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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通过编制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问卷袁 本研究探讨了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的认同心理及其影
响因素遥 结果表明袁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包含积极认同尧行为认同和消极认同三方面曰性别尧文
化程度尧专业尧了解红色文化的主动性等内在因素袁专业教育尧学校宣传尧父母文化程度等外在因素对当代大学
生的红色文化认同均有重要影响遥 研究认为袁多元文化导致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复杂心理结构袁大学生良好
的文化认知能力尧积极主动思考和社会责任感袁有助于其红色文化认同心理的形成遥研究建议袁要正视大学生红
色文化认同的矛盾心理结构袁 建设和完善持续立体的红色文化教育网络袁 结合青年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时代要
求袁创新红色教育方式袁创设红色实践机会袁不断建构和完善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结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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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色文化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的长期斗争实践中袁不断野扬弃冶中外文化思
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袁 其内核
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尧崇高的革命理想尧坚定的革命
信念尧全新的精神风貌咱1-3暂遥 红色文化包括物质和
精神两种形态遥物质形态是指那些历经风雨尧饱受
沧桑的战场等纪念地袁 革命会议遗址袁 领袖的故
居尧 旧居等纪念馆袁 革命前辈用过的遗物等纪念
物袁以及革命理论尧革命精神尧革命传统等精神遗
产的物质载体曰 精神形态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

中指导人们活动与解决困难的知识尧信仰尧价值尧
精神尧制度和规范等遥在多元文化引导多元价值的
今天袁红色文化具有特殊的导向尧促进尧教育等价
值功能袁 有助于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思

想道德素质袁 增强其民族荣誉感袁 陶冶其爱国情
操遥

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在一个共同体中长期共同

生活所形成的对本共同体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

性认识袁 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
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袁从而获得尧保持与创新自身
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咱4-6暂遥被个体认同的文化
会内化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尧行为模式尧价值观念尧
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等袁 从而成为对个体进
行生活尧行为尧价值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等活动的
本源性优质资源遥 红色文化认同则是指人们对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过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的肯定性认识袁 对红色文
化群体形成的归属感和内心承诺袁并在生活方式尧
行为模式尧 价值观念和思维情感等方面表现出鲜
明的红色文化特征遥

大学生作为传承文明尧 传播先进文化的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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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群体袁 其对红色文化的认同程度将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红色文化价值功能的发挥遥 大学生的红色
文化认同感越高袁 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教学功能
则越强袁反之袁则越弱遥 由于红色文化的宣传起步
晚袁各地区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同袁加之当前
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尧 多元化的价值观对大学生思
想观念产生了不少冲击袁 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文化
的认同程度如何袁我们还不得而知遥而探查当代大
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是探讨如

何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与人才培养资

源的基础性与前提性工作袁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一尧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文献法和调查法遥 通过文献法收集

文献资料袁根据前人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袁自行
编制叶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感调查问卷曳遥

渊一冤被试
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袁向江西尧湖南尧甘

肃尧贵州尧陕西尧广西尧四川尧福建尧北京尧天津尧吉
林尧浙江尧上海 13个省市 20个高校 2000名大学
生发放问卷袁共回收有效问卷 1865份袁回收率达
93%遥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尧户籍尧年级尧专
业尧文化层次尧父母文化程度等遥 样本分布基本情
况见表 1遥为考察学校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尧大
学生了解红色文化的主动性等因素对大学生红色

文化认同的影响袁 本研究还收集了被试的其他基
本信息袁见表 1遥

渊二冤研究工具
菲尼(Phinney)认为袁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袁

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袁 还包括个体对
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袁 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
的卷入情况等咱7暂遥 叶社会心理学词典曳把野认同冶解
释为野是一种情感尧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冶袁而
态度包含了认识尧情感和行为三成分遥 依此袁我们
以认知尧 情感和行为三因素为成分编制与构建了
野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原始问卷冶遥 认知因素
主要考察当代大学生对红色精神尧红色历史发展尧

红色物化尧红色文化作用的认识袁如野我认为红色
文化仍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冶尧野我认为当代大学
生应当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袁为祖国富强而奋斗冶
等曰 情感因素主要考察当代大学生对红色革命历
史的自豪感尧对传承红色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
如野我觉得红色歌曲既好听又催人奋发向上冶尧野对
有些革命遗址遭受破坏袁我感到非常惋惜冶曰行为
因素主要考察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习惯尧学习尧人
际交往等行为与红色文化精神是否一致袁 如何在
生活尧学习中践行红色文化精神袁如野若让我选择
旅游点的话袁我更愿意选择红色旅游区冶尧野我经常
与同学一起唱红色歌谣尧 交流红色小说读后感和
红色电影观后感冶遥

