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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d the Chinese Multiethnic Adolescent Cultur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to survey 523 
undergraduates in Inner Mongolia. Correlation analysis, internal consistency test and Confirma-
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is questionnaire, and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culture identity of undergraduates in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and structural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met the psy-
chometric criterion, and the criterion validity is good. The use of the questionnaire in Inner Mon-
golia tends to be a first-order 6-factor structure. The undergraduates’ cultural identity in Inner 
Mongolia is better,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grated identification model is the 
highest.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gender, origin and nationality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to un-
dergraduates’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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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对内蒙古地区的523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相关分析、

内部一致性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并检验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情况。结

果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构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效标关联效度较好。该问卷在内

蒙古地区的使用倾向于是一个一阶六因素结构。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总体情况较好，整合认同模

式的被试人数最多。性别、生源地和民族对于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情况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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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的民族实体，这 56 个民族是一个相互依存

和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1]。一个民族的存在需要其成员有两方面的认同，一是对民族本身的认同，二

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2]。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人的认同源泉和立国之本[3]。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一个

地区的凝聚力与社会和谐的基础，尤其是在文化多元的社会中，文化认同对人们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文化认同因其重要地位得以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热点，对于文化认同的涵义，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

法。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认同是一种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个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的自

我意识。同样地，文化是建构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4]，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认同是指个体自我与文化之

间的心理联系[5]，文化认同的发展与个人的文化经历有关。Gail M. Ferguson 和 Jacqueline Nguyen [6]认
为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个特例，是指个体认同内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国内学者郑晓云[2]认为文化认

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文化认同表现为个体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我”

和“他”的确定。Berry [7]提出的文化适应的概念是指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之间持续的接触所

引起的文化和心理两方面的变化过程。在这种程度上，文化适应也是人们接触不同文化产生的一种心理

和行为变化，只是文化适应包含了个体的行为表现，而文化认同则更倾向于是一种独立于行为的内部结

构[8]。总结上述各研究者的观点，可以确定的是文化认同既属自我认同又属社会认同，它是个体或群体

在其母文化与异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文化认同的心理成分，Phinney 和 Ong [8]认为承诺和归属感是文化认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郑

雪等研究者[9]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个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

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王沛[10]认为民族文化认同是个体以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各种文化事项做出认知判

断、情感依附、行为选择和调整倾向，这一过程强调个体依自己的需要依附和改造特定文化。因此，文

化认同包括认知、情感、态度等多种成分[11]，并且文化认同本质是一种对价值观和价值观外化形式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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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1] [12] [13]，明确的文化认同可以为个体的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参考框架[4]。 
在对文化认同结构的探讨中，国外研究者的观点经历了从一维、二维至多维的变化[14]。如前述 Berry 

[15]的研究，他认为文化认同存在两种相互独立的维度，即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移入地主流文化的认同，

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移民对这两个维度认同的积极与消极程度归纳出四种文化认同态度模式——整合、同

化、分离和边缘化，其中整合是最理想，个体适应最好的一种模式。国内研究者普遍都认可文化认同具

有多层次结构这一论述。董莉、万明钢等人[16] [17]认为从宏观上，文化认同由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部

分构成。赵锦山[18]认为根据费孝通民族多层次的说法，民族文化认同可以从族内文化认同、族际文化认

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三个层次来考虑。王沛等研究者[10]建构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层级结构”认为民族

文化认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心理结构系统，民族文化认同包括本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中

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因其历史和地理的差异而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相应地，在

更高层次上，中华民族在实践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民族文化认同就包括对本民族文

化的文化认同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 
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离不开相应的测量工具，以往各研究者曾根据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编制了多

个文化认同问卷[19] [20] [21] [22] [23]。本研究的目的是对胡发稳等人编制的《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

同问卷》[21]进行跨地区验证，将郑彩花基于内蒙古地区被试编制的《文化认同量表》[23]作为效标，检

验前者在内蒙古地区蒙汉文化交融的环境下的适用情况，同时考察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基本情

况，分析影响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因素。本研究可以为揭示大学生文化认同特点及指导大学生更好地适应

异文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完善文化认同测量工具以及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研究尽一份力。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采

用分层抽样和便利抽样，发放问卷 10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523 份(删除蒙、汉民族外其他民族被试)。其

中汉族 294 人，蒙古族 229 人；男生 238 人，女生 285 人；生源地为内蒙古区内 412 人，生源地为区外

111 人。 

2.2. 工具 

《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是由胡发稳、王沛和李丽菊于 2014 年选取云南省五个民族的青

少年学生编制的文化认同测量工具。该问卷共 34 道题目，包括两个二阶因子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

