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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认同是指国民对自己所属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包括对国家的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是国家稳定

与统一的心理基础。本文通过分析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发现家庭因素、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等

因素会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发展。这些因素通过影响个人的主观心理，从而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形

成。因此，本文从家庭因素、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等方面初步探讨大学生国家认同培育策略。未来的研

究还需要采用跨学科、多视角等方式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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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refers to the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s towards their own country and ethnicity,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420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4203
https://www.hanspub.org/


钟子茜 等 
 

 

DOI: 10.12677/ap.2024.144203 152 心理学进展 
 

encompass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responsibility, and pride for the nation. It serves as a psycho-
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tability and unity of a count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identifies that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
al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mpact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se fac-
tors shape the subjective psychology of individuals, thu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nsequently, the article preliminarily explores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college students from asp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opt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
ti-perspective approaches for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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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心理基础，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环境日益复

杂多变的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可能正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年力

量，大学生是否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大学

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以及培育策略，以期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培育提供一定的依据。 

2. 国家认同的概念界定 

国家认同是个体内在心理过程和民族历史的自然反映，同时也是个体与周围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

(Nagel, 1994)。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行为主义革命时期进入政治学领域，随着东欧 1989 年系列革命失

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国家认同是人们对自己国家的积极认知和态度，包括对国

家政治、文化和族群等构成要素的积极评价和情感偏向。郑富兴和高潇怡(2005)认为，国家认同是个

体理解和承认了自己国家的文化特性与政治主张后产生的归属感。佐斌(2000)指出，国家认同是人们

对自己国民身份的认同。综上所述，国家认同是人们对自己国民身份的理性认识和情感态度，以及对

自己国家的归属感。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年力量，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其国家认同水平关乎我国

未来的和谐发展(胡巧红等，2022)。因此，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大学阶段

是认同发展的关键期，新时代文化环境复杂多变，大学生国家认同可能会受到影响，研究当代大学生国

家认同的心理机制及培育策略应该加快脚步。 

3. 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 

个体国家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家庭因素、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家庭

因素在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形成阶段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而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则对其国家认同的发展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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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 

3.1.1. 代际传递 
代际传递是指父母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对子女的影响，使得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与父母相

似的态度和行为表现(Van, 1992)。孙艳、李咪咪和肖洪根(2022)以 10 个北美华侨家庭为研究对象，发现

父辈的国家认同通过日常活动对其子女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Vermeulen 和 Kranendonk (2021)对 810 个

土耳其家庭进行调查，发现父母的双重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能够正向预测青年人的双重身份认

同。由此可见，国家认同存在着代际传递，父母的国家认同水平会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构建。 

3.1.2. 家庭关系 
家庭是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场所，培养民族和国家情感的过程始于家庭(潘婷，2022)。刘晓红(2012)

发现，积极健康的家庭关系有助于促进个体国家认同的发展。因此，家庭亲密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密

切的关系。宁盛卫(2015)以黎族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发现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受到其家庭亲密度的积极影响，

即家庭关系的亲密度越高，青少年的民族认同越强烈。因此，大学生若能拥有良好的家庭关系，将有助

于培养其对家国情怀和国家认同的情感。 

3.1.3. 家庭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 
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体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

可能越高(刘养卉，龚大鑫，2016)。李志英等(2008)发现，家庭经济收入状况显著正向预测少数民族大学

生的文化认同。除了家庭的物质基础，国家认同还会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而这种氛围通常与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王嘉毅和常宝宁(2009)以维吾尔族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显著

正向预测学生的双重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由此可见，家庭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都对大学生

的国家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 

3.2. 教育因素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 

3.2.1. 个体受教育程度 
大学生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政治信息和政治符号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

心也更强(祝平燕，2007)。一般来说，个体的责任心越强，对事物的评价越趋于理性。换言之，一个人的

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态度的理性化程度也越高，对社会和国家的评价更趋向客观(李培林，张翼，2003)。
因此，大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可能会形成更加积极的国家认同。 

3.2.2. 红色教育 
李城和欧阳宏生(2022)发现，红色影视在大学生中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国家认同，同时还能通过塑造政

治观和文化观影响国家认同。研究发现，在红色旅游情境中，旅游体验能唤起游客的红色记忆，从而加

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梁晶，2022)。这种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加强大学生对国家政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道路的认同。 

3.3. 文化因素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 

3.3.1. 历史文化 
国家认同是人们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理解与诠释，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形成受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

吴玉军(2019)认为，历史记忆是人们通过多种媒介获取和保存的相关历史信息，对于国家同一性和国民归

属感的构建至关重要。在这其中，大学生的历史记忆则是其所在区域历史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保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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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铭记有助于提升国民国家同一性的认知水平，从而使国家的精神支柱更加稳固；相反，若忽视历

史，国家可能失去维持自身同一性的重要精神基础(吴玉军，2019)。 

3.3.2. 媒体文化 
刘亚敏(2016)对贵阳市五所高校大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媒体环境缺乏管制的大环

境下，部分大学生存在公民身份缺失、政治冷漠、政治参与功利化以及政治参与缺乏理性等问题。可见，

媒体环境对国家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皮亚杰(Jean Piaget)的理论，社会认知对个体行为具有

调节作用，学习者可以通过“同化”或“顺应”两种方式实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因此，在媒体信息的

引导下，大学生可能会通过顺应媒体环境来调节外界信息与自身认知的失衡，从而影响其国家认同。 

4. 国家认同的形成机制 

家庭因素、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等是大学生国家认同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通

