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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通过深入探讨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现状及其形成因素，为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的培育

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研究发现，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总体上呈现良好态势，其中华裔青少年

对“有形”的显性文化载体认同度更高。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族群认同和集体自尊对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多族群认同对文化认同的解释力更强。 
 

关键词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Culture  
Identity of Ethnic Chinese Teenagers 

Enhui Chen, Yue Zhuang, Wenhao Zhou, Yu Hu* 
College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y 12th, 2024; accepted: Jul. 9th, 2024; published: Jul. 16th, 2024 

 
 

 
Abstract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ethnic 
Chinese teenagers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ethnic Chinese teenagers 
is generally favorable, with Chinese teenagers identifying more with tangible explicit cultural car-
riers. Through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it is found that ethnic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ethnic Chinese teenagers’ Chinese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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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identity, with ethnic identity having a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for Chinese cultural iden-
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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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随着华侨数量的提升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

播，海外华人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逐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中华文化认同

的不同主体中，华裔青少年成为海外华人华侨中重要的新兴力量。但是随着新一代华裔进一步融入当地

社会，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面临挑战。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认同是一个涉及个体自我意识、情感和心理过程的概念，具体来说认同是一

个涉及个体如何在社会中定位自己、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及形成和维持自我概念的复杂心理过程，它描

述了个人与他人或群体之间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趋同现象(白苏婷等，2014)。弗洛伊德首次提出认同这

一概念，认为个体通过模仿，尤其是对父母的模仿，将他人的价值和规范内化，形成心理上的同一感。

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对“我是谁”这

一根本问题的回答，这涉及到对职业、价值观、信仰等关键生活领域的探索和选择。埃里克森的理论

还指出，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它在社会背景中形成，反映了社会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影

响。 
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中，青少年时期是角色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阶段，这一时期对个体

的自我同一性构建尤为关键。如果个体在这一阶段未能妥善处理自我同一性的问题，可能会经历认同危

机。文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对青少年的自我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认同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Collier Thomas 在 1988 年将文化认同定义为群体间或个体与群

体间在共享文化范畴内的确认和认可关系。中国学者崔新建进一步强调文化认同在多种认同类型中的核

心地位，将其定义为“人与人之间或个人与群体间的共同文化确认”(崔新建，2004)。社会心理学家普遍

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在社会影响下进行自我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特定文化的认同。综合

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本土文化背景，本研究从文化符号、文化身份、文化价值三个维度

探讨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 
在涉及文化的研究领域，研究者通常将个体–集体社会取向作为衡量文化差异的指标，西方国家

的文化一般强调个体主义取向，而东方国家的文化普遍认同集体主义取向。与个体主义取向相比，集

体主义取向文化更重视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相信集体的团结与目标比个人的动机和情绪更加重

要(郑雪，王磊，2005)。故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假设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可能与多

族群认同、集体自尊等因素有关。且多族群认同与集体自尊是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形成的重要影响

因素。 
本研究主要目的包括以下几点：(1) 获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的现状特征。选用合适的有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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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问卷，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的现状进行调研，并对其结果进行描述

性分析，获取华裔青少年文化认同的总体特征。(2) 探究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形成的影响因素。引入

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两个变量，通过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探究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对华裔青少

年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 
本研究将揭示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的现状，探究多族群认同与集体自尊对华裔青少年文化认同

形成的影响，将多族群认同与集体自尊引入中华文化认同研究领域，突出中华文化认同的集体主义特质。

不仅将丰富华裔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拓展中华文化认同的研究领域，并且为进一步探究华裔青

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的培育策略奠定基础。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采用问卷法，探究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现状，以及多族群认同与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认同的

影响。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法，对来自欧洲、美国等多地的海外华文学校的学生进行线上施测，共得到有

效问卷 256 份。年龄范围在 9~18 岁之间，其中男生 93 人，女生 163 人。 

2.3. 研究方法 

2.3.1. 研究工具 
(1) 中华文化认同量表 
本研究采用马尧(2021)等人编制的《中华文化认同量表》，该量表共 24 个题目。从文化符号(1、2、

6、13、15、16、21、24)、文化身份(4、10、12、17、7、14、19、13)、文化价值(3、5、8、9、11、18、
20、22)三个维度来测量中华文化认同。采用五点量表计分方式，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分数

