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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高职生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
田　璐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青海 湟源 812100）

摘要：藏族地区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小受本民族

聚居地文化影响较多，由于文化差异，这使他们在进入以汉区

文化为主体的大学生活学习环境中压力颇大，面临许多诸如语

言交流，环境差异，学习困难等学校适应的问题。在面对各种

压力的同时，如何通过提高自我认知，并且利用社会支持缓解

压力带来的消极情绪，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促进其更好

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是本次研究的重点。本文采用问卷调查

法，抽取青海省 2 所高职院校大一至大三年级在校藏族高职学

生共 306 名进行问卷调查，重点考察了藏族高职学生的文化适

应压力源和影响学校适应的因素，以及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的

中介作用。发现：（1）文化压力与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均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2）文化压力和汉语学习的年限程度呈负相关，来自家人和

朋友的支持和学校适应有显著正相关。（3）社会支持中介文

化压力与藏族高职学生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为藏

族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线索，即可以通过压力管理，

利用应对策略以及社会支持为学生提供心理指导和干预，促进

他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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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适应被认为是学生与学校环境和学校活动相互作用的

过程，包括学业、情感、人际交往、活动参与等方面。国内研

究普遍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相比，学校适应性较

差。在环境适应方面，进入陌生的环境中，面临着语言、学习

的外部环境、价值观等的过渡和适应，这些因素对他们的生活

学习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多数藏族高职生在接受大学专业

课学习之前，习惯了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模式，但在

大学生活学习过程中，本民族文化表达形式和汉区文化不断交

互，对其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造成诸多困扰，很大一部分藏

族高职学生因为汉语掌握程度较差，容易引起自卑和退缩的心

理状态，他们更倾向于和本民族的同学互动交往，倾诉心声，

排斥与其他民族的同学进行深入沟通和交流。由此可以看出，

少数民族学生的压力源集中来自学习、风俗习惯、人际关系、

生活遭遇以及就业前途等方面。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可提

供给个体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在个体采取问题焦点应对时，

通过关怀或提供有效帮助来改变应激事件对自我的影响，从而

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提高其适应性。综合有关学校适应的相

关研究，社会支持被认为在个体对环境、文化、生活、学习的

适应中发挥重要地位，是最重要的外在资源。对于多元文化交

集的汉区，不同民族的个体不仅与本民族成员进行社会往来，

还与其他民族的成员有交往关系，他们可以借此获得不同类型

的支持和帮助，这些支持可以缓解他们所要应对的生活或者工

作压力。因此，本研究通过考察藏族高职学生文化压力和社会

支持的表现，以及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探索三者的关系，有

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藏族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提倡家庭、学

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探索减少藏族大学生压力的措施和方法，建

立一个能够有效缓解和预防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心理问题的社

会支持系统，维护和促进藏族高职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从青海省各高职院校中选取国家级

师范（骨干）高职，普通高职院校各 1 所，共向大一、大二、

大三不同专业的藏族高职学生发放问卷 320 份。对回收的全部

问卷进行分析，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306 份，有

效回收率 95.6%，被调查的学生中，男生 142 人，女生 164 人；

大一学生 132 人，大二学生 101 人，大三学生 73 人；农村学

生 260 人，城镇学生 46 人；汉语学习年限 10 年以上学生 34 人，

汉语学习年限 12 年以上学生 117 人，汉语学习年限 14 以上学

生 155 人。

（二）研究工具

1. 文化压力的测量

通过参考以往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压力源和压力事件的研

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压力源自主流文化和本民族价值观的冲

突，体现在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服饰穿戴、汉语学习、人际

关系、就业等方面。本研究参考了卢瑶编制的《少数民族大学

生压力源问卷》，以及张劲梅编制的《文化适应压力问卷》，

在探讨藏族大学生压力生活事件上，将量表分为文化差异困扰，

语言压力，人际关系三个维度，共 14 题，各因素的 Cronbach 

α 为 0.648~0.757，重测问卷信度为 0.804。该量表采用 4 点计

分（0= 没有压力；1= 轻度压力；2= 中度压力；3= 严重压力），

分值越大表明压力越大。

2. 社会支持的测量

本文采用 Zimet 等人编制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此量表由 12 

个项目组成，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他人支持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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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是指个体从家人或者亲属那里得到的理解与情感支

持；朋友支持即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其朋

友那里得到同情性的支持；而他人支持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从陌生人、教师甚至社区得到心理上的支持。本

研究针对藏族高职学生群体，重新对社会支持量表进行了测

量，其中，各因素的 Cronbach α 为 0.717~0.818，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861，信效度良好。量表使用 1~7 点量表法，个体