同，其中民族文化认同包括族物喜好、宗教信念、民族接纳和民族俗约四个一阶因子；主流文化认同包

括主体文化和社会规范两个一阶因子。采用 5 点计分，5 表示完全符合；1 表示完全不符合。总问卷、民

族文化认同、主流文化认同的 α系数分别是 0.92、0.88 和 0.85。 
《文化认同量表》是由郑彩花于 2013 年选取内蒙古地区的汉族和蒙古族被试编制的文化认同测量工

具。该问卷共 27 道题目，包括蒙文化认同和汉文化认同两个二阶因子，蒙文化认同包括蒙文化行为、蒙

文化认知、蒙文化情感三个一阶因子；汉文化认同包括汉文化行为和汉文化认知两个一阶因子。量表采

用 5 点计分，5 表示完全符合；1 表示完全不符合。总量表、蒙文化认同、汉文化认同的 α 系数分别是

0.775、0.912 和 0.856。 

2.3. 数据处理方法 

使用 SPSS20、Amos22 进行相关分析、内部一致性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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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3.1.1. 内部一致性检验 
各因子及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见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s coefficient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表 1. 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 

 族物 
喜好 

宗教 
信念 

民族 
接纳 

民族 
俗约 

民族 
文化 

主体 
文化 

社会 
规范 

主流 
文化 总量表 

蒙古族 0.742 0.733 0.752 0.734 0.889 0.758 0.813 0.859 0.912 

汉族 0.748 0.727 0.766 0.738 0.879 0.709 0.845 0.851 0.914 

总体 0.744 0.750 0.765 0.736 0.886 0.739 0.830 0.857 0.911 

 
结果显示，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在蒙、汉民族大学生中施测的各因子及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在 0.709~0.914 之间，说明该问卷信度较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3.1.2. 各因子之间以及各因子与总分的相关分析 
通过检验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各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来考察问卷的结构效度。具体结果

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factors and between each factor and total score 
表 2. 各因子之间以及各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族物 
喜好 

宗教 
信念 

民族 
接纳 

民族 
俗约 

主体 
文化 

社会 
规范 

民族 
文化 

主流 
文化 

族物喜好 1        

宗教信念 0.401** 1       

民族接纳 0.628** 0.344** 1      

民族俗约 0.620** 0.578** 0.479** 1     

主体文化 0.564** 0.210** 0.477** 0.411** 1    

社会规范 0.534** 0.039 0.524** 0.305** 0.587** 1   

民族文化 0.776** 0.800** 0.715** 0.841** 0.486** 0.376** 1  

主流文化 0.619** 0.157** 0.564** 0.411** 0.917** 0.850** 0.495** 1 

总分 0.808** 0.581** 0.740** 0.742** 0.783** 0.674** 0.882** 0.82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结果显示，除宗教信念与社会规范之间相关不显著，其余民族文化因子和主流文化因子之间皆相关

显著。二阶因子民族文化包含的一阶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344~0.628 之间，呈中低度相关(P < 0.01)，
民族文化与其一阶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715~0.841 之间，呈中高度相关(P < 0.01)；二阶因子主流文化

包含的一阶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87 (P < 0.01)，主流文化与其一阶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850~0.917 之间，呈中高度相关(P < 0.01)；两个二阶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95 (P < 0.01)，二阶因子

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82、0.827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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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子与总分呈中高度相关，各因子之间呈中低度相关说明该问卷结构效度较好，符合心理测量学

标准。 

3.1.3. 与《文化认同量表》的相关 
将《文化认同量表》作为效标，对《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和《文化认同量表》进行相

关分析，相关分析的结果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Chinese Multiethnic Adolescent Cultur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Cultural Iden-
tity Questionnaire 
表 3. 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与文化认同量表的相关系数 

 蒙文化认同 汉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总分 

民族文化 0.477** 0.205** 0.550** 

主流文化 0.028 0.470** 0.358** 

文化认同总分 0.301** 0.384** 0.52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结果表明，除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的主流文化维度与蒙文化认同维度相关不显著之外，

其余各维度之间相关均显著，两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29 (P < 0.01)。 

3.1.4. 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该问卷的一阶单因子模型、一阶六因子模型和二阶六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确定适合该

问卷的最优模型。单因子模型是把 34 个项目都作为一个潜变量指标；一阶六因子模型是把族物喜好、宗

教信念、民族俗约、民族接纳、主体文化和社会规范六个因子作为潜在变量；二阶模型是把族物喜好、

宗教信念、民族接纳和民族俗约作为一个高阶潜在变量的指标，把主体文化和社会规范作为另一个高阶

潜在变量的指标。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见表 4。 
 
Table 4. 3 models’ fit index in CFA 
表 4. 三个模型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标 

