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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少数民族中学生社会文化适应与学习倦怠的关系，以及抑郁的中介作用，采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普测问卷、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状况问卷，对1749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

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文化适应与学习倦怠和抑郁两者均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文化适应对学习倦怠的直

接作用显著，且抑郁中介作用显著。因此，具有良好社会文化适应水平的少数民族中学生会具有较低的

抑郁水平，进而具有较低的学习倦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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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cultural adaptation and learning burnout of 
minorit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a total of 174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of Mental Health and the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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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udents’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rning burnout 
and depression. The direct effec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n learning burnout is significan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is significant. Therefore, minorit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a good leve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will have a lower level of depression and then 
have a lower learning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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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少数民族学生重要性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工作。少数民族学生远到他乡求学，会遇到各种适应问题。

初入汉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不仅要面对文化冲突，还要处理人际圈重组、生活习惯适应等诸多问题[1]，加

上他们大都学习基础薄弱，汉语较差，易产生学习、心理、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不适应问题[2]。然而少

数民族的文化在诸多方面与汉族学生存在比较大差异，例如风俗习惯、价值观、人际交往模式等等。因此

他们进入这些非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进行生活和学习时必然会承受文化适应方面的压力。少数民族大学生进

入非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生活会经历一种特殊的文化适应(culture adaptation)过程。Hwang 和 Ting 的研究表

明[3]，来自文化适应的压力是心理健康最危险的因素，比个体感知到的整体压力更加会危害心理健康。 

1.2. 社会文化适应 

1.2.1. 文化适应 
心理学中的适应是指有机体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的相应的反应，已取得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平衡。

有研究者认为适应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表现出对环境带来压力的应对能力[4]。 
国外学者给文化适应做了界定。1983 年美国民族事务局第一次真正使用“acculturation”这个词，指

由于外来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而产生的心理变化[5]。从此文化适应领域的研究开始发展。国外学者

给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做出很多解释。有研究者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从生长的母体文化环境中进入陌生

的新文化环境时，产生的行为变化是对新文化适应的过程[6]。有研究者认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指不

同的文化接触时，个体努力与陌生文化建立功能性关系，同时伴随着个体的文化变更的过程[7]。 
国内学者对 acculturation 一般译为“跨文化适应”或“文化适应”。有学者认为文化适应主要指成长

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或个人，通过不断地相互接触导致一方或几方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的现象[8]。还

有学者针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提出文化适应是指个体来到与其生长的文化不同的新文化中以后，

个体做出的一种有意识、有倾向的行为调整，这个行为调整是基于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和感情依附的[9]。 

1.2.2. 社会文化适应及其测量 
本研究中的社会文化适应概念的主要是依据是 Ward 的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社会心理学家 Ward 及

其同事[10]认为，文化适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justment)，与心理健康或情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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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关，即在新的文化环境下，个体保持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适应(socialcultural 
adjustment)，是指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个体从新的认知解释自己所处的环境，并通过行动提高应对环境

的能力，同时与当地新文化群体建立有效联结。虽然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但

是二者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测量标准也不同。在心理适应层面上，通常研究者们将幸福感、生活满意度

以及有较少的负面情绪作为文化适应的重要标准；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上，研究者们将与新文化融合，

有效接触新文化群体作为重要标准。 
社会文化适应是指个体离开自己生活、成长的文化环境，来到新的文化环境下，感受到来自不同文

化的冲击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发生变化，从而提高应对环境的能力，成功与新文化社会群体建

立关系的过程。 

1.3. 学习倦怠与文化适应的关系 

学业成绩对于学生是至关重要的，而学业倦怠则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学业倦怠是指个体

对学业课程持消极态度，在学习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连榕等[11]将学业倦怠定义为：当

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但又不得不为之时，就会对学习产生厌倦等不良情绪和逃避学习等一系列不适当行

为，这种状态称为“学业倦怠”。该定义注意到了心理方面的倦怠情绪和行为方面的逃避行为等，比较

全面，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可，因此本研究同大多数学者一样采用此定义来界定学业倦怠。在研究拉

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中发现[12]，其学业成绩与文化适应和社会支持存在一定关系，个体在文

化适应中持有整合与同化态度，其更有可能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跨文化者在文化适应中表现出的民族

差异和学业成绩均受文化适应模式影响[13]。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对其学习成绩具有重要影响，文化

适应能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个体文化适应能力越强，其学业成绩越好。只有当个体文化适应良好

时，才能静心学习，提高学业成绩。若少数民族学生在文化适应中遇到困难，难以适应，可能导致其学

业倦怠，学习成绩下降。 

1.4. 抑郁与学习倦怠的关系 

少数民族学生在跨文化求学中，当接触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文化时，变化不可避免，对周围的环境理

解和适应要求个体调整自己，而正是调整的过程引发了个体的负性情绪。文化适应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

的重要因素，Berry 认为，生活在异文化背景会给文化适应者施加压力，导致困惑、焦虑、甚至抑郁。 
而 Harrington 等人[14]认为，抑郁会对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严重的抑郁甚至会

