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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adap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of many subjects such as sociology and psy-
chology. Social adapt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turning poi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of far-reaching signi-
ficance to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ir studi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ethnic areas where many cultures are in-
tertwined,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ir cultural and so-
cial adapt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Inner Mongolia 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to analyze the me-
diating roles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520 college students in Inner Mongolia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Questionnaire, Cultural Intelligence Scale, 
Cultural Identity Scale and Social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47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
tained, including 211 Mongolian subjects and 261 Han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adaptation. 2)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Mongolian/Han cultural identity played signifi-
cant mediating roles in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and social adaptation; 3)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Mongolian/Han cultural identity played significantly sequential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at is, the influence of perceptual cultural dis-
tance on social adaptation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path of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 
cultural intelligence → social adap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can not only play independently mediating roles, but also sequential mediating roles in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on soci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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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适应是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适应对正处在身心发展的转折期的大学生

群体来说意义重大，大学生社会适应的高低对其身心发展和顺利完成学业有着深远的意义。已有的研究

表明，对于身处多种文化交织交融的民族地区的大学生而言，个体对文化的感知是其文化适应及社会适

应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旨在探讨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并且分析文

化智力、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使用感知文化距离问卷、文化智力量表、文化认同量表、大学生社会适

应问卷对内蒙古地区的52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获得有效问卷472份，其中蒙古族被试211人，汉族被

试261人。结果表明：1) 大学生感知文化距离与蒙/汉文化认同、文化智力和社会适应显著相关；2) 文
化智力和蒙/汉文化认同在感知文化距离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3) 文化智力和蒙/汉文化认

同在感知文化距离和社会适应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即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可以通过感

知文化距离→文化智力→文化认同→社会适应这一路径实现。该结果说明，在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

的影响中，文化智力、文化认同不仅可以起到独立的中介作用，还可以共同影响构成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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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内蒙古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蒙古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为主，内蒙古地区的大学生处

于蒙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学习生活环境下，蒙古族同学和汉族同学在语言表达、生活习惯等多方面都有

不同之处，因此面对着很大的文化适应的压力。社会适应水平的高低对大学生短期的学习、人际关系，

甚至长远的人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有研究指出，适应不良的人除了对学业会产生影响，也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心理问题，最终导致退学、自杀、校园暴力等极端事件的发生，不仅影响自身的前途和命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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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1]。因此如何提高多元文化背景下蒙汉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很有必要，

而从文化这一层面探讨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便显得尤为重要。 
U 型文化适应理论认为人的文化适应过程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的 U 型轨迹，由最初感到很容易到

经历危机时期，接着感觉很难适应，之后产生了不愉快孤独的感觉，最后又回到适应状态整合到新的文

化环境中的一个过程[2]，后经多人修正[3]。文化适应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过程，这

种过程引起了心理及社会层面的变化，因此这一适应过程也是社会适应过程的一部分。不同领域对社会

适应强调的重心不同，社会学更多强调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心理学更注重心理层面的机制以及适应

过程，对社会适应的定义主要有三个层面：其一，在认知层面上，个体每一个心理的反映不论指向于外

部的动作还是内化了的思维动作，都是一种适应，本质在于机体与环境的平衡。其二，在行为层面上，

朱智贤教授在《心理学大词典》一书中指出：社会适应是个体接受现存的社会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和行

为准则的过程[4]。其三，在人格层面上，黄希庭教授认为社会适应也是一种人格适应，压力的处理与应

对是个体人格与社会支持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众多影响社会适应的因素中，主流文化与原生文化的文化距离远近是一个关键因素[5]。感知文化

距离是个体所感知到的原生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距离的远近[6]。对于感知文化距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跨国文化上，例如，Babiker 从气候、服饰、语言使用习惯、食物摄取习惯等 10 个方面探讨了爱丁堡大

学的国际学生对本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感知差异，发现亚洲和非洲学生的感知差异明显高于美洲的

学生[7]。Galchenko 研究了在俄罗斯的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发现感知到文化距离较远的中国与朝鲜

