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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民

族认同问卷，对甘肃省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

族认同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一、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一所

藏族中学进行，研究对象为初二、初三、高一、高二

四个年级的藏族学生。共发放问卷 469 份，回收

问卷 469 份，其中有 10 份问卷有漏答题情况，予

以剔除，问卷有效率为 97. 87%。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参考西方学者菲尼 ( Phinney 1992
年) 的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和国内学者万明钢等

( 2001 年) 的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调查问卷的基

础上，编制了《甘南藏族地区青少年民族认同调

查问卷》。问卷主体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被试

基本信息与民族认同。其中，民族认同部分包含

16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其中反向计分有 2 题，

总分越高表示民族认同的程度越高。对问卷进行

信度检验，该问 卷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系 数 为 a =
0. 781，表明该问卷有较理想的信度。对于问卷的

效度，采用结构效度进行检验。通过验证性因素

分析表明，民族认同问卷结构具有对主流文化的

认同、积极的民族认同和消极的民族认同三个因

素，这与构想效度一致，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

效度。
3． 数据采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集体施测、匿名作答的方式进行

问卷调查，将获得的所有数据在 SPSS for Windows
( 21. 0) 软件上进行编码录入与相关的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 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总体状况

对于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总体状

况的探讨，采用项目平均得分与得分的中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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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样本 T 检验的方法。由于问卷是 5 点计分，且

包含三个维度，因此民族认同最高为 15 分，最低

为 3 分，中点为 9 分。问卷得分越高，表明民族认

同程度越高。如表 1 所示，民族认同总体得分显

著高于得分的中点 9 分，说明甘南地区藏族青少

年的民族认同属于“认同”以上。

表 1 民族认同总体状况

N 项目均分 SD t df Sig． ( 双侧)

民族认同 459 12. 4366 1. 50812 165. 957 458 0． 000

一般而言，影响民族认同的因素主要包含三

个方面，分别是“主流文化认同”、“积极的民族认

同”和“消极的民族认同”。［1］甘南地区藏族青少

年的民族认同分别在这三个因素上的状况进行探

讨，采用各因素项目得分的均分与得分中点进行

单样本 T 检验。各因素均采用 5 点计分( 1 为完

全不同意，5 为非常同意) ，因此各因素得分最高

为 5 分，最低为 1 分，中点为 3 分。“主流文化认

同”因素和“积极的民族认同”因素的得分越高，

表明被试对主流文化和民族的认同程度越高;

“消极的民族认同”因素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

高，表明被试民族认同程度越低。如表 2 所示，甘

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在各因素的得分均

值都显著高于得分中点 3 分。其中，主流文化认

同因素属于“认同”以上，积极民族认同因素属于

“比较认同”以上，消极民族认同得分为 0. 5641，

属于“完全不认同”，反向计分转换为非消极认同

后，属于“比较认同”以上。

表 2 民族认同各因素状况

N 项目均分 SD t df Sig． ( 双侧)

主流文化认同 459 3. 7318 0． 85967 91. 366 458 0． 000

积极民族认同 459 4. 2705 0． 73643 121. 638 458 0． 000

消极民族认同 459 0. 5641 0． 64947 143. 594 458 0． 000

2． 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影响因素的

统计结果

( 1) 性别差异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的取样及不同的研究

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性别在民

族认同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还有的研究结论则认

为性别在民族认同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本研究

对甘南地区不同性别的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 N男 = 217，N女 = 242 ) ，结果表

明，性 别 在 民 族 认 同 方 面 没 有 显 著 差 异 ( t =

－ 0. 676，p = 0. 499) 。
( 2) 年级差异
通过对甘南地区不同年级的藏族青少年民族

认同进行均值检验，表明初二年级与其他三个年

级差异较大。进一步对不同年级的民族认同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 N初二 = 117，N初三 = 122，N高一 =
112，N高二 = 108) ，如表 3 所示，年级对民族认同有

显著差异，初二年级的民族认同程度低于其他三

个年级。

表 3 民族认同年级差异

年级 N 均值 SD t Sig． ( 双侧)