导致自杀行为。刘凤瑜[15]认为，中小学生的抑郁是指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一些不良事件对自己

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导致个体产生不愉快的情绪体验。这种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长久稳定的。

而有学者认为[16]，青少年期出现的以忧郁为主的悲哀、烦躁的情绪以及行为和身心的不适症状就是抑郁。 

1.5. 文化适应与学习倦怠、抑郁的关系研究 

Ogbu 和 Trueba 提出的理论[17]强调了文化因素对美国教育系统中学生表现的影响，特别是对学业成

绩的影响[18]。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墨西哥裔美国人，高中年龄的学生

[19]。研究通常表明，适应主流文化，或适应某些主流文化特征，增加了在学校取得成功的可能性[20]。
本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差距从学生入学就开始凸现，他们在学校的学习表现更多与他们的文

化背景相关，他们从母文化的背景中来到主流文化学校，他们在学校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文化适应过程，

文化适应的结果可能决定了他们的学习结果，如果出现适应不良问题，就很有可能出现学习倦怠问题。

而有研究者使用双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医师助理学生的倦怠与抑郁的关系，结果发现，抑郁能显著预测

倦怠中的情绪衰竭[21]。在文化资本理论视角下探讨学习倦怠的成因时，发现学习抑郁是学习倦怠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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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一[22]。同时，抑郁的多变量模型显示，医学生职业倦怠的增加会提高抑郁增加的风险，且与抑郁

相关的压力源是医学生职业倦怠的正向预测因子[23]。此外，有研究发现，抑郁可能是预测社会适应不良

的因素[24]，即抑郁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可能出现社会适应问题，抑郁特质的个体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存在一

定的社会适应不良[25]。具体表现为抑郁倾向的个体看待事件容易使用消极的角度，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

绪，对自身的角色认知有偏差[26]。此外，有研究发现，抑郁在学校适应不良与持续性自我伤害行为的关

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学校适应不良通过增加大学生抑郁状况间接导致大学生持续性自我伤害行为的发

生。基于以上，本研究想对位于福建中学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以探究少数民族中学学生

抑郁与学习倦怠和文化适应的现状及其对他们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化适应、学习倦怠和抑郁之间的关

系。希望为学校制定有效的学生管理措施，预防学生学习倦怠，提高学习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被试取自在福建省就读的少数民族中学生，本次调查采用“全员、自愿参与”方式进行，共有

1863 名中学生参与调查。问卷施测和回收整理皆采用问卷星进行，过程严格按照问卷法的标准化流程(方
便取样，培训主试)等。最终得 1749 份(93.9%)有效问卷。其中，男生 697 人，女生 1052 人；初中 201
人，高中 1460 人，中职 88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普测问卷 
基于福建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开发的《福建省中小学生心理成长量表–消极心理分量表》，

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普测问卷中选取抑郁、焦虑、倦怠、网络成瘾四个因子，测量少数民族学生可能出

现的常见心理问题或症状。四个因子共 37 个项目，其中，倦怠共 10 个项目，主要用测量少数民族学生

因学习环境改变而导致的学习倦怠问题；焦虑共 10 个项目，主要用于测量少数民族学生一般性焦虑水平；

抑郁共 10 个项目，主要用于测量少数民族学生抑郁症状的严重性程度；网络成瘾共 7 个项目，主要用于

测量少数民族学生网络成瘾或网络的不可戒断性水平。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

“5”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些心理问题或症状的严重性程度越高。本

研究中四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在 0.87~0.92 之间，总体信度为 0.98，具有较高的信度。 

2.2.2. 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状况问卷 
学生社会文化适应状况问卷为单一维度，对 Ward 和 Rana-deuba [5]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进行修订，

原问卷包括 26 个项，包含文化认同态度及社会文化适应状况两个维度，其中文化认同包含 15 题，社会

文化适应包含 11 题，由张京玲等[9]翻译修订，具有良好信效度。为了适用于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研究的需

要，本研究选取社会文化适应状况维度进行研究，并采用文献阅读法、专家指导法以及访谈法对原问卷

的个别题目进行了删改，并对部分题目表述进行修订，修订后的问卷由 10 个项目构成，题目保持与原量

表同质，内容尽量接近中学生被试的生活实际，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问卷着重评价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

交往与生活等方面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适应困难。量表分数越高代表社会适应越困难。本研究中该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0.0 进行数据整理、描述统计、信度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 Mplus 8.3 进行模型建构与验

证分析。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发现，对本次研究的所有题目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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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7 个，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变异量为 37.28%，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

释的变异量均低于 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随后我们基于研究的假设对数据进行

分析，首先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模的方法，在控制性别后，考

察社会文化适应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中抑郁所发挥的作用；最后，采用 Bootstrap 程序来检验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少数民族中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学业倦怠、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抑郁与学习倦怠呈显著正相关。

详情见表 1。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he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cademic burnout and de-
pression (N = 1749) 
表 1. 少数民族学生社会文化适应、学业倦怠、抑郁之间相关分析(N = 1749) 

