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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在穗高校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的群际接触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以及文化适应策略的作用。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结构化访谈法调查139位在穗高校维吾尔族学生的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和

社会文化适应情况。结果：在穗高校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群际接触数量、质量和水平良好，对社会文化

适应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维吾尔族学生依次采取整合、同化、分离策略；社会文化整体适应良好；

分离策略部分中介群际接触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整合策略调节群际接触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结

论：群际接触越低，维吾尔族学生越会采取分离策略，从而降低社会文化适应水平；整合策略倾向性越

高，群际接触对社会文化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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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social accul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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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Xinjiang Uygur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acculturation strate-
gies. Methods: Three questionnaires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intergroup 
contact,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social acculturation of 139 Xinjiang Uygur college stu-
dents in Guangzhou in the present study. Results: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level of intergroup 
contact of Xinjiang Uygur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verage 
values and they all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social acculturation. Most of the 
students maintained integration strategy, followed by separation and assimilation and the social 
accultu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verage values. Separation acculturation strategy played 
a role in meditating intergroup contact on social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social acculturation. Conclusion: Low intergroup contact contri-
buted to decreasing the intendancy to maintain separation strategy and thus leading to a worse 
social acculturation. High tendency of integration strategy served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predic-
tive effect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social accul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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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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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连续接触两种不同的文化群体所带来的文化心理变化(史佳鑫等，2014)。
近年来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学生选择到内地高校求学，他们从较偏远的西部地区到东部较发达城市、从自

己熟悉的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成员群体中进入以汉文化为主流、汉族人居多的领域之后，不得不面对文

化适应的考验。由于少数民族生活环境、民族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他们面临着许多挑战，甚至会

面临适应困难，比如交友困难(许钧等，2010)。这种文化适应困难不仅容易带来心理压力，导致心理问题，

而且容易引发两个群体间的误解与冲突。  
国内针对群际关系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维族大学生认为汉族与

维吾尔族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信仰方面容易产生误解(李硕豪，柔则麦提，2013)。为避免误会，

维族学生一般不主动接触汉族学生(李硕豪，柔则麦提，2013)。这种行为导致维族学生的交往范围减小，

课外活动时间多与本民族学生共享，产生小群体现象。一项对天津高校新疆维族大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

的调查发现多数维族学生主要交流对象是本族学生，部分同学感到交友困难(许钧等，2010)。一项针对西

安市维族大学生适应状况的调查发现维族大学生不适应的深层原因主要有语言、刻板印象及社会文化偏

见、主体民族的接受程度这四个方面(尉少宣，2009)。 
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是指两种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接触，被认为是心理学中促进群际关系最有效的策

略之一，一般包括接触数量和接触质量(李森森等，2010)。对在美日本留学生的调查发现，日本留学生接触主

流群体成员的程度越高，一般生活满意度越高(Toyokawaa & Toyokawa, 2002)；调查发现留学生参与社会活动

的程度和文化适应为正相关关系，越积极融入和参与社会活动，其文化适应越好(王晶，2010)。那么，维族学

生与汉族成员接触的数量和质量是否会影响维吾尔族学生在穗的文化适应呢？这是本文想探讨的重点之一。 
跨文化心理学家 John W. Berry提出了文化适应策略的双模型理论，认为文化适应策略具有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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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1) 是否愿意保留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点(cultural maintenance)；2) 是否愿意和另一个群体的成员

接触(contact and participation)。文化适应策略有四种，分别是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

(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结合上述的两个维度，整合策略是指个体愿意保留本民族文化以

及与主流文化群体接触；同化策略是指个体放弃保留本民族文化，但愿意和主流文化群体接触，融入主

流文化；分离策略是指个体愿意保留本民族文化但不愿意和主流文化群体接触；边缘化策略是指个体既

不愿保留本民族文化又不想和主流文化群体接触(Berry, 2001)。对在成都求学的维族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在

蓉维族大学生为适应主流文化主要采取了以上三种文化适应策略，且使用最多的策略是同化策略，使用

最少的是整合策略(范梨新，2012)。另外，汉族朋友的数量可以预测内地藏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策略(王
亚鹏，2002)；同样是对在京藏族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同化策略和整合策略可促进跨民族接触，而分离策

略没有影响(史佳鑫等，2014)；国外学者研究显示，群际接触的质量和数量分别通过消极的外群体影响对文

化保持和文化接纳意愿产生影响，即群际接触与文化适应策略存在相关(Van Acker & Vanbeselaere, 2011)。 
综上所述，本研究重点探讨维吾尔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群际接触对维吾尔族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的影

