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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军校藏族学员为对象，通过调查研究，

分析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初步探索提高军校藏族学

员国家认同的途径，完善和发展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建设，为培养出合格的

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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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this article uses Tibetan cadets in military 

academies as the study obje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it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cadets and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it. And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s conducted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cadets，per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ibetan cadets’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is to striv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qualified minority high-qualit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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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同是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

家认同概念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引入政治学领域，是在现代国家合理性基础上，

建构出对某一个国家的身份感，是对于自己所处国家的认同，承认国家统治的

合法性。从心理学角度看，国家认同感则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

和接受，是一个包括许多成分的复杂心理结构系统，包括认知和情感成分。国

家认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外，国家认同指国家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

国际社会的认可，作为国家成员同样获得属于国家的归属感；对内，国家认同

指国家主权范围内成员的认同，是个体成员与国家在情感上的结合，确认自己

一国公民身份和了解所属国家的心理过程，表现在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等方面的理解、赞同和支持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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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快且发展的不平衡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国际交往越加频繁，各民族文

化的交流与碰撞逐渐增多，使得国家认同方面出现了危机。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

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不仅能够缓解族群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且能够强化公民对

政府的信任并重塑其合法性，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源泉，

也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藏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其民族文化历史悠久、丰

富多彩，但也经历着现代化外来文化的影响，正在逐步全球化。与此同时，许

多反华势力制造了各种关于藏民族历史的舆论，并且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那些

民族信仰浓厚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藏民群体中进行分裂活动。军校藏族学员作

为民族地区中的一个比较优秀且特殊的群体，是未来推动藏区发展的中坚力量，

肩负着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要使命。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状况，

不仅体现了自身的政治素质，并且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会在民族地区产生示范

效应，从而会对民族地区政治的建设及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更关系到民族地区

的经济发展、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以及国家的安全稳定。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由于军校的藏族学员人数并不多，在进行被试选择时，尽可能多地选取不

同的学校，本研究采取了整群随机取样方法选取武警警官学院、昆明民族干部

学院、重庆后勤工程学院、军械工程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五所军队院校

的 180 名藏族学员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180 份，回收问卷 169 份，问卷有效

回收率约为 93.9%。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生源（青年生、部队生），党员（是、否），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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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受教育水平（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父母

的民族（藏、汉、其他），自评汉族朋友数量（非常多、比较多、比较少、非常少），

自评汉语水平（很好、比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自评汉语口语水平（非常流利、

比较流利、一般、比较差、非常差）等。

2.2.2   国家认同问卷

本研究采用曹宏伟 2012 年编制的藏族大学生国家认同调查问卷，问卷包含

15 个项目，由 3 个维度构成，即认知、情感、行为。采用 5 点计分，有 1 ～ 5 五

个数字备选，程度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完全不同意”计 1 分，

“完全同意”计 5 分，总分越高表示国家认同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及

3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4、0.83、0.87、0.87。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使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

不同人口学特征被试的评分，从而得出被试群体国家认同的相关特性。

3  研究结果

3.1  总体情况描述性统计

通过分析发现，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平均分为 14.33，高于理论中值，

说明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是积极和正面的，且总体程度很高。从表 1 可知，

军校藏族学员在认知维度上得分最高，情感维度次之，行为维度最低。

表 1  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总体情况

维度 均值 M 标准差 SD 标准误 SE 极小值 MIN 极大值 MAX
认知 4.84 0.355 0.027 3.14 5.00
情感 4.79 0.434 0.033 2.20 5.00
行为 4.70 0.544 0.042 2.00 5.00

国家认同 14.33 1.225 0.095 7.49 15.00

3.2  口学变量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军校藏族学员在国家认同及各维度上的得分不受生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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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与否、出生地、父亲民族、父母文化水平、学习汉语时间和汉语水平的影响（p

＞ 0.05）。

3.2.1  年级差异

为了考察年级因素对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影响，对不同年级藏族学员

的国家认同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年级对军校藏族学员

的国家认同及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影响（p ＜ 0.05）。多重比较发现，在国家

认同总分和情感、行为维度上，大一、大二和大三学员均显著高于大四学员，

认知维度上大一和大三学员显著高于大四学员。

表 2  年级对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影响

M SD F p

认知

大一 4.88 0.259

3.657 0.014
大二 4.83 0.388
大三 4.95 0.126
大四 4.69 0.499

情感

大一 4.81 0.309

4.629 0.004
大二 4.83 0.451
大三 4.91 0.200
大四 4.56 0.618

行为

大一 4.78 0.457

4.181 0.007
大二 4.76 0.522
大三 4.77 0.437
大四 4.41 0.687

国家认同
总分

大一 14.46 0.878

4.715 0.003
大二 14.43 1.291
大三 14.64 0.684
大四 13.67 1.659

3.2.2  母亲民族

为了考察母亲民族对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影响，对母亲不同民族的藏

族学员的国家认同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母亲的民族对

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及情感和行为维度存在显著影响。多重比较发现，在

国家认同总分和情感、行为维度上，母亲是藏族的学员显著低于母亲是其他民

族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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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母亲民族对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影响

