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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内化，从而产生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并对其保持和创新的社会

心理过程。影视娱乐、饮食旅行以及国际化教育在当代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影

响着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为在不同语言情境下进行文化接触提供了便利，已成

为影响大学生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目前的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测量大学生的外显文化认同，未来的研究

可以融合内隐和外显的测量方式，更深入地探讨外国文化接触对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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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identity involves an individual internalizing their affiliation with a particular culture and 
cultural group, leading to a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one’s own culture. It is a social psychologi-
cal process that shapes, maintains, and innovates cultural aspects. In contemporary times, enter-
tainment, culinary experiences, travel,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lay pivotal roles in exp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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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tudents to foreign cultures, actively influenc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In comparison 
to traditional media, new media serves as a convenient means for cultural exposure in various 
linguistic contexts, emerging as a significant medium affec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cultural iden-
tity. Current research predominantly employs surveys to measure students’ explicit cultural iden-
tity, while future studies could integrate both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asurement methods to delve 
deeper into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al exposure on university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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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融愈发深入。大学生正处于文化认同形成的重要

时期，多元文化的冲击可能对其本国的文化认同产生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外国文化接触对我国大学生文

化认同的影响，以期为培育大学生文化认同提供建议。 

2. 文化接触和文化认同的概念厘定 

文化接触是两种或更多文化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直接涉及到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文化特质的

融合(蒋宝德，李鑫生，1991)。文化接触包括两种主要类型：一是有限接触或局部接触，即部分文化元素

或特质的互动，如观念、风俗、物质对象等的单向或双向文化传播；另一是全面接触，即整个文化体系

的相互联系，常会引起文化融合和文化变迁(刘海藩等，2008)。文化接触被视为文化认同形成的前提条件，

根据跨文化适应模型(Acculturation Model)，个体对原本所在文化群体和当前相处的新文化群体的态度可

以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一是对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二是对与其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

(Berry, 2003; Berry et al., 2002)。换言之，个体在外国文化接触中形成的高文化认同并不意味着对本国文

化认同的降低(余伟，郑钢，2005)。个体可能同时对两种或更多文化表现出较高的认同。 
文化认同是文化接触的重要产物。文化认同这一术语最初由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他将文化认同

定义为个体对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的内化，从而产生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并形成、保持和创新的社会

心理过程(Erikson, 1968)。文化认同涉及到对文化价值的积极评价，是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判断新文化或

异文化是否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过程(冯天瑜，2001)。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个体

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所属群体，并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体现对所属群体的认同(张莹瑞，佐斌，2006)。
因此，大学生对自己所属种族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就越可能表现出更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一些学

者认为，个体在出生地的宗教社区和成长环境中的社会习俗等与生俱来的共同文化构成了个体文化认同

的基础(Verkuy, 2001)。综合而言，文化认同是在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建构的社会心理过程(Jung & Lee, 
2004)。 

文化从接触到形成认同的过程中，传播媒介充当了重要的中介角色，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关键途径。

从传播理论的相关概念出发，文化认同可被视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一部分，通过个体运用各类媒介，

将外国文化传递到本国并取得一定传播效果的过程(拉斯韦尔，2017)。例如，电子传播媒介在文化同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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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莫利，罗宾斯，2001)，而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对文化认同和文化经验的衰退、

持久或延续产生不同的影响(单波，2010)。黄晓琴和陈林炯(2022)的研究发现，文化媒介的属性能有效激

发受众的情感反应、情感连接与情感认同，从而提升受众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接触通过各类传播媒

介可能对个体的文化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3. 外国文化接触对文化认同的影响 

人的本质并非仅是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层面上，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

2009)。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强调大学生正处于形成同一性(Identity)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大学生通过

自主探索和接触外国文化，如缺乏正确的家庭和社会引导、支持和理解，可能导致角色统合不完整。这

可能通过影响大学生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的价值观、信念以及与团体理念一致的内在保持感和团体

归属感，从而影响其文化认同的形成(郭金山，车文博，2004；牛海群，郭本禹，2021)。大学生能够认识

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体验作为群体成员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Tajfel, 1978)。形成的文化认知、

文化情感，甚至引发的文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形成，巩固了其文化身份的认

同，也增强了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当前，大学生正面临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多元文化的冲击可能

对大学生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产生影响。本部分旨在通过文化接触类型和文化传播媒介两个方面，探讨外

国文化接触对我国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3.1. 文化接触类型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融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多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文

化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学生在接触影视与娱乐、饮食与旅行，以及国际化教育等多样的文化类型

时，不仅可以感受到异地或异国文化的差异，而且在这一接触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认同。 

3.1.1. 影视与娱乐 
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可以通过多个途径获取大量的影视娱乐信息。张梅兰、邓梦瑶和刘露(2021)

发现，大学生主要通过接触美剧、日漫、韩综和体育赛事等多种途径来接触外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

大学生对外国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情感偏好。然而，在行为意向层面，大学生并没有形成更深层次的文化