民族认同
初二以上 342 12. 6561 1. 45956

初二 117 11. 8015 1. 47248
5. 136 0． 000

( 3) 班级差异
被试所在的学校每个年级都设有两种不同教

学模式的班级，一种是普通班，一种是民族班。前

者的教学过程全部采用汉语进行，藏语为单独一

门课; 后者的教学过程全部采用藏语进行，对汉语

的学习是在语文课上进行的。藏文班学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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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除了语文科目，其他学科都是用藏语呈现

的，但具体内容与普通班学生是一致的。如表 4
所示，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两种不同的

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民族认同有显著影响，普通班

民族认同高于民族班。

表 4 民族认同在不同教学模式下的差异

班级 N 均值 SD t Sig． ( 双侧)

民族认同
普通班 228 12. 9439 1. 48012

民族班 231 11. 8739 1. 33188
7. 616 0． 000

( 4) 对汉语的学习
通过对被试对汉语的学习方面与民族认同进

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学习汉语的时长和汉语口

语的流利程度与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在

0. 05( 双侧) 水平上显著相关。再进一步对甘南

地区藏族青少年对汉语的学习进行单因素方差检

验，结果表明对汉语的学习时长对民族认同没有

显著影响，但是汉语口语的流利程度在民族认同

方面是有差异的。如表 5 所示，汉语口语在比较

流利程度及以上的，其民族认同高于汉语口语水

平在一般程度及以下的。

表 5 民族认同在不同汉语口语水平的差异

汉语流利程度 N 均值 SD t Sig． ( 双侧)

民族认同
比较流利及以上 67 4. 0600 0． 83623

一般及以下 392 3. 6871 0． 85376
2. 915 0． 004

( 5) 对藏汉文化差异的主观判断
民族认同的核心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既包

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他民族文化的

排斥。通过对被试在主观上对藏、汉文化差异程

度的判断，可以了解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及

他族文化的排斥程度，进而表明其民族认同的状

态。在调查中，被试对于藏汉文化差异的主观判

断主要可分为“差异比较小或非常小”和“差异比

较大或非常大”两种情况。如表 6 所示，独立样

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认为藏、汉文化之间的差

异比较大及以上程度的被试，其民族认同要高于

认为藏、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比较小及以下程度的。

表 6 民族认同在对藏汉文化差异的主观判断上的差异

文化差异的主观判断 N 均值 SD t Sig． ( 双侧)

民族认同
差异比较大及以上 235 4. 4253 0． 66970

差异比较小及以下 224 4. 1090 ． 77196
－ 4. 563 0. 000

三、讨论与分析

1． 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总体状况

的讨论与分析

以往的相关研究［2］对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式

进行了探析。有研究认为，民族认同是阶段化发

展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 Thomas 的研究，他提出

了黑人民族认同发展五阶段模型。之后，克罗斯

( Cross) 也提出了关于黑人民族认同发展阶段的

模型。以后，菲尼( Phinney) 和她的研究群体对埃

里克森早期提出的认同发展框架进行了扩展，在

整合了个体年龄、民族认同和民族偏见三者的基

础上提出了关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发展

模型。这一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分为三个阶段，分

别是: 弥散的民族认同阶段、民族意识逐渐崛起阶

段和对母体文化的积极态度内化和整合阶段。另

一些研究则表明，民族认同是有着不同维度的整

体发 展 观 念。西 方 学 者 Aune． Valk 和 Kristel．
Karu( 2001 年) 通过实证研究将民族认同划分为

两个呈正相关的维度: 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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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Kwna ＆ Sodowsky ( 1997 年) 认为，民族认

同应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考虑，内在的民族认同

包括三个维度: 认知、道德和情感。国内学者万明

钢、王亚鹏( 2004 年) 的研究表明，民族认同包括

三个维度: 主流文化认同，即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消极民族认同，即对民族的消极信念和看法; 积极