模型设定 Χ2 df Χ2/df CFI GFI AGFI NFI IFI RMSEA 

一阶单因子

模型 
4846.41 527 9.20 0.80 0.65 0.60 0.79 0.80 0.125 

一阶六因子

模型 
2048.63 512 4.00 0.93 0.81 0.78 0.91 0.93 0.076 

二阶六因子

模型 
1965.95 520 3.78 0.78 0.80 0.77 0.73 0.78 0.073 

 
根据理论，当 Χ2 值、Χ2/df值越接近 0，AGFI、CFI、NFI、GFI、IFI 越接近 1，RMSEA < 0.08 时

表示模型拟合度较好。结果显示一阶六因子模型比单因子模型和二阶模型拟合程度好，但其 GFI、AGFI
两个指标略偏低。 

3.2. 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情况的测量 

3.2.1.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总体情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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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undergraduate’s cultural identity 
表 5. 大学生总体文化认同情况 

 M SD Max Min 

族物喜好 4.226 0.572 5.000 1.500 

宗教信念 3.086 0.923 5.000 1.000 

民族接纳 4.186 0.584 5.000 1.330 

民族俗约 3.698 0.717 5.000 1.000 

民族文化 3.799 0.558 5.000 1.810 

主体文化 4.029 0.595 5.000 1.140 

社会规范 4.517 0.541 5.000 1.000 

主流文化 4.273 0.519 5.000 1.450 

文化认同 8.072 0.931 10.000 3.430 

 
结果显示，文化认同各维度的平均分大于理论中值 3，文化认同总量表的平均分大于理论中值 5.5，

表明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水平较高。 

3.2.2.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性别差异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性别差异情况见表 6。 

 
Table 6. T-test between genders (Male 238, Female 285) 
表 6.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性别差异(男 238，女 285) 

 性别 M SD t 

族物喜好 
男 4.181 0.586 

−1.657 
女 4.264 0.559 

宗教信念 
男 3.099 0.969 

0.311 
女 3.075 0.885 

民族接纳 
男 4.084 0.595 

−3.711*** 
女 4.272 0.561 

民族俗约 
男 3.754 0.727 

1.631 
女 3.651 0.708 

民族文化 
男 3.780 0.585 

−0.731 
女 3.815 0.534 

主体文化 
男 3.985 0.617 

−1.556 
女 4.066 0.574 

社会规范 
男 4.420 0.594 

−3.738*** 
女 4.598 0.479 

主流文化 
男 4.202 0.563 

−2.828** 
女 4.332 0.470 

文化认同 
男 7.982 0.996 

−2.009* 
女 8.148 0.86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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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民族接纳、社会规范、主流文化和文化认同维度上，男女差异显著，均是女生得分高

于男生。 

3.2.3.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民族差异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民族差异情况见表 7。 

 
Table 7. T-test between nationalities (Han 294, Mongolian 229) 
表 7.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民族差异(汉 294，蒙 229) 

 民族 M SD t 

族物喜好 
汉 4.208 0.591 

−0.810 
蒙 4.249 0.546 

宗教信念 
汉 2.861 0.934 

−6.684*** 
蒙 3.376 0.825 

民族接纳 
汉 4.085 0.596 

−4.587*** 
蒙 4.317 0.541 

民族俗约 
汉 3.642 0.754 

−2.044* 
蒙 3.770 0.662 

民族文化 
汉 3.699 0.563 

−4.755*** 
蒙 3.928 0.524 

主体文化 
汉 4.132 0.556 

4.547*** 
蒙 3.898 0.618 

社会规范 
汉 4.558 0.532 

1.965 
蒙 4.464 0.549 

主流文化 
汉 4.345 0.497 

3.624*** 
蒙 4.181 0.533 

文化认同 
汉 8.044 0.946 

−0.796 
蒙 8.109 0.91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结果显示，宗教信念、民族接纳、民族俗约、民族文化、主体文化、主流文化维度民族差异显著，

社会规范维度边缘显著。宗教信念、民族接纳、民族俗约、民族文化维度，蒙古族被试得分高于汉族被

试；主体文化、社会规范、主流文化维度，汉族被试得分高于蒙古族被试。 

3.2.4.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生源地差异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生源地差异情况见表 8。 
结果表明，主体文化的生源地差异显著，其他省区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内蒙古区内被试的得分。 

3.2.5. 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模式的分布情况 
根据 Berry [15]对文化认同模式的划分，将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文化认同的得分以理论中值 3 分为分

界点，大于 3 分为积极认同，小于 3 分为消极认同，从而将文化认同模式分为整合、同化、分离、边缘

化四种类型，每种类型人数分布情况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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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test between origin-areas (Inner Mongolia 412, Other Provinces 111) 
表 8. 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生源地差异(内蒙古 412，其他省区 111) 