过影响主观心理因素，如心理资本、心理需求和生活满意度等，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心理资

本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展现的积极心理特质和自我效能感(Luthans et al., 2007)。Hobfoll (2002)认为，心理

资本是关键的心理资源，主要表现在个体通过调整和管理认知、情绪等来适应外界环境以实现理想结果。

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其心理资本密切相关。研究表明，积极的社会心态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国家认同水平

(王双丽，2019)。因此，良好的家庭环境、高质量的社会文化和可靠的教育背景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心理

资本，从而影响其国家认同水平。个体的心理需求在国家认同生成中也起着中介作用(喻承甫等，2022)。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自主、能力和关系需求)得到满足时，其自我认同提升，

精神活力充沛，身心健康得到保障(Deci & Ryan, 2000)。心理需求将父母的国家认同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连接起来，可以显著中介父母国家认同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喻承甫等，2022)。 
生活满意度也是影响个体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安晓镜、褚建坤和刘兴(2021)发现，国家认同与生活

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受到家庭、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家庭、文化和教

育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来影响其国家认同水平。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生活

满意度，比如利益诉求的满足、学校场域中公共空间资源使用的满足、校园生活中人际接触与互动的积

极性体验等都是促进其国家认同的重要现实基础，大学场域主要通过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来影响其多元文化态度，从而影响其国家认同(吕催芳，2021)。 

5. 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培育策略 

5.1. 家庭方面 

子女的国家认同受到父母国家认同水平的影响(喻承甫，王华华，郑圆皓，王立昆，张卫，2022)。父

母的国家认同水平和自我认同水平越高，教养子女也会越积极。父母的积极教养不仅能直接影响子女的

国家认同，也能通过家庭、学校、同伴等环境因素间接影响子女的国家认同，同时还能调节环境对国家

认同的影响(Dimitrova et al., 2015)。 
家庭作为孩子成长发展的首要场所，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国家认同(潘婷，2022)。在家庭教育中，父

母的角色意识至关重要。父母应该认识到在家庭教育中树立积极榜样的重要性，以及维持家庭成员关系

平衡的重要性。首先，孩子具有强烈的观察学习能力，只有父母树立积极的榜样，才有可能在代际传递

的作用下促进孩子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身份，培养其国民身份认同，从而提高其国家认同水平。其次，

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健康的家庭成员关系能够营造出和谐有爱的教育场所，有助于孩子积极关注家庭成员，

从而促进其对于父母积极行为和态度的有效学习。同时，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家庭教育，政府可以开展一

些主题讲座，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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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化教育方面 

吴玉军(2019)指出，在书写历史记忆时，我们要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妥善处理族群记忆与中华

民族记忆之间的关系。例如，可以突显各民族友好交往和融合的历史场景，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同仇敌

忾和患难与共的精神；通过文学和艺术等媒介，让民族团结的精神深植每个人的心中，特别是大学生的

心中。此外，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的爱国教育中也是关键。红色教育对大学生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即信

息传递和态度影响。因此，推进红色教育时需要以系统思维为指导，提升教育成效；以精准思维为指导，

加大多元创新，注重情感共鸣；以底线思维为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交流与交融(王聪，

秦洪庆，2023)。 
学校是个体成长的重要领域，应采取切实可行的国家认同培养措施，丰富教育内涵。学校进行爱国

教育时可以与媒体充分合作，以学生为主体，通过视频、游戏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了解祖国历史文化；

将教育内容融入日常生活，创新教学方式，将爱国思想渗透到日常活动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在校期间，大学生参与日常公共事务和人际互动等积极体验将影响其多元文化态度，最终影响国家认同

(吕催芳，2021)。因此，增加大学生学校生活的积极体验，加强家庭、学校、社会的多元互动也是提高大

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媒体方面，国家需要健全网络平台监管制度，促进健康的话语场。社会应强化大众媒体的正向引

导，传递和谐正能量，高校应注重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发挥浸润主导作用(王唱，2022)。同时，媒体要重

塑内容的权威性，追求内容的品味和质量(张旭涛，2020)。例如，在新冠疫情中，官方媒体及时提供一手

消息的做法显著增强了国民对国家的信任感，也提升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感。 

5.3. 心理需求方面 

国家认同的形成受到心理需求的影响，心理资本在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代际传递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喻承甫等，2022)。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关系需求和能力需求，让大学生

感受到理解和支持，获得成就感。同时，提供多元化的发展机会和充分的能力训练，以促进大学生社会

适应能力的提升和潜能的开发，帮助大学生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喻承甫等，2022)。学校和家庭有必要重

视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培养，促进其良好个人特质的提升。 

6. 小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本文主要从家庭、文化和教育等三个影响因素入手，探讨了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并认

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培育策略涉及到家庭、文化教育、心理需求等多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关于“大学

生国家认同”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研究内容相对缺乏新意。近年来，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大学生领域，对

于汉族大学生国家认同心理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研究需要全面关注各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

及发展规律，以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培育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其次，研究方法偏向传统，缺乏跨学科研究。现有研究多采用文献分析和结构化访谈等传统研究方

法，多为定性分析，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在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中，可以更多采用跨学科的方法，

丰富研究手段，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第三，培育策略偏向宏观层面。现有文献在提出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对策时，多为宏观层面

的建议，实际操作的具体性和针对性有待加强。未来研究可以更加注重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大

学生国家认同培育策略，促进策略的实施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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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准。为了深化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研究，我们有必要

拓展研究方法和路径，促进跨机构和跨学科的合作。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内隐实验和外显调查相

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心理机制，以更全面地探讨培育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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