在三个维度上的水平越高，表明其在相应维度上的社会支持

感水平越强。

3. 学校适应量表

本研究中，参考杨玉芹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学校适应

问卷的编制，该初始问卷共有 73 道题目，题目描述了少数民

族大学生在学校适应过程中的感知、认知和自我评价，在对预

测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后，对初始问卷进行了筛选，剔

除在因素分析中因素负荷偏小及意义重叠的题项，正式问卷最

终保留了 16 个题项，分为学习适应、主流文化适应、本民族

文化认同三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5 级评分（完全符合 =0，有

些符合 =1，不确定 =2，有些不符合 =3，完全不符合 =4），

其中，问卷 8 到 12 题为反向性题目，即得到的分值越大，越

表现出不适应。该量表重测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651，各因素

的 Cronbach α 为 0.628~0.760，可以用来测量藏族高职学生的

学校适应水平。

（三）数据分析与处理

收回问卷并整理，剔除无效问卷，然后对所有有效数据使

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藏族高职学生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的特

点分析

探究各人口学变量在文化适应压力、社会支持、学校适应

是否存在差异，对文化适应压力、社会支持、学校适应的各变

量进行方差分析，如表 1 所示，得到汉语言压力在学生性别、

生源、年级和汉语学习年限上差异显著，表现为男生的汉语言

压力大于女生，农村学生的汉语言压力高于城镇学生，大一学

生的汉语言压力依次大于大二和大三学生，学习汉语时间越久

的藏族学生汉语言压力越小；人际交往压力在学生性别和汉语

学习年限上差异显著，表现为男生在人际交往中的压力较大，

学习汉语时间久的藏族学生人际交往压力越小；文化差异压力

在年级上差异显著，经过事后分析可知，大一藏族学生感受到

的文化差异压力最大，其次是大二和大三的藏族学生；社会支

持中的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在汉语学习年限上差异显著，学习

汉语时间越长，得到的支持就越多，他人支持在年级上的差异

显著，事后分析得出大一和大三的藏族学生得到的他人支持高

于大二藏族学生；学习适应在生源上差异显著，城镇学生的学

习适应性比农村学生要好；民族文化适应在生源和汉语学习年

限上差异极显著，城镇学生在本民族与非本民族文化交往适应

方面强于农村学生，同时，汉语学习时间久的学生的民族文化

适应程度要高于汉语学习时间短的学生；主流文化适应在性别

上差异极显著，女生对的主流文化的适应性比男生要好。

表 1 藏族高职学生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的描述分析

汉语言压力 人际交往压力 文化差异压力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他人支持 学习适应 民族文化适应 主流文化适应

均值（M） 8.98 4.24 7.32 20.96 21.10 21.43 12.50 7.26 13.13

标准差（SD） 4.16 2.83 2.69 4.16 4.23 4.23 5.33 3.57 4.84

性别（T） 2.903** 2.932** -0.105 -1.596 -1.284 -1.035 0.462 1.587 -4.363***

生源（T） 2.225* 1.552 -1.462 -1.403 -1.889 1.790 -1.943* -3.848*** -0.477

年级（F） 5.050** 1.041 8.948*** 1.887 0.747 5.634** 0.466 1.652 2.948

LSD 大 一 > 大 二

> 大三

大一 > 大二 >

大三

大一>大二，

大三 > 大二

汉语年限（F） 4.902** 4.317** 0.985 1.515 3.770** 8.936*** 1.863 8.384*** 1.218

LSD 8 年 >10 年

>12 年  

8 年 >10 年

>12 年 

12 年 >10 年

>8 年

12 年 >10 年

>8 年 

12 年 >10 年

注：*** 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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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族高职学生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之间

的相关分析

对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做相关分析，见表 2。

数据显示，文化压力中汉语言压力维度与学校适应各维度均呈

负相关，人际交往压力维度与社会支持中家人、朋友支持维度

呈负相关关系，与学校适应各维度呈负相关，文化差异压力维

度与朋友支持维度、主流文化适应维度呈负相关；朋友支持和

主流文化适应呈正相关。

表 2 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之间的相关分析

各维度 1        　　　　　2        　　　　3        　　　   4        　　  　5        　　  6        　　　　7        　　　　　8       　　　 9     