留学生，其适应水平较低；而感知到文化距离较近的非洲和原属苏联国家的留学生，其适应水平也相对

较高[8]。郭佳佳以在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感知到的文化距离会影响其社会文化适应[9]。因此可以

推测，蒙汉间感知到的文化距离也可能对二者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本研究将对此进行验证。 
另外，有研究表明，文化认同的程度同样影响社会适应，Berry 提出文化适应的 4 种模式：整合、同

化、分离、边缘化，文化认同程度越高越趋于整合[10]。Ward 将文化认同分为主族与客族文化认同两个

维度，根据旅居者对这两种文化的不同认同度也可以区分出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四种文化适应策略

[11]。根据国外学者弗洛伊德及国内众多学者对文化认同的定义将其总结为：个体对本族群或其他族群文

化的认同程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相同或相近的生活环境，2) 共同文化符号，3) 个体在种族中

拥有归属感，4) 行为、态度与群体内大多数人趋于一致[12]。王亚鹏的研究指出，主流文化认同一方面

会影响民族认同度，另一方面还会起到调整文化适应策略的作用[13]。郭佳佳的研究发现了在华留学生对

中国文化的认同在感知文化距离和社会文化适应间起中介作用[9]。Van de Vijver 同样证实了感知到的文

化距离通过影响人格层面的认同度对在俄交换生的跨文化适应产生影响[14]。据此提出假设 1：文化认同

在感知文化距离和蒙汉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同时，文化智力不仅是影响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也能够显著地影响社会文化适应[15]。文化智力是

反映人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处理信息，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适应新文化的能力，它

的基本要素包括认知、动力、行动三个方面[16] [17]。文化智力越高文化认同程度就越高，进而越适应新

环境[18]。付佳通过问卷和实验的形式证明在跨国文化背景下，文化智力越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越强[19]。
据此提出假设 2：文化智力在感知文化距离和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除此之外，文化智力理论指出

当个体处于新环境中，文化智力高的个体会倾向于对母文化和主流文化选择整合的模式，会更有效处理

线索及识别母文化和主流文化关联性，会协调好母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冲突，积极地融入主流文化，而

感知文化距离通过影响文化智力对适应环境产生影响[20]。因此本研究还要验证文化智力和蒙/汉文化认

同在感知文化距离和社会适应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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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 52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472 份，其中男生 200 人(42.4%)，女生 272 人(57.6%)；
蒙古族 211 人(44.7%)，汉族 261 人(55.3%)；大一 103 人(21.8%)，大二 124 人(26.3%)，大三 161 人(34.1%)，
大四 84 人(17.8%)；省内 390 人(82.6%)，省外 82 人(17.4%)。 

2.2. 工具 

2.2.1. 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 
采用方从慧编制的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21]，总共 23 个项目，包括学习适应、未来适应、环境适应、

心理适应、人际适应 5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计算各个项

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明社会适应水平越高。此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2.2.2. 感知文化距离问卷 
本研究通过选择不同的圆圈位置的重叠程度来反映被试对蒙古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感知文化距离，

这一方式在研究族群关系以及亲密关系方面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方法[22] [23]。其中，两个圆圈完全分

离（计 6 分)表示被试认为蒙古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两是完全不同的，感知文化距离最远；两个圆圈完全重

合(计 1 分)表示被试认为蒙古族文化和汉族文化是完全相同的，没有心理距离。最终计算的得分越高说明

感知文化距离越远，得分越低说明感知文化距离越近。 

2.2.3. 文化智力量表 
采用 Ang 等人编制[24]、郑彩花修订的文化智力量表[18]，总共 20 个题目，包括行为性文化智力、

动机性文化智力、认知性文化智力和元认知性文化智力四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符

合)到“5”(完全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86。 

2.2.4. 文化认同量表 
采用郑彩花编制的文化认同量表[18]，总共 27 个项目，包括蒙古族文化认同和汉族文化认同两个维

度，采用 5 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86。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所有的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所以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数据收集时采用程序控制

进行克服，如匿名保护、多种计分方式。数据分析过程中，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16 个因子特征

根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2.17%，小于 40%的临界标准，因此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