行为。另一方面，郑睿和刘胜枝(2023)对比了二次元圈和古风圈大学生对中日文化的认同现状，发现前者

在日本文化符号的评价上显著高于后者，但两者在本国文化价值观的评价上无显著差异。因此，尽管外

国文化接触会影响大学生的文化评价与偏好，但并未显著影响大学生的深层文化价值观与文化行为。 

3.1.2. 饮食与旅行 
饮食是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成汝霞，黄安民和宋学通(2022)发现，大学生群体在接

触饮食文化时，美食品牌传递的文化价值会对其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异国

旅游中，旅游地美食品牌的文化价值输出也会影响大学生的文化认知、文化情感和文化行为意向，从而

可能影响其文化认同。此外，旅行也是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的方式之一。大学生在旅行过程中，不仅有

机会与当地人交往，还能够深入体验不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Lightfoot, 1995)。积极参与异

地文化交流与互动后，大学生可能形成难忘的体验，从而影响其对文化的认同(Tung & Ritchie, 2011)。陈

金华、马少思和李宇靖(2023)发现，大学生在体验华侨聚居地文化时，形成了良好的体验感，增强了对该

地文化的情感认知。这表明饮食和旅行等体验型方式在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1.3. 国际化教育 
中国是世界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地，而出国留学成为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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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留学生的留学经历显著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马文琴，李若涵，杨雨锜，2022)。
此外，莫莉和卢咏珊(2023)的研究发现，大学生通过接触两国文化能够提升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这表明

留学生能够区分两种文化，感知到两种文化间的张力、兼容程度，以及两种文化间的重叠和区别程度。

在适应新文化的过程中，留学生形成了对两种文化的独特见解，而非将两者混为一个整体(Benet-Martínez 
& Haritatos, 2005; Kim, 1977)。因此，大学生在接触不同文化时，通过他国文化的体验能够更深入地认识

本土文化，从而提升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3.2. 文化传播媒介 

在全球化传播的语境中，媒介扮演着文化传播的主要角色。传播媒介接触是媒体内容与受众互动在

心理与行为层面产生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接触引发的文化交流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情感以

及行为意向。巴兰和戴维斯(2004)提出了“媒介即信息”的理念，同时也强调传播媒介在文化接触和文化

认同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3.2.1. 传统媒体 
研究者认为，文化认同与媒介接触之间可能存在两种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认同与媒介接触呈正

相关关系(黄葳威，1999)。以电视为例，它被认为是文化认同建构中不断增长的一个来源(Barker, 1999)。
通过“看电视”这一行为，大学生能够接触外国文化，培养其现实观、世界观和价值观(Gerbner et al., 2002)，
从而提高对外国文化的认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接触外国文化可能反向促进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接触书籍、报纸、广播和电视中的外国文化后，对自身的中国文化认同产生积极影

响。在这其中，书籍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电影和报纸，而广播和电视的影响次之，网络影响相对较

弱(吴世文，石义彬，2014)。 

3.2.2. 新媒体 
曼纽尔·卡斯特(2003)指出，信息技术是社会和个体生产财富、行使权利和创造文化符码的核心能力。

在这方面，新媒体作为信息技术的产物，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融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目前，大学生主要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等设备，而与之相关的新媒体主要包括微信(92.13%)、QQ (82.87%)、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APP (76.85%)以及微博(76.85%) (石瑞，龙涵嫣，杨娟，2021)。在这些新媒体中，互

联网在大学生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外国文化的接触影响了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使得身份认同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大学生对本土

文化仍持有积极、开放的态度(许旸，2009)。以互联网短视频为例，其常态化的内容和社会化的表达通过

视听传播媒介在感官层面引发用户的共鸣，从而构建出具有共享意义的全球化生活场景(李鲤，石琪隆，

2023)。因此，新媒体通过提供实际接触媒介内容，影响了大学生个人的文化认同(Neuendorf, 1982) 

4. 小结与展望 

总的来看，外国文化接触对大学生的本国文化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视与娱乐、饮食与旅行，

以及国际化教育作为当代大学生接触外国文化的重要方式，正影响着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值得注意的是，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为大学生提供了更为便捷和广泛的文化接

触途径，特别是在跨越语言和地域情景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在对外国文化接触与文

化认同关系的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第一，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文化认同作为一个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其方法应该更富多样性。当

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访谈、传记分析和经验研究的质性方法，这些方法大多是外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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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霍桑效应”和“主试效应”的问题；二是基于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的量化方法。但是，当前

研究在研究设计和变量操纵方面有待进一步区分文化接触方式或媒介类型，以更准确地测量外国文化接

触对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其次，样本选取缺乏代表性。当前研究主要基于地区性的样本取样，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广泛地比较

不同区域大学生的认同特点，并扩大取样范围，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与实验研究。 
第三，研究视角较为狭隘。外国文化接触不仅仅表现在传播媒介和内容两方面，还牵涉到大学生自

身的生理因素、地域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多个层面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广泛的视角出发，全面探

讨这一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普遍对外国文化接触持有积极开放的态度(张梅兰，邓梦瑶，刘露，2021)。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为大学生接触不同外国文化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从而可

能影响他们的文化认同。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提高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我国大学生和大众传媒应当保

持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觉，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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