响以及文化适应策略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族际关系作为我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探讨学生的

群际接触对维吾尔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具体影响机制，对促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提出教育引导对

策，提高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于广州地区招收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的高校派发问卷，共发放问卷 160 份，

回收 160 份，剔除乱答、漏答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139 份。被试均为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年级

涵盖预科、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其中男生 44 人(32%)，女生 95 人(68%)，年龄 17~24 岁(20.63 ± 1.42)。 

2.2. 研究工具 

2.2.1. 群际接触数量问卷 
群际接触数量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 Walker 等人编制的社会接触程度问卷(Social Contact 

Questionnaire)考察维族学生在校内、宿舍、课堂、校外等地方和汉族成员接触的频率。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记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1~5 分，共 6 个项目，分数越高说明接触数量越大。

第二部分问卷来自学者 Tam 等人，用于考察不同场合下维族学生与汉族成员接触的频率。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记分，从“没有”到“很多”分别计 1~5 分，共 3 个项目，分数越高说明接触数量越大。群际接触

数量问卷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5。 

2.2.2. 群际接触质量问卷 
问卷改编自 Walker 等人编制的个性化接触问卷(Individuating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考察维族学生

与汉族成员在人际交往中情感安慰、合作以及互帮互助的频率。问卷采用 1~4 点计分，从“几乎从来没有”

到“很经常”，共 8 个项目，如“当汉族人遇到麻烦时，我曾经帮助过他们”，分数越高说明接触质量越

高。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5。根据前人的研究，本研究将接触数量和接触质量相乘获

得新指标“接触水平”，作为群际接触的第三个维度，分数越高说明接触水平越高(Walker & Hewstone, 2010)。 

2.2.3. 文化适应策略问卷 
本研究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问卷改编自王亚鹏编制的藏族大学生文化适应调查问卷(TUAS)，用于测

量维吾尔族学生在广州地区学习生活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包括整合、分离、同化三种策略。问卷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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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rt 五点记分，从“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1~5 分。整合、分离、同化策略各有 4、5、
5 个项目，共 14 个项目，如“虽然我尽力去适应汉族的生活习惯，但我也保持本民族一些传统的东西”

(整合)；“我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防止汉文化对我的影响”(分离)；“为了适应汉族的生活，我在各方

面都学习汉族的生活习惯”(同化)，分数越高说明越倾向于该策略。在本研究中整合策略、分离策略、同

化策略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434、0.552、0.503。 

2.2.4. 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  
SCAS 由 Ward 等人开发并经过国内学者修订，为满足研究目的，对量表中的两个题目进行修改，量

表中“对气候的适应”改为“适应广州的气候”，“适应当地的饭菜”改为“适应广州的饭菜”。采用

Likert 五点记分，从“没有困难”到“极大困难”，分别计 1~5 分，共 26 个项目，涉及物质生活、人际

行为、认知价值三个维度(Ward & Kennedy, 1999)。统计方法是将所有的题目方向计分后再求总均分，总

均分越高，表明被试的社会文化适应越好。社会文化适应量表(SCAS)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 

2.2.5. 结构化访谈提纲  
结构化访谈提纲围绕“学习、生活、人际关系适应”主题进行访谈，共有 4 个题目，如“内地的生

活或文化等方面有没有对你的学习或者生活产生影响？有哪些方面是有影响的呢？(适应或不适应的都

可以)请举一些例子”。 

2.2.6.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研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周

浩，龙立荣，2004)，设定公因子数为 1。 

3. 结果 

3.1. 参与者基本人口学信息 

被试家庭居住地当地居民构成以本民族占多数为主；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本民族学生占多数；高中

阶段选择汉族学生占多数和本民族学生占多数的比例相近，被试以这两者的选择为主(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N M ± SD 

家庭居住地当地居民构成 139 2.12 ± 0.692 

小学阶段学生构成 139 1.87 ± 0.624 

初中阶段学生构成 139 2.01 ± 0.707 

高中阶段学生构成 139 1.81 ± 0.748 

注：变量编码：家庭居住地当地居民构成：汉族占多数 = 1，本民族占多 = 2，汉族与本民族人数差不多 = 3，其他

少数民族占多数 = 4，下同。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析出的公因子解释的变异为 21.16%，小于 30%，所以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3. 在穗维吾尔族学生的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与社会文化适应的现状分析 