越高，中华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为 0.86，问卷信度较好。 
(2) 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MEIM-R) 
本研究采用的多族群认同量表是 Phinney 在 2007 年的修订版本(MEIM-R)，该量表包括 14 个题目，

从身份探索(1、4、5)和身份承诺(2、3、6)两个维度来测量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采用四点计分，1 = 完
全不同意，4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多群体民族认同程度越高，量表信效度良好。 

(3) 集体自尊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 Luhtanen 和 Crocker (1992)等人编制，张力为和梁展鹏(2002)修订的《集体自尊量表》。

该量表共 16 个条目。从私人集体自尊(2、6、10、14)、公共集体自尊(3、7、11、15)、成员集体自尊(1、
5、9、13)、身份认同重要性(4、8、12、16)四个维度来测量集体自尊。采用七点量表计分方式，1 = 完
全不同意，7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集体自尊程度越高。其中 2、4、5、7、10、12、13、15、8 题为

反向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为 0.91，各维度量表的信度范围在 0.70~0.85 之间。 

2.3.2. 研究过程 
通过联系欧洲、美洲等地海外华文学校校长招募海外华裔青少年作为被试，被试被告知该研究是关

于中华文化认同的调查。调查开始之前，向被试强调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填答过程为完全匿名，指导被

试按照真实想法作答。 
首先被试需要填写人口学信息，其次需要完成中华文化认同量表、多族群认同量表、集体自尊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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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项题目中选出最符合自身认同的选项。 
最后，被试作答完毕后将得到 2 元作为报酬。 

2.3.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4. 研究结果 

主要包括中华文化认同现状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华文化认同和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的相关分析和

中华文化认同和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的回归分析。 

2.4.1.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从文化符号、文化身份、文化价值三维度，对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1 所示，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同程度最高，均值 M = 34.57，M > 30，标准差 SD = 6.11，
随后得分依次为文化价值(M = 33.84)，文化身份(M = 33.49)，多维度平均值均处于高水平，M > 30 (满分

40)。这反映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总体现状较为良好，这可能与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与影

响力的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有关。 
 
Table 1. Results on Chinese culture identity of ethnic Chinese teenagers 
表 1.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统计结果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文化符号 256 8 40 34.57 6.11 

文化身份 256 8 40 33.49 6.50 

文化价值 256 8 40 33.84 6.46 

有效个案数(成列) 256     

 
(1) 文化符号维度 
文化符号认同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分为“文化艺术”与“语言认知”两个子维度，根据民族文

化认同结构理论，文化符号是一个国家独有文化的抽象化呈现形式(王沛，胡发稳，2011)。文化符号认同

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有形”的显性文化载体的认同，包括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表意符号。如表 2 所示，文化艺术子维度均值 M = 17.39，高于语言认知子维度的均值

M = 17.18，这说明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艺术的认可度较高，而语言认知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华裔青少

年逐渐融入当地语言环境所致的。 
 
Table 2. Results on cultural symbols 
表 2. 文化符号得分统计结果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文化艺术 256 4 20 17.39 3.19 

语言认知 256 4 20 17.18 3.26 

文化符号 256 8 40 34.57 6.11 

有效个案数(成列) 256     

 
(2) 文化身份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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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认同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包括“民族身份”和“民族习俗”两个子维度，文化身份主

要探究了“我是谁”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部分和重要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梁兆桢，2023)。这

一维度主要考察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身份归属感，对中华民族习俗的认同感。如表 3 所示，华裔青

少年“民族身份”子维度的得分均值为 16.95，略高于“民族习俗”子维度的均值 16.54。 
 
Table 3. Results on cultural identity 
表 3. 文化身份得分统计结果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民族身份 256 4 20 16.95 3.44 