民族认同，即对民族的积极信念和看法。［3］本研

究结果与其相类似，认为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

民族认同包含主流文化认同、积极民族认同和消

极民族认同。
在本研究中，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

同总体都高于中点分数，其民族认同在 5 点计分

“非常不认同”、“比较不认同”、“认同”、“比较认

同”和“非常认同”中处于“认同”之上，说明他们

对自身的民族身份有较好的认同。因素分析的结

果表明，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包含三

个因素，分别是“主流文化认同”、“积极的民族认

同”和“消极的民族认同”。其中，对主流文化的

认同方面，在 5 点计分中呈现在“认同”以上，积

极的民族认同处于“比较认同”之上，消极民族认

同为反向计分，其结果处于“比较不认同”及以

下，也就是说，被试在消极民族认同上的认同程度

不高。
2． 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影响因素

的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显示，性别在民族认同上是没有显著

差异的。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结论，都认为

尽管男女性别的不同并不会导致他们在民族认同

方面有所差别，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男生的民族

认同程度高于女生。出现这种结论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被试所在的民族群体更倾向于以男性为主导

的民族，尽管在现代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男女

主导的分化不那么明显，但是以往的民族历史经

历仍然会对群体成员的民族认同有所影响，使得

男性较女性有更强的民族归属感和责任感。另一

部分研究结论则显示女性的民族认同较男性高，

原因在于女性相较于男性对群体有更强的依赖

感，性格中缺少独立自主的成分。
处于不同年级的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长

和内容都有所差异，而且年级越高意味着他们学

习汉语的时间就越长，接受了更多的主流文化熏

陶。研究结论显示，甘南地区不同年级的藏族青

少年民族认同有显著差异，初二年级的民族认同

要低于初三、高一和高二年级。与学习汉语的时

长相比，对汉语的掌握程度更能影响甘南地区藏

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汉语口语水平越流利，其民

族认同越高。初中阶段的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

更容易接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以积极构建自身价值

观。该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同时受到来自

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潜移默化地接受家庭教育

中本民族传统文化，也受到学校教育中主流文化

的熏陶。随着个体年级的升高，他们的智力发育

程度逐渐加深，对事物和观念的看法也逐渐形成。
倾向于接受主流文化的个体，为了更深入地靠近

主流社会，其汉语水平也就越高，而接受更多的文

化熏陶，就会对自身的民族身份形成更高层次的

认同。
被试所在学校不同的教学模式对甘南地区藏

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有显著影响，就读于普通班

的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比民族班的要高。也就是

说，更多接触到汉语及主流文化教育的藏族青少

年，有着更高的民族认同。民族班的学生由于经

常使用本民族语言，在接受环境因素影响时，受到

的影响更少，而同时改变旧有观念，形成新看法的

可能也就更小，如果对本民族具有消极的认同态

度，则更不容易得到纠正。
民族认同的主要成分即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已有的研究认为，［4］民族认同主要是指一个民族

的成员对本民族成员间相互关系及其文化倾向性

的认可与共识，是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

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并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所持的亲近态度。对不同文化之间

差异的判断是民族认同在认知方面的体现，而认

知是进一步产生态度偏向及行为偏向的基础，被

试的主观看法是影响其民族认同的关键前提。本

研究结果显示，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对汉藏文化

是否有差异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汉藏文

化差异比较大，另一种观点认为汉藏文化差异不

太大。前者认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较高，其民族

认同也较高，后者认为两种文化同质性较高，其民

族认同则较低。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研

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

族认同包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积极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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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极的民族认同三个因素，有着较好的民族认

同水平。影响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因

素主要有: 年级、教学模式、汉语学习水平和对藏

汉文化差异的主观判断。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

民族认同在性别方面没有显著差别。初二年级学

生的民族认同低于初三、高一和高二年级。不同

的教学模式下，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

有显著差异。学习汉语时长和汉语口语的流利程

度与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显著相关，

接触汉语程度越深，汉语口语水平越好，民族认同

越高。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对藏汉文化差异大小

的主观判断与其民族认同呈正相关。
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积极的民族

认同

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不但包括对

本民族的认同成分，还包括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成分。也就是说，该地区的藏族青少年有着双重

