjustment.(2)Self-esteempartlymediatedtherelation-

shipbetweenethnicidentityandsocialadjustment.Improvethestrengthofethnicidentityandthelevelof

self-esteemcanpromoteYiethnicCollegeStudentssocialadjustment.

Keywords:ethnicidentity;self-esteem;socialadjustment;Yiethnic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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