民族习俗 256 4 20 16.54 3.38 

文化身份 256 8 40 33.49 6.50 

有效个案数(成列) 256     

 
(3) 文化价值维度 
文化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包括“传统思想”和“移情接纳”两个子维度。该维度主

要探究华裔青少年群体对中华文化普遍价值观念的认同，分为对中国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传统思想的接

受，以及是否愿意将中华文化价值观念付诸实践两方面。如表 4 所示，在该维度中“传统思想”和“移

情接纳”得分均值为 16.38、17.45，整体得分均值 33.84。“传统思想”在六个次子集合中得分最低。

由此可知，中华文化传统思想相较于其他维度在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认同较为欠缺，但仍然处于高水

平。 
 
Table 4. Results on cultural value 
表 4. 文化价值得分统计结果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传统思想 256 4 20 16.38 3.52 

移情接纳 256 4 20 17.45 3.26 

文化价值 256 8 40 33.84 6.46 

有效个案数(成列) 256     

2.4.2. 华裔青少年多族群认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多族群认同由“身份探索”与“身份承诺”两个子维度构成。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在的族群

的语言、习俗、宗教、文化、价值观等身份要素的认同(周爱保，刘显翠，2018)。身份探索维度主要关注

个体对自己族群身份的寻求、发现和学习的过程。身份探索的过程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族群

身份，增强族群认同感和归属感。身份承诺维度主要关注个体对自己族群身份的承诺和忠诚程度。它涉

及个体对自己族群身份的认同、尊重和捍卫，以及为族群利益和荣誉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身份承诺的

强弱可以反映个体对族群认同的深浅程度，以及对族群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由表 5 可知，身份探索子维度均值 N = 11.15，身份承诺子维度均值 N = 11.39，身份承诺略高于身份

探索，这可能是由于许多华裔家庭重视教育，尤其是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寄予厚望。这种教育方式可能会让

青少年更专注于个人发展，从而在身份上表现出更多的承诺。而华裔青少年可能面临融入主流社会的压力，

这可能会导致他们更加专注于适应主流文化，而不是探索自己的文化身份，因而身份探索表现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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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sults on ethnic identity 
表 5. 多族群认同得分统计结果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身份探索 256 3 15 11.15 2.98 

身份承诺 256 3 15 11.39 3.01 

族群认同 256 6 30 22.55 5.86 

有效个案数(成列) 256     

2.4.3. 华裔青少年集体自尊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集体自尊主要由四因素结构构成，分别是“私人集体自尊”“公共集体自尊”“成员集体自尊”“认

同重要性”。私人集体自尊维度主要代表个体对群体积极性的评价程度；公众集体自尊主要从个体的角

度去理解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属的群体，即他人如何积极评价自己的群体；成员集体自尊主要师个体评

估自己在团队中的地位，即自己对团队的重要性；认同重要性主要代表个体认为群体对自我概念形成的

重要程度。 
由表 6 可知，华裔青少年的集体自尊总分平均值为 78.8 (满分 106)，这说明华裔青少年的集体自尊程

度较高。从私人集体自尊维度看，均值 M = 22.67，M > 20，标准差 SD = 4.12，平均值位于较高水平，

这个维度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对自己种族身份的私人、内在的评价。它反映了个人对自己所属集体的价值、

尊严和荣耀的感受。私人集体自尊高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所在的集体是优秀和有价值的，他们为自己是

这个集体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这也说明华裔青少年对自己所在的集体有较高的认同感。其他维度由高

至低依次为公共集体自尊(M = 20.64)、成员集体自尊(M = 19.57)、认同重要性(M = 15.91)。 
 
Table 6. Results on collective self-esteem 
表 6. 集体自尊得分统计结果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私人集体自尊 256 13 28 22.67 4.12 

公共集体自尊 256 7 28 20.64 4.36 

成员集体自尊 256 4 28 19.57 4.59 

认同重要性 256 7 22 15.91 3.01 

集体自尊 256 49 106 78.80 12.29 

有效个案数(成列) 256     

2.4.4. 中华文化认同与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的相关分析 

Table 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表 7.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的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文化认同 1            