题。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 1 可知，感知文化距离的均分显示感知文化距离整体趋于整合，对感知文化距离、文化智力、

蒙文化认同、汉文化认同及社会适应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感知文化距离与文化智力、汉文化认同、社

会适应呈显著负相关，蒙文化认同和汉文化认同呈显著负相关。感知文化距离和蒙文化认同呈显著正相

关，文化智力与蒙文化认同、汉文化认同、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汉文化认同、蒙文化认同与社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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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 cultural intelligen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adaptation 
表 1. 感知文化距离、文化智力、文化认同及社会适应的相关性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感知文

化距离 
3.67 0.85 1              

2 汉文化

认同 
35.92 7.35 −0.41** 1             

3 蒙文化

认同 
34.08 9.16 0.15** −0.28** 1            

4 元认知

性文化 
智力 

14.83 2.66 −0.11* 0.14** 0.25** 1           

5 认知性

文化智力 
17.04 4.69 −0.01 0.10* 0.28** 0.29** 1          

6 动机性

文化智力 
17.07 3.48 −0.21** 0.18** 0.27** 0.41** 0.32** 1         

7 行为性

文化智力 
17.36 3.57 −0.10* 0.09 0.27** 0.45** 0.32** 0.52** 1        

8 文化智

力 
66.29 10.56 −0.14** 0.17** 0.37** 0.67** 0.73** 0.75** 0.77** 1       

9 学习适

应 
3.61 0.59 −0.15** 0.32** 0.10 0.20** 0.17** 0.33** 0.19** 0.30** 1      

10 未来

适应 
3.82 0.57 −0.09 0.28** 0.24** 0.34** 0.25** 0.34** 0.34** 0.42** 0.48** 1     

11 环境

适应 
3.67 0.59 −0.20** 0.22** −0.02 0.17** −0.02 0.22** −0.08 0.14** 0.35** 0.23** 1    

12 心理

适应 
3.75 0.61 −0.13** 0.16** 0.02 0.19** 0.02 0.27** 0.16** 0.20** 0.45** 0.34** 0.47** 1   

13 人际

适应 
3.48 0.70 0.10** 0.19** 0.10* 0.18** 0.17** 0.35** 0.25** 0.32** 0.25** 0.30** 0.32** 0.34** 1  

14 社会

适应 
3.67 0.42 −0.19** 0.34** 0.10* 0.31** 0.17** 0.44** 0.30** 0.40** 0.71** 0.66** 0.68** 0.75** 0.66** 1 

注：N = 472；*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感知文化距离与社会适应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进行分析[25]，中介效应若显著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自变量(如感知文化距离)对因变量(社会适应)的作用显著；2) 自变量(如感知文化距离)对中介变量(如
文化智力)预测显著；3) 中介变量(如文化智力)对因变量(如社会适应)的预测显著。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检验文化认同和文化智力在感知文化距离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26]。 
首先，检验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RMSEA = 0.06，SRMR = 0.03，

CFI = 0.98，GFI = 0.99，AGFI = 0.97，IFI = 0.98，感知文化距离显著负向预测社会适应(γ = −0.22，t = −4.04，
p < 0.001)。 

其次，对汉文化认同下链式中介模型 1 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模型拟合指标是：RMSEA = 0.07，
SRMR = 0.05，CFI = 0.92，GFI = 0.95，AGFI = 0.92，IFI = 0.92，模型拟合良好。从图 1 的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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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可以看出：感知文化距离能够负向预测文化智力(γ = −0.20，t = −3.71，p < 0.001)，文化智力能够正向

预测汉文化认同(γ = 0.16，t = 2.66，p < 0.001)，汉文化认同能够正向预测社会适应(γ = 0.40，t = 5.03，p < 
0.001)，文化智力能正向预测社会适应(γ = 0.55，t = 6.43，p < 0.001)，即大学生的感知文化距离越近，

其文化智力水平会越高，进而文化认同程度也越高，最终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另外，感知文化距离对