从总体上看，在穗维吾尔族学生群际接触数量、质量和水平良好，得分都显著高于理论均值(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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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维吾尔族学生依次采取整合、同化、分离策略；社会文化适应得分显著高于理论均值，说明整体

适应良好(见表 2)。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和社会文化适应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男女生在接触质量和接触水平上有显著差异，t1 (137) = −2.11，p1 < 0.05，t2 (137) = −2.23，p2 < 0.05，说

明男生与汉族学生的接触质量和接触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Uygur students’ intergroup contact,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social acculturation 
表 2. 维族学生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与文化适应的性别差异分析(M ± SD) 

 
群际接触 文化适应策略 社会文化 

适应 接触数量 接触质量 接触水平 整合 分离 同化 

总体(139) 4.32 ± 0.5 2.96 ± 0.7 13.02 ± 4.13 4.05 ± 0.48 2.22 ± 0.51 2.82 ± 0.48 4.42 ± 0.41 

男性(44) 4.42 ± 0.53 3.14 ± 0.68 14.15 ± 4.17 4.09 ± 0.59 2.20 ± 0.55 2.86 ± 0.54 4.43 ± 0.36 

女性(95) 4.27 ± 0.49 2.87 ± 0.7 12.50 ± 4.03 4.03 ± 0.43 2.23 ± 0.49 2.80 ± 0.44 4.41 ± 0.43 

t −1.61 −2.11* −2.23* −0.63 0.32 −0.71 −0.22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4. 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社会文化适应、人口学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文化适应策略、群际接触、社会文化适应及人口学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见表 3)。因为群

际接触水平这一指标来自接触数量与接触质量，因此只观察群际接触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群

际接触水平与整合策略呈显著正相关(r = 0.29, p < 0.01)；群际接触水平与分离策略呈显著负相关(r = 
−0.33, p < 0.01)；群际接触水平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 = 0.44, p < 0.01)；整合策略与社会文化

适应无显著相关(r = 0.07, p>0.05)；分离策略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同化策

略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 = 0.18, p < 0.05)；人口学变量中小学阶段学生构成与社会文化适应呈

显著负相关(r = −0.17, p < 0.05)。 
 
Table 3. Correlation among intergroup contact,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social acculturation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3. 群际接触、文化适应策略、社会文化适应、人口学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          

2 0.19* −         

3 0.06 0.29** −        

4 −0.03 −0.33** −0.15 −       

5 0.06 0.12 0.23** −0.04 −      

6 0.02 0.44** 0.07 −0.28** 0.18* −     

7 0.02 −0.05 −0.01 −0.03 −0.08 0.01 −    

8 −0.06 −0.12 0.02 −0.06 −0.02 −0.17* −0.06 −   

9 −0.14 0.03 −0.07 −0.02 0.12 −0.01 −0.12 0.43** −  

10 −0.20* −0.1 −0.14 0.09 0.05 −0.01 0 0.1 0.33** − 

注：变量编码：性别 = 1，接触水平 = 2，整合策略 = 3，分离策略 = 4，同化策略 = 5，社会文化适应 = 6，家庭

居住地当地居民构成 = 7，小学阶段学生构成 = 8，初中阶段学生构成 = 9，高中阶段学生构成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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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接触水平此一指标计算中包含了接触数量与接触质量，因此后续建模使用接触水平作为接触情

况的指标，不分别赘述接触质量与接触数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 Zhao 等人(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温忠麟等，2005)，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选择模型 4，将样本量设定为 5000，置信区间为 95%，以小学阶段学

生构成为协变量，分析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分层回归分析表明，当控制了小学阶段学生构成的作用后，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和分离策

略的预测作用均达到显著水平，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427, p < 
0.001)，对分离策略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327, p<.001)；分离策略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β = −0.288, p < 0.01)。当同时考察群际接触水平和分离策略对社会文化适应的预测作用时，发

现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仍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371, p < 0.001)，但回归系数降低，由 0.427
变为 0.371。 

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程序检验显示，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

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大小为 0.0053，ab = 0.0053，BootSE = 0.0029，区间(0.00, 0.01)不包含 0。控制了中介

变量分离策略后，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仍显著，区间(0.021, 0.053)不包含 0。a × b × c’的符

号为正，所以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之间发挥了互补型中介效应。分离策略在群

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见图 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paration strategy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social acculturation 
图 1. 分离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 