2. 文化符号 0.96** 1           

3. 文化身份 0.97** 0.90** 1          

4. 文化价值 0.96** 0.90** 0.94** 1         

5. 族群认同 0.76** 0.68** 0.77** 0.7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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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身份探索 0.73** 0.65** 0.74** 0.72** 0.98** 1       

7. 身份承诺 0.76** 0.67** 0.77** 0.76** 0.98** 0.91** 1      

8. 集体自尊 0.29** 0.27** 0.29** 0.29** 0.25** 0.26** 0.24** 1     

9. 私人集体自尊 0.39** 0.35** 0.38** 0.39** 0.33** 0.32** 0.34** 0.83** 1    

10. 公共集体自尊 0.29** 0.27** 0.29** 0.28** 0.23** 0.23** 0.21** 0.84** 0.66** 1   

11. 成员集体自尊 0.27** 0.25** 0.29** 0.25** 0.27** 0.30** 0.23** 0.81** 0.53** 0.58** 1  

12. 认同重要性 0.17** 0.16** 0.18** 0.14* 0.17** 0.18** 0.16* 0.49** 0.25** 0.21** 0.23** 1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中华文化认同与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7。 
结果显示，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及其各维度与多族群认同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华裔青少年中

华文化认同感越高，多族群认同越高。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及其各维度与集体自尊都存在显著正相关，

即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感越高，集体自尊越强。华裔青少年多族群认同及其各维度与集体自尊都存

在显著正相关，即华裔青少年多族群认同感越高，集体自尊越高。 

2.4.5. 中华文化认同和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的回归分析 
一、多族群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回归分析 
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因变量，以多族群认同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分析，探讨多族群认同对中

华文化认同的预测作用。 
 
Table 8.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thnic identity on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表 8. 多族群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ΔR2 F β t 

文化认同 多族群认同 0.76 0.58 0.57 343.81 0.76 18.54** 

 
如表 8 所示，多族群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57%。 
分别以文化符号、文化身份、文化价值为因变量，以多族群认同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分析，

探讨多族群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各维度的预测作用。 
 
Table 9.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thnic identity on dimens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表 9. 多族群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ΔR2 F β t 

文化符号 多族群认同 0.68 0.46 0.45 212.63 0.68 14.58** 

文化身份 多族群认同 0.77 0.60 0.59 379.43 0.77 19.48** 

文化价值 多族群认同 0.75 0.57 0.57 334.80 0.75 18.30** 

 
如表 9 所示，多族群认同对文化符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文化符号的 45%。对文化身份的

预测上，多族群认同解释了文化身份的 59%。对文化价值的预测上，多族群认同解释了文化价值的 57%。 
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因变量，分别以身份承诺、身份探索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分析，探讨多

族群认同各维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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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thnic identity dimensions on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表 10. 多族群认同各维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ΔR2 F β t 

文化认同 身份承诺 0.73 0.53 0.53 283.73 0.73 16.84** 

文化认同 身份探索 0.76 0.57 0.57 339.10 0.76 18.42** 

 
如表 10 所示，身份承诺对中华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53%。身份探

索对中华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57%。 
二、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回归分析 
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因变量，以集体自尊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分析，探讨集体自尊对中华文

化认同的预测作用。 
 
Table 11.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ctive self-esteem on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表 11. 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ΔR2 F β t 

文化认同 集体自尊 0.29 0.08 0.08 23.71 0.29 4.87** 

 
如表 11 所示，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8%。 
分别以文化符号、文化身份、文化价值因变量，以集体自尊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分析，探

讨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认同各维度的预测作用。 
 
Table 1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ctive self-esteem on dimens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表 12. 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认同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ΔR2 F β t 

文化符号 集体自尊 0.27 0.07 0.07 19.43 0.27 4.41** 

文化身份 集体自尊 0.29 0.09 0.08 23.85 0.29 4.88** 

文化价值 集体自尊 0.29 0.08 0.08 23.24 0.29 4.82** 

 
如表 12 所示，集体自尊对文化符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文化符号的 7%。对文化身份的预