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仍显著(γ = 0.10，t = 1.69，p < 0.001)。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图 1. 汉文化认同链式中介模型图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Mongolian Cultural Identity 
图 2. 蒙文化认同链式中介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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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蒙文化认同下的链式中介模型 2 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模型拟合指标是：RMSEA = 0.07，
SRMR = 0.06，CFI = 0.94，GFI = 0.95，AGFI = 0.91，IFI = 0.94，模型拟合良好[27]。从图 2 的结构方程

模型图可以看出：感知文化距离能够负向预测文化智力(γ = −0.20，t = −3.72，p < 0.001)，文化智力能够

正向预测蒙文化认同(γ = 0.44，t = 7.18，p < 0.001)，蒙文化认同能够负向预测社会适应(γ = −0.13，t = −
2.12，p < 0.001)，文化智力能正向预测社会适应(γ = 0.65，t = 6.40，p < 0.001)，即大学生的感知文化距

离越近，其文化智力水平会越高，进而蒙文化认同程度也越高，最终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另外，感知文

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仍显著(γ = −0.04，t = −0.75，p < 0.001)。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具有负向预测的作用，即感知文化距离越小，社会适应水平越

高，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5]，以往大都研究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对于感知文化

距离对社会适应的中介机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

应影响的过程中，文化智力和文化认同的链式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中介作用同过文化智力的作用和文化

认同的作用实现，也通过文化智力和文化认同的共同作用实现。 
首先，本研究发现，文化智力在感知文化距离和社会适应之间有中介作用。一方面，感知文化距离

对文化智力有负向预测作用，即感知文化距离越小，文化智力越高。 
正如 Earley 和 Ang 文化智力理论认为的[16]，文化智力是个体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能力，个体进

入新文化环境后，文化适应压力作为一种压力源，会打破个体内在的平衡，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越小说明

适应文化的能力即文化智力越高，因此这种文化适应压力也就越小， 另一方面，本研究还发现文化智力

正向预测社会适应。已有研究证实，文化智力是预测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之一，文化智力作为一种适应

环境的能力，能力越强越能适应新环境[18]。文化智力是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中的“桥梁”[20]，
因此，文化智力在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人们可以通过缩短感知文化距离或者

提高文化智力进而提高社会适应。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文化认同在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与以往研究不同，

针对本研究内蒙古地区文化的特殊性，我们将文化认同的两个维度蒙文化认同和汉文化认同分别讨论。

一方面，感知文化距离对汉文化认同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0]，即感知文化距离越小，

越认同汉文化；本研究还发现，感知文化距离对蒙文化认同有正向预测作用，即感知文化距离越大越认

同蒙文化，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内蒙古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以蒙古族和

汉族交融尤为凸显，汉族居民比蒙古族居民多，所以汉族文化是这里的主流文化，当感知到的文化距离

较大时，说明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较低，也就越认同蒙文化。另一方面，不论是蒙文化认同这一维度

还是汉文化认同这一维度都正向预测社会适应，文化认同程度越高，社会适应水平越高。这也与前人研

究结论一致[18]。Berry 将文化认同分为四种态度模式：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10]，当个体可以很

好的整合文化或者同化文化时，文化认同程度就会高，这类人群的社会适应水平也会高，当个体将文化

分离或者边缘化时，文化认同程度也会低，这类人群的社会适应水平也会低。因此，文化智力在感知文

化距离和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人们可以通过缩短感知文化距离或者提高文化认同程度进而提高社

会适应。 
再者，感知文化距离还可以通过文化智力和文化认同这一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社会适应，即感知文化

距离越小，文化智力越高，进而提高文化认同，最终提升社会适应。本研究从影响社会适应水平的文化

智力出发，证实了文化智力和文化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解释了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机制，也更完善了以往关于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结果启发我们要重视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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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影响，对于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域，要很好的把多种文化融和到一起，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

并且可以通过提高文化智力和文化认同程度去提升社会适应水平。当然社会适应的提升也会提高主观幸

福感，有利于更好地工作和生活[21] [28]。本研究仅讨论了内蒙古地区的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之后可以

进一步研究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适应现状及影响因素。 

5. 结论 

(1) 文化智力是感知文化距离与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2) 文化认同是感知文化距离与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3) 文化智力和文化认同在感知文化距离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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