1. 汉语言压力

2. 人际交往压力

3. 文化差异压力

4. 家人支持

5. 朋友支持     

6. 他人支持

7. 学习适应

8 主流文化适应

9. 民族文化适应

1         

.504**      　　　1

.264**    　　　.241**     　　　1

-.066    　　　   -.210**   　　　-.041     　　   1

-.056    　　　   -.173**   　　　-.132*   　　 .644**     　　1

-.059    　　　   -.092    　　　   -.075   　　　.550**    　　.422**     　　1

-.315**   　　　-.150**   　　　-.024   　　　.097    　　　-.004    　   　.051      　　  1

-.242**   　　　-.190**   　　　-.153**  　　.111    　　　.119*     　　 .095    　　　-.073      　　　1

-.299**   　　　-.256**   　　　-.013   　　　.105    　　　.058     　　　.067    　　　-.384**   　　　-.131*      　1

注：**p<0.01；*p<0.05

（三）藏族高职学生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之间

的回归分析

将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对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进行回归分

析，以学校适应为因变量，文化压力各维度以及社会支持的三

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压

力中只有汉语压力维度和社会支持中的家人支持维度，能够进

入回归方程，根据上表数据，汉语压力对学校适应有显著负向

影响，家人支持对学校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见表 3。

表 3 文化压力和社会支持对学校适应的影响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t                　　　　　　　　　　  　　　  p

　　　汉语压力                 　　　　　　　 　　　-.923           　　　　　　　　　　-.9075             　　　　　　　　　　　  　0.000

　　　家人支持                  　　　　　　　　　　.283           　　　　　　　　　　  2.779             　　　　　　　　　　　　　0.006          

注：***p<0.001；**p<0.01；*p<0.05

（四）社会支持对文化压力和学校适应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假设，文化压力对学校适应具有直接影响，同时还

通过社会支持对学校适应产生间接影响，即社会支持在文化压

力与学校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根据温忠麟等学者提出的中介

变量检验程序，对社会支持在文化压力与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

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被预测变量 预测变量 B t 值 R2 F

第一步 学校适应 文化压力 -.424 -8.160 0.171 66.591***

第二步 社会支持 文化压力 -.151 -2.655 0.019 7.049**

第三步 学校适应 文化压力 -.410 -7.836
0.182 34.949***

社会支持 .089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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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文化压力对学校适应有反向预测作用（β=-

0.424，p<0.001）， 文 化 压 力 对 社 会 支 持 有 反 向 预 测 作 用

（β=-0.151，p<0.001），当把两个变量同时作为自变量，考

察二者对学校适应的联合影响时，发现文化压力（β=-0.410）

对学校适应的影响显著（t=-7.836），社会支持（β=0.089）

对学校适应也存在显著影响（t=1.701），说明社会支持在文化

压力和学校适应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三、讨论

（一）藏族高职学生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的现

状分析

通过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在人口变量描述上的

比较发现，文化压力对藏族高职学生的学校适应有着显著影响，

尤其是汉语言压力较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学习适应，汉语学习

年限较长的学生，能尽快适应普通话教学为主的课堂环境，和

汉族同学有着较多交流，文化压力相对较小。获得社会支持较

多的藏族高职学生感受到的人际交往压力较小，大一新生得到

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帮助比大二和大三年级学生较多，这也许

是入学初期，心理适应性较弱，需要向家人和朋友求助，排解

困惑，安抚不良情绪，同时，大一新生仍对本民族文化存在很

大依恋，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度高于大二和大三的学生，年级

越高，随着后期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的稳固，这种文化差异不

适感会逐渐减退。藏族男生的文化压力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

是因为女生比男生更愿意交流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在与其他

民族同学相处时，更多表现出倾听和接受，受到更多遵从主义

和行为中规中矩的暗示，在接受新的文化知识能力方面强于藏

族男生，而藏族男生性格在多民族文化交汇的情况下，大多冒

进，不喜束缚。同时，研究发现城镇学生的学习适应能力显著

高于农村学生，由于青海省中东部地区经济建设较发达，多为

汉族聚居地，而西部较多为高原农牧区，为藏族聚居地。城镇

学校的教育资源相比农村学校丰富，藏族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接

触到的汉文化教育良好，和汉族同伴来往频繁，更能适应汉族

学校的大环境，而农村地区的藏族学生在师资，教学条件，学

习资源和环境方面落后于城镇地区，同时生活条件和范围受到

民族群体的影响较多，生长环境较为单一，所以，在面对大学

新的环境和生活时，学习适应能力会低于来自城镇的学生。另

外，藏族高职学生汉语言掌握程度越高，经历的文化压力越小。

一部分汉语学习起步较晚（如初 / 高中起点）的学生，在针对

问卷汉语言压力纬度部分问题“上课听不懂以汉语言为主的教

学内容”“说汉语时怕汉族同学和老师会嘲笑自己的民族口音”