3.6. 整合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 

将整合策略分为低分组(Z ≤ −1SD)、中间组(−1SD < Z < SD)和高分组(Z ≥ 1SD)，再分别进行群际

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回归分析。群际接触水平×整合策略的交互作用显著，ΔR2 = 0.042，
(ΔF(1,134) = 7.64, p < 0.01)，说明控制了小学阶段学生构成、群际接触水平和整合策略的主效应后，群

际接触水平 × 整合策略对社会文化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简单效果检验显示整合策略低分组

群际接触质量对社会文化适应没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105, p > 0.05)；整合策略中间组群际接触水平对

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471, p < 0.001)；整合策略高分组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

应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754, p < 0.01)。当整合策略从中间组提升至高分组时，群际接触水平对社

会文化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随之增强，β值增大。说明整合策略调节效应的作用是增强群际接触水平对

文化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得分越高正向预测作用越强。整合策略对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

间的调节效应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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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social acculturation 
表 4. 整合策略在群际接触水平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第一步：协变量 
小学阶段学生构成 −0.174* -0.121 0.118 0.131 

第二步：主效应 
群际接触水平  0.427*** 0.444*** 0.425*** 

第三步：调节变量 
整合策略   −0.057 −0.082 

第四步：调节效应 
接触水平 × 整合策略    0.209** 

ΔF 4.264* 30.872*** 0.515 7.640** 

ΔR2 0.03 0.179 0.003 0.042 

AdjR2 0.023 0.198 0.195 0.233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群际接触数量、群际接触质量、群际接触水平得分均显著高于理论均值，说明维族学生

在高校内和汉族学生的接触频率、程度良好。面对以汉族文化为主流的高校学习生活，高校课程、社团、

体育活动、志愿活动等为维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提供了许多相互交流、接触认识的机会，这也说明了丰富

的活动是促进不同民族间接触交流的方式之一。本研究发现男女生在接触质量和接触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男生与汉族学生的接触质量和接触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同时，与前人研究一致(王亚鹏，2002)，维族学

生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依次是整合、同化和分离。少部分同学采取同化策略，即拒绝保留本民族的文化

但愿意融入汉族化。另一值得注意的适应问题是“学习困难”，反映在英语课程难度大，这可能与维族

学生接触英语时间短、英语应用范围狭窄有关。在穗生活或文化对维吾尔族学生的积极影响体现在学习

氛围上，高校浓厚的学习氛围可提高维吾尔族学生的学习动力；由于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从小生活

的地区不同，文化熏陶有较大差异，不同的生活习惯是维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群际接触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群际接触水平越高，维族学生的社会文化

适应越好。因此，鼓励积极的群际接触有益于维族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维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群际接

触水平越低，越会采取保留本民族文化特点和拒绝与汉族群体接触的分离策略，从而降低社会文化适应

水平，导致适应困难。维族学生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下进入以汉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内地高校求学，必

然会面临许多挑战。许多研究表明越多接触另一群体，越有可能显著提高对该群体的喜爱程度(Berry, 
2001)。如果双方逃避互动，导致群际接触水平降低，少数群体对汉族的接纳程度也会降低，此时维族学

生更容易采取分离策略，这种消极的应对策略进一步导致维族学生产生适应困难。因此，积极鼓励维族

学生与汉族成员接触，鼓励汉族成员保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有利于双方更好地适应高校生活，促进民族

团结发展。 
群际接触水平 × 整合策略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说明整合策略是影响群际接触和社会

文化适应关系的积极因素。整合策略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增强群际接触对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强度上。

它被认为是四种文化适应策略中最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既能保留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本民族文化的价

值，又能处理好和目标群体的关系，做到主动融入目标群体。因此，鼓励少数民族学生采取高倾向性的

整合策略，提高群际接触水平可改善其社会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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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适应是跨文化群体必须面对的挑战，它不仅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罗平，等，2011)。文化

适应是跨文化个体压力的来源之一，与个体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原本的行为

模式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有所改变，心理层面会因接触新文化环境而产生焦虑、威胁感等消极情绪，或

是对外群体产生认知偏差，这些都是文化适应过程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关注跨文化群体的文

化适应，探讨影响文化适应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完善文化适应理论，对提高跨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

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从少数民族学生角度，主动与汉族成员和汉族文化接触，增加接触频率，但同时保

留本民族文化特点、采取整合策略有助于更好适应新生活。从高校等组织的角度，鼓励交流，为少数群

体和汉族提供接触机会，提高群际接触水平，可以帮助少数群体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其次，鼓励展现

少数民族优秀特色文化的活动，为汉族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提供平台，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群体采取积极

的文化适应策略来应对以汉族为主流文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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