测上，集体自尊解释了文化身份的 8%。对文化价值的预测上，集体自尊解释了文化价值的 8%。 
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因变量，分别以私人集体自尊、公共集体自尊、成员集体自尊、认同重要性为自

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分析，探讨集体自尊各维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预测作用。 
 
Table 1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s of collective self-esteem on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表 13. 集体自尊各维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ΔR2 F β t 

文化认同 私人集体自尊 0.39 0.15 0.15 44.55 0.39 6.68** 

文化认同 公共集体自尊 0.29 0.08 0.08 23.40 0.29 4.84** 

文化认同 成员集体自尊 0.27 0.07 0.07 19.86 0.27 4.46** 

文化认同 认同重要性 0.17 0.03 0.03 7.42 0.17 2.72* 

 
如表 13 所示，私人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1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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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8%。成员集体自尊对中华文化

认同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7%。认同重要性对中华文化认同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3%。 

3. 讨论 

3.1. 华裔青少年中华认同现状 

从对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现状的描述性统计来看，文化符号、文化价值、文化身份三维度层面

得分平均值大于 30 (满分 40)，由高至低依次为文化符号(M = 34.57)、文化价值(M = 33.84)、文化身份(M 
= 33.49)，这说明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现状良好，而从局部上看，调查群体在文化符号维度上的认同

程度最高(马尧，2021)，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分维度中，文化符号的得分平均值在三者中最高，这说明华裔青少年对显性文化

载体的认同度更高，也就是说物质文化相较于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更易影响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

认识。具体如，文化艺术、中国节日、中国名胜古迹等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有形”文化载体。相较于

显性文化载体，华裔青少年对传统思想这一观念文化的认同较低，具体如中华传统美德、华文等。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居住国社会文化和家庭氛围熏陶有关，当居住国与中国的国际往来处于较好水平

时，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会较为顺畅(马尧，2021)，中华传统文化也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华裔青少年。

此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思想的认同也可能受到居住国本土文化影响。从家庭层面看，家庭教育对

青少年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家庭成员、家庭语言等影响着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如家庭成员

认同中华传统美德并将其渗透至家庭教育中，新生代青少年也更易接受、认同传统思想。 

3.2. 中华文化认同与多族群认同、集体自尊的关系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和多族群认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与多

族群认同呈正相关，族群认同对文化认同对各个维度：文化符号、文化身份、文化价值均有具有显著的

正向预测作用，且族群认同的各个维度对文化认同也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华裔青少年对本

族群的归属感越高时，其中华文化认同感越高。华裔青少年的族群认同主要包含对本族群的自我认同、

对本族群的态度与行为，以及对本族群的归属感(李继利，2006)。因此，可以通过增强华裔青少年对中华

民族的族群认同以此来增强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与集体自尊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与集

体自尊呈正相关，集体自尊对文化认同对各个维度：文化符号、文化身份、文化价值均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且集体自尊的各个维度对文化认同也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华裔青少年的中华文化

认同越高，其集体自尊越高。这说明高集体自尊的华裔青少年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认同度更高，因为他们

所处的群体可以为他们带来尊重感与价值感，在这种集体带来的尊重感与价值感的影响下，华裔青少年

对中文文化身份的认同度也会更高。 
通过对比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和多族群认同的回归分析与中华文化认同和集体自尊的回归分

析，我们可以看出，多族群认同的各维度：身份探索、身份承诺相较于集体自尊的各维度：私人集体自

尊、公共集体自尊、成员集体自尊、认同重要性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解释力更强，其中多族群认同的身份

探索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解释力最高，解释了中华文化认同的 57%。 

4. 研究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现状良好。(2) 华裔青少年对“有形”的显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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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载体认同度更高。(3) 通过提升华裔青少年的多族群认同感和集体自尊，能够增强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4) 华裔青少年的多族群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解释力更强。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从研究对象来说，我们会扩大被试的选取范围，

在更多地区展开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我们还可以采用故事或访谈等形式对被试展开研究。从研究内

容来说，我们将探索更多影响因素以及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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