身份认同的状况，既认同自己本民族的身份，同时

认同中华民族的身份，这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相一致。在关于群体

双重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有两种理论假设，即线性

两极模型( Liner-bipolar model) 和二维模型( Two-
dimensional model) 。线型两极模型认为对一种身

份认同过强必定会削弱对另一种身份的认同，而

二维模型则强调两种身份的认同是相互独立的，

互不影响。［5］ 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

中，对本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并未削弱他们对中

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显然属于双重身份认同

中的二维模型，两种身份的认同相互独立。这种

认同倾向符合多元文化理论，即对本民族的认同

与对他群体的高度接受是相一致的。仅从对本民

族身份的认同来说，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藏族青

少年的本民族身份认同绝大部分处于积极认同态

度，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和看待自己的民族，获

得对本民族的归属感。积极的认同态度使得这一

群体内部有较强的凝聚力，维系着民族的团结，与

此同时他们又有着良好的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

同态度，能够接受来自他民族他文化的影响，有融

入主流社会的意愿和倾向。
2． 客观的民族认知促成和谐的民族认同

从研究结果来看，影响甘南地区藏族青少年

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为研究对象的就读年级、所
在班级的教学模式、汉语学习水平以及对藏汉文

化差异的主观判断。这些影响因素的本质都指向

研究对象的认知，对本民族、他民族及中华民族的

客观认知。处在不同年级的藏族青少年接受学校

教育的时长和内容会有所差异，随着就读年级的

升高，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文化熏陶，具备了树立客

观民族认同观的认知前提。就读于普通班的藏族

青少年较民族班的民族认同高，前者更多地学习

和接受了社会主流文化，能够熟练地掌握汉语，对

他文化有着更开明的接受态度，也能更客观地评

价本民族文化，这是树立客观民族认同观的认知

关键。
从藏族青少年对本民族的认同来说，积极的

民族认同能够使民族成员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

促进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情感维系。然而不恰当的

民族认同，会增加对他民族的偏见和隔阂，产生过

分的排他性，形成狭隘的民族认同观。部分藏族

青少年对本民族有着消极的民族认同，对自己民

族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传统等存在自卑感，对自己

的民族身份进行遮掩，不愿承认，进而产生相应的

心理问题。从藏族青少年的双重身份认同来说，

由于认同的主体不同、依据不同，很容易产生民族

认同矛盾，造成只认同本民族身份或是只认同中

华民族身份的不和谐状态。因此，客观的民族认

知能够促成和谐的民族认同，获得更高层次的民

族认同。通过相应的学校教育过程和课程内容，

能够使得藏族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民族归属感，积

极和客观地认同本民族，接纳和欣赏他民族，进而

形成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树立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观念，达到双重身份认同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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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Tibetan Youth in Ganna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YANG Jun，ZHANG Bei
( Ｒ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 of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ies，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

［Abstract］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s the prerequisite
not only fo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cultures but also for friendship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A study was made on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459 Tibetan youths in Gannan Area which shows
that their identification includes three factors of identifica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positive identification and
negative identification． In the 5 point scoring，their ethnic identification degree ranges from rather identified to
very identified，showing a fairly good identifica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ide grade，teaching mode，
Chinese learning level and subjective judgmen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cultures．
［Key words］ Gannan Area; Tibetan youth;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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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国家民委办公厅组织制订
中等职业学校民族技艺类专业教学标准

国家民委办公厅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向各有关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下发通知，设立“中等职
业学校民族技艺类专业教学标准制订”应急科研项目。

全国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民族技艺行指委”) 是在教育部领导下，由国家
民委主管，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进行研究、指导、服务和质量监控的专家咨询组织。

制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是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是建
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力措施。根据《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
准制订任务分配方案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3］24 号) ，民族技艺行指委承担民族风味食品加工制
作、民间传统工艺、民族音乐与舞蹈、民族乐器修造、民族美术、民族服装与服饰、民族织绣、民族民居装
饰和民族工艺品制作等 9 个中等职业学校民族技艺类专业教学标准的制订工作，要求在 2014 年 6 月前
完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晓聪 摘自国家民委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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