 生源地 M SD t 

族物喜好 
内蒙古区内 4.210 0.583 

−1.264 
其他省区 4.287 0.528 

宗教信念 
内蒙古区内 3.114 0.925 

1.310 
其他省区 2.984 0.913 

民族接纳 
内蒙古区内 4.194 0.595 

0.585 
其他省区 4.158 0.539 

民族俗约 
内蒙古区内 3.685 0.718 

−0.765 
其他省区 3.744 0.715 

民族文化 
内蒙古区内 3.808 0.568 

0.125 
其他省区 3.793 0.518 

主体文化 
内蒙古区内 4.001 0.607 

−2.095* 
其他省区 4.134 0.536 

社会规范 
内蒙古区内 4.506 0.552 

−0.881 
其他省区 4.557 0.501 

主流文化 
内蒙古区内 4.254 0.527 

−1.660 
其他省区 4.346 0.481 

文化认同 
内蒙古区内 8.054 0.943 

−0.848 
其他省区 8.139 0.88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9. Undergraduates’ cultural identity patterns in Inner Mongolia 
表 9. 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模式的分布情况 

民族 民族文化认同 主流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模式 人数 比例 

蒙古族 
(N = 229) 

积极 
积极 整合 211 92.14% 

消极 分离 5 2.18% 

消极 
积极 同化 10 4.37% 

消极 边缘化 1 0.44% 

汉族 
(N = 294) 

积极 
积极 整合 261 88.78% 

消极 分离 0 0% 

消极 
积极 同化 27 9.18% 

消极 边缘化 4 1.36% 

总体 
(N = 523) 

积极 
积极 整合 472 90.25% 

消极 分离 5 0.96% 

消极 
积极 同化 37 7.07% 

消极 边缘化 5 0.96% 

 
结果显示，四种文化认同模式中，蒙古族被试人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汉

族被试人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整合、同化、边缘化、分离；总的来看，人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整合、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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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边缘化，其中整合人数达 90.25%，同化人数为 7.07%，边缘化和分离人数相等皆为 0.96%。 

4. 讨论 

4.1. 《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根据测量理论，各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大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说明各因子与总量表既有共同性，

各因子之间又分别各有侧重，这样可以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该问卷的社会规范与宗教信念相

关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学校教育中科学的世界观与传统的宗教信念相悖，使得大学生更认同科学的世界

观而不认同传统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形式，除此之外，该问卷的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

准，结构效度较好。 
一般认为一个量表与作为效标的量表呈中等程度相关则认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本研

究中两问卷总分呈中等程度相关，因此认为《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量表》效标关联效度较好。 
《中国多民族青少年文化认同问卷》编制时形成二阶六因子模型，本研究选择一阶单因子模型、一

阶六因子模型和二阶六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一阶六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总体上

能够满足心理测量学的标准，一阶单因子模型和二阶六因子模型拟合较差，因此接受一阶六因子模型，

这一结果与问卷编制时的结果不同，该问卷在内蒙古地区使用时需要对其中的条目进行一定的调整。 

4.2. 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情况的分析 

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总体情况较好，无论是民族文化认同还是主流文化认同都得分较高，该

结果与郑彩花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两个民族大学生整体文化适应良好[24]。 
在民族接纳、社会规范、主流文化和文化认同维度上，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均是女生得分高于男生。

该结果与杨素萍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可能是因为女大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接纳程度更高，对文化内容的

情感投入更多[25]。同时可能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女性接触了更多的民族文化遗产，因而

女性的文化认同水平更高[20]。 
宗教信念、民族接纳、民族俗约、民族文化维度，蒙古族被试得分高于汉族被试；主体文化、社会

规范、主流文化维度，汉族被试得分高于蒙古族被试，这说明两个民族的大学生均对自己所属民族的文

化高度认同，都热爱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同时因为主流文化与汉族本民族文化的高度重合，使得汉

族大学生的主流文化认同水平较高。 
主体文化的生源地差异显著，其他省区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内蒙古区内被试的得分，其余维度则差

异不显著。该结果与李继利的研究结果相似[26]，这一结果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在认同中的作用，相较于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蒙汉交融的文化环境下的大学生，来自于其他省区的大学生大多生活在比较单一

的文化环境中，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和学校的文化教育环境使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经典名著”，

“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普通话和中文”这些有特色的文化符号具有高度的文化情感和文化认知

水平。 
在文化认同模式的分析中，大多数大学生都具有整合的文化认同模式，只有少数大学生属于同化、

分离、边缘化的文化认同模式。这表明他们既认同自己所属民族文化，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认同

主流文化，愿意与主流文化接触。根据 Berry 的理论，整合是个体认同最好、最积极的状态[15]，采取整

合认同模式的个体社会适应水平较高，因此，总体上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情况是积极的。 

5. 结论 

《中国多民族文化认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均可接受，该问卷在内蒙古地区的使用更倾向是一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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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六因子结构。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总体情况较好，整合认同模式的被试人数最多。性别、生源

地和民族对于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文化认同情况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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