时，更多倾向选择“有时有压力”或“经常有压力”。而汉语

学习时间较长的藏族高职学生选择“很少有压力”或“没有过

压力”。因此，汉语言掌握程度能帮助藏族高职学生尽快融

入主流文化学习中，在面临老师的汉语言教学，理解教科书的

文字以及与其他汉族学生交往中必须使用汉语等现实问题，汉

语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藏族高职学生在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语言压力维度和人际关系压力维度对主流文化认同有显著负相

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汉语流利，与汉族同学交往

频繁，对汉族活动参与热情度高的藏族学生汉族文化定向强。

（二）藏族高职学生文化压力、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的关

系

研究发现，文化压力既可以直接作用于学习适应，也可以

通过社会支持（家人支持、朋友支持）作用于学校适应；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在文化压力与学校适应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这说明，高职藏族学生可以借助社会支持降低日

常烦扰和文化差异压力感，增加学校适应性，这在文化压力和

学校适应之间起到了重要作用。藏族高职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

越多，其文化学习适应情况越好，家人、同胞提供的情感性支

持能加强自我肯定，减少忧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缓解心理压

力状况，增加其自信心和勇气，促进他们在新环境中生活和学

习。

四、结论和教育建议

（一）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考察藏族高职学生文化压力，社会支

持和学校适应三者的关系，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能调节文

化压力带来的不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并提高了藏族高

职生学校适应能力。

（二）教育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显著正相关，文化压

力和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得到家人和同伴关心能帮助藏族高

职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和环境，降低压力感，因此，

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出发，对社会，家庭，学校，教师如何提供

更多实际性的支持提出一些建议。

一般来说，藏族学生离开本土环境，进入汉区高校，会有

诸多来自人际交往、生活学习方面的心理压力，父母和朋友是

作为提供直接物质帮助和京生支持的重要资源。汉族同伴的支

持更能为藏族学生提供特定所需的大学资源，分享经验，并提

供建议。

首先，学校应该多开展民族文化特色的活动，多给藏族学

生提供表现自己平台，让藏族高职生感受到生活人文关怀的同

时，减少他们因为文化差异带来的焦虑。同时，应定期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讲座，引导藏族高职学生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有

正确的认知和积极的情绪，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就业提供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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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路。应重视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团队的建设，对藏族学

生多开设多民族文化整合主题的心理辅导，与此同时，高校应

多考虑让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混居，这样有助于多民族间情感

的交流和提升。另外，高校应考虑完善教学资源分配，设立比

如普通话能力训练、中国传统文化等选修课程，鼓励汉文化程

度较低的藏族学生多参加此类课程。最后，可通过一些网络传

播媒介，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组织校外活动或实习，在实

际锻炼中增强心理韧性，拉近汉族和藏族同学的关系。

其次，从教师层面来讲，应尊重藏族高职学生独特的文化

背景，以平等的身份和宽容的态度去理解他们的信仰和文化。

藏族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多以本民族语言接受知识教育，并

且较一般本科院校的民族生，本身汉语的听读写能力较差，而

进入汉区高校学习时，尤其是专业课术语较多，教师都是直接

采取汉语教学，因而在学习过程中，藏族高职学生思维转译层

次多、思维速度降低、加上思维习惯的不同，导致看书、听课、

记笔记、语言表达等方面出现困难。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应多讲解得通俗易懂些，多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相联系，鼓励

其大胆发言，多与汉族同学学习交流。同时，学校应多引进“汉

藏双语师资”，课上课下多与学生交流，帮助那些性格较内向，

不愿流露心声的学生，做到“有情感，有温度”的教学。

俗话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父母正确的民族观和民族意

识能潜移默化影响藏族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也不止是学校单方

面的努力，高职辅导员应多和学生家长沟通联系，从中获得家

长的信任和协助，通过家庭教育正面影响学生，为他们排解生

活学习困惑。与此同时，学生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都经历过

“刻板印象威胁”，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带来负面压力，部分汉

族学生眼中的藏族同学行为举止与自身差异太大，常因“看不

惯”其风俗习惯，“读不懂”其宗教信仰，进而排斥非本民族

同学，常持有被动的交往态度，但在遇到困难时，汉族同学和

朋友的支持往往会让藏族高职学生减少文化疏离感，可以考虑

通过一些技能大赛的团队合作和校园文化娱乐活动，带动藏族

学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增进主流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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