变量 M ± SD 1 2 3 

1 社会文化适应 1.56 ± 0.50 1   

2 学业倦怠 2.27 ± 0.81 −0.432*** 1  

3 抑郁 2.08 ± 0.84 −0.513*** 0.792*** 1 

注：***表示 p < 0.001。 

3.2. 抑郁在社会文化适应与学习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测量模型由社会文化适应、学习倦怠、抑郁 3 个潜变量构成。在测量模

型中，我们设定社会文化适应、学习倦怠、抑郁各潜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因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属于单维

度量表，且项目较多，对此，本文按照模型简约型原则及单维量表打包的法则，采用关系平衡法对这一

问卷进行数据打包处理，以获得更好的信度、共同度以及模型拟合，根据标准符合结果进行排序打包，

将 10 个项目分为 5 题、5 题，打了 2 个包[27]。且各变量的因子载荷被自由估计，对此测量模型进行检

验，发现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 = 21.04, CFI = 0.905, TLI = 0.858, RMSEA (90% CI) = 0.107 (0.097~0.118), 
SPMR = 0.046)，并可进行进一步的结构模型分析。 

在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在控制了性别后，对社会文化适应的直接效应进行了检验，

发现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 = 20.92, CFI = 0.931, TLI = 0.879, RMSEA (90% CI) = 0.107 (0.095~0.118), 
SPMR = 0.056)。路径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会文化适应对学习倦怠直接效应的路径系数为 β =−0.330 (p < 
0.001)。 

为进一步考察社会文化适应对学习倦怠的预测机制，本研究以直接预测模型为基础，将抑郁作为中

介变量纳入直接效应模型中，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 = 18.217, CFI = 0.941, TLI = 0.897, RMSEA (90% CI) 
= 0.099 (0.089~0.109), SPMR = 0.054)，模型结果如图 1 所示。社会文化适应通过抑郁对学习倦怠的间接

效应为−0.353 (p < 0.001)。 
采用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 95%的置信区间为[−0.385, −0.322]，置信

区间不含 0。详情见表 2，因此，抑郁的中介作用成立。在社会文化适应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中，直接效应

占总效应的 48.3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1.68%。 
综上，抑郁在社会文化适应与学习倦怠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具有良好社会文化适应水平的少

数民族中学生会具有较低的抑郁水平，进而具有较低的学习倦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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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depression in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and learning burnout 
图 1. 抑郁在社会文化适应与学习倦怠的中介模型 

 
Table 2. Bootstrap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and confidence interval estimation 
表 2.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估计 

路径 效应量 Bootstrap 的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社会文化适应→抑郁 −0.517 [−0.566,−0.463] 

社会文化适应→学习倦怠 −0.330 [−0.382,−0.276] 

抑郁→学习倦怠 0.682 [0.638,0.725] 

间接效应   

社会文化适应→抑郁→学习倦怠 −0.353 [−0.385,−0.322] 

4. 讨论 

首先，本研究表面，社会文化适应能负向预测学习倦怠，这与以往结论一致。少数民族中学学生对

新环境的不适应也表现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心理体验等诸多方面但其中的成因不仅仅是因为家庭、

学校教育与自身成长所致其特殊性表现在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适应过程少数民族中学生要经受强烈的文

化冲击。诸此种种必将对少数民族中学生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导向产生很大的影响。会产生学习倦怠等问

题。 
其次，抑郁也能正向预测学习倦怠，而有研究[28]认为，抑郁会对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消极

的影响，严重的抑郁甚至会导致自杀行为。并且学校适应不良大学生多表现为内向性、情绪性等人格特

征[29]，而这种性格特征使其更容易体验负性情绪，增加抑郁易感性[30]。其次，学校适应不良大学生往

往人际关系紧张，缺乏社会支持[31]，遇到压力事件无处倾诉、缺乏朋友帮助，使其容易产生抑郁等不良

情绪。 
不光是少数民族自身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除此以外，有很多学者也探索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

大学生关于文化适应的差异。在总体适应状况上，周琦针对北京地区新疆班的少数民族的适应研究表明，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适应不良状况显著高于汉族；研究结果表明[32]内地藏族大学生的适应状况差于汉族大

学生。在适应过程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敏感维度上要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33]。在汉族文化占

主流的地区，维吾尔族大学生在生活习惯、文化、身体适应方面有明显的困难，并且容易体验到文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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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34]。由于学习压力和语言障碍导致的人际关系障碍，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35]。本

文发现抑郁是学习倦怠的部分来源，针对这个发现，相关心理教师可以通过抑郁状况筛查角度来探究少

数民族学生学业倦怠的原因，进而降低学业倦怠问题以及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可以从源头上关注少数民

族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当个体能够感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朋友老师的良好支持，就能够形成一种良

好的人际氛围，处于良好人际氛围中的学生，容易获得他人的支持和肯定，从而能更好地适应汉区的文

化，并用积极地方式去对待。进而改善学习倦怠和抑郁等问题。 

5. 结论 

少数民族中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能负向预测学习倦怠状况；抑郁水平在社会文化适应与学习倦

怠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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