M SD F p

认知
汉族 4.86 0.247

2.513 0.084藏族 4.82 0.378
其他 5.00 0.000

情感
汉族 5.00 0.000

3.434 0.035藏族 4.76 0.461
其他 5.00 0.000

行为
汉族 4.56 0.385

4.088 0.019藏族 4.66 0.574
其他 5.00 0.000

国家认同
总分

汉族 14.41 0.552
3.920 0.022藏族 14.22 1.296

其他 15.00 0.000

3.2.3  汉族朋友数量

为了考察汉族朋友数量对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影响，对汉族朋友数量

不同的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汉族

朋友的数量对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及情感和行为维度存在显著影响。多重

比较发现在国家认同总分和情感、行为维度上，汉族朋友非常多、比较多和比

较少的学员都显著高于非常少的学员。

表 4  汉族朋友数量对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影响

M SD F p

认知

非常多 4.88 0.333

1.786 0.152
比较多 4.86 0.283

比较少 4.80 0.444

非常少 4.43 0.990

情感

非常多 4.87 0.264

3.814 0.011
比较多 4.78 0.417
比较少 4.74 0.501
非常少 4.01 1.617

行为

非常多 4.83 0.446

3.388 0.020
比较多 4.63 0.469
比较少 4.66 0.647
非常少 4.00 1.732

国家认同
总分

非常多 14.57 0.934

3.374 0.020
比较多 14.27 1.033
比较少 14.19 1.506
非常少 12.50 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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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自评汉语口语水平

为了考察自评汉语口语水平对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影响，对自评汉语

口语水平不同的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自评汉语口语水平对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及各维度均存在显著影响。多重

比较发现在国家认同及各维度上，自评汉语口语水平非常流利、比较流利和一

般的学员分别显著高于比较差的学员。

表 5  自评汉语口语水平对军校藏族学员国家认同的影响

M SD F p

认知

非常流利 4.79 0.314

8.188 0.000
比较流利 4.83 0.363

一般 4.94 0.161
比较差 4.11 1.033

情感

非常流利 4.75 0.486

9.964 0.000
比较流利 4.79 0.373

一般 4.89 0.239
比较差 3.75 1.464

行为

非常流利 4.63 0.433

7.239 0.000
比较流利 4.67 0.535

一般 4.86 0.364
比较差 3.67 1.563

国家认同
总分

非常流利 14.16 1.025

10.062 0.000
比较流利 14.29 1.144

一般 14.69 0.685
比较差 11.52 4.040

4  讨论

藏族学员从小生活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让藏族同

胞形成了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这是藏民族共同体非常强大的精神纽带，

也是他们个性特征的重要表现，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稳定性。虽然他们从小接

受的民族教育较多，但必然会受到国家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并且国

家把民族平等写入《宪法》，采取许多措施保证民族平等，保护民族文化，在

藏族聚居地实行区域自治和扶持政策，当代藏族大学生群体是国家民族政策的

受惠者，所以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认同较高。

虽然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整体是积极向上的，但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大学生正处在心理成熟期，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正处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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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国家意识也是不稳定的，除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

化影响之外，还有来自环境、家庭、同伴之间的相互作用。军校有着严格的思

想政治教育模式，随着年纪的增长，军校的藏族学员思维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

强烈，也逐渐形成了主人翁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但他们的社会经验较缺乏，理

论思维也还不够成熟，常常会受到一些不良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进

而影响到他们的国家认同的判断与选择。作为将来民族地区重要的和平稳定的

建设力量，军校藏族学员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

主流文化，并学会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保持清醒头脑，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观。

军校藏族学员基本来自本民族聚居地区，绝大部分的父母有宗教信仰，他

们从小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宗教情感、宗教信念和从事宗

教活动的影响，会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及国家认同等的形成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前藏区乃至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急剧的思想、文化、经济

的变迁，对藏族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振动，社会化的过程会与固

有的民族身份和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差异，由于从小的家庭教育环境及宗教信仰

让一部分军校藏族学员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产生疑惑，甚至

抵触心理。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应该重视家庭环境的影响，加强在少数民族聚

居地对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归属感的宣传教育，克服家庭教育存在的误区，

让早期家庭教育与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增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主流政治意识，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

军校藏族学员的汉族朋友数量和汉语口语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

主流文化的认同、理解以及接触程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一种文化的认识

和理解，首先从语言开始。我国的主流文化是汉文化，科学知识领域也是以汉

语为主，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同样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语言主要反映了学生

对汉语的理解能力，汉语能力较高的藏族大学生，与汉族学生在互动过程中具

有较小的困难，对中华文明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多，相应地对藏汉文化的认识就

更清晰、更客观，能更理性地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藏族和汉族的历史和文化，并

将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表现出更加积

极的国家认同。汉族朋友数量也反映了藏族学员与汉文化接触的多少，汉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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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较多的学生就相应地有较多机会与汉族学生交流，拓宽他们人际交往的范围，

促进他们对汉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但并不会削弱其对藏族文化的兴趣和坚定的

信仰。军校教育中，应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建设，以足够的耐心去引导

他们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正确理解，在尊重他们特有文化的同时，发挥校园

环境的力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国家认同的

培养。

5  结论

通过本调查研究，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是健康积极的，同时会受到年

级、母亲民族和自身汉语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

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与进步，军校少数民族学员又是

将来维护民族地区团结统一的中坚力量。所以，应高度重视军校藏族学员的国

家认同教育，增强他们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认同，提高他们自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政治素质。

本研究是首次对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进行调查，被试更多地偏向于指

挥类的军队院校，所以院校类型的单一被试是否具有代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

证研究与探索。其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只是局限于军校藏族学员的国家认同，

今后将对军校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对少

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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