原始问卷由两部分组成袁 第一部分主要了解
大学生的个体基本情况袁包括性别尧户籍尧年级尧专
业层次尧文化层次尧父母文化程度尧是否主动了解
红色文化尧学校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等曰第二部
分主要了解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情况袁包含 42
个题目遥 采用 Likert五点量表的记分方式袁由野完
全不符合自己冶到野完全符合自己冶分 5个等次袁分
别记 1尧2尧3尧4尧5分曰对于反向记分的题目袁对应地
分别计 5尧4尧3尧2尧1分遥 对原始问卷进行初测后进
行上尧下 27个百分位的区分度检验遥 检验结果表
明 42道题中有 7道题区分度较低袁考虑到原始问
卷题目较多袁 因而直接将这 7道区分度较低的题
目从问卷中删除袁余下的 35个题目组成了叶当代
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正式调查问卷曳遥

对 叶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调查问卷曳进
行 KMO 取样适当性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遥 KMO
样本适当性量数为.938袁表明变量间的共同因素
多袁非常适合于进行因素分析遥巴特莱特(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X2值为 15466.11袁 达到非常显著的
水平渊p<0.001冤袁 说明题项间共同的因素存在袁适
合进行因素分析遥根据我们的最初构想袁问卷由三
个维度组成袁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院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共有 6个袁而从陡坡图渊见图 1冤上可以看
出袁第三个因素后曲线趋于平坦遥结合特征值和陡
坡图袁提取 3个因子渊见表 2冤袁它们可以解释总变
异的 54豫遥 因子玉包括 14个题项袁它主要涉及对
红色文化的积极信念尧认识和情感袁因而将其命名
为野积极认同冶遥在因子玉上得分越高袁表明大学生
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情感越积极遥因子域包括 12

表 1 研究样本分布基本情况

性 别 户 籍 年 级 专 业 文化
层次

父母
文化程度

总
计

男 女 农
村
城
镇
大
一
大
二
大
三
大
四
文
史
理
工
艺
术
本
科
专
科
文
盲
小
学
中
学

大
学
以
上

9179489539126316143302817318203141275580 92 416988369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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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题项袁主要涉及的是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尧对红色
精神的践行袁因而取名为野行为认同冶遥在因子域上
得分越高袁 表明大学生从行为上认同红色文化的
程度就越高遥因子芋包括 9个题项袁全部为反向计
分项目袁主要涉及的是对红色文化的消极信念尧看
法袁诸如野我认为红色文化是革命年代的产物袁在
和平年代已经不适用了冶袁 因而取名为 野消极认
同冶遥 在因子芋上得分越低袁表明大学生对红色文
化的认知和情感越消极遥

对叶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调查问卷曳3个
分量表和总量表的信度检验表明袁3个分量表和
总量表的信度令人满意遥野积极认同冶尧野行为认同冶
和野消极认同冶三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alpha系数
分别为 0.92尧0.86和 0.81袁总量表的 alpha系数为
0.90遥 从对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调查问卷所做的
因素分析来看袁 因素分析的结果与我们最初的构
想相吻合袁因此袁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调查问卷的
三个分量表及其总量表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遥
二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年级差异分

析

大一至大四年级学生在红色文化认同总量表

和分量表上的平均得分见表 3遥

由表 3可知袁总体上袁受教育程度越高袁大学
生在红色文化认同问卷上的得分也越高遥 方差分
析表明袁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红色文化认同总量
表及行为认同和消极认同两个分量表上的平均得

分存在显著差异遥事后检验显示袁大四学生在总量
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学生袁 在行为认同上的
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尧大二和大三学生袁在消极认同
上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学生曰 大三学生
在消极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学生遥
这些表明袁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尧知识的增长袁
当代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袁 对红
色文化的情感越来越积极袁 对红色文化的价值功
能越来越认可袁 并逐渐用红色文化精神来指导自
己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遥

渊二冤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性别差异分
析

对男尧 女大学生在红色文化认同总量表和各

图 1 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因素分析陡坡图

表 2 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因子负荷矩阵

对应条目
因子负荷

因子玉渊积极认同冤因子域渊行为认同冤因子芋渊消极认同冤
V18 .797
V19 .783
V32 .764
V28 .750
V10 .688
V30 .658
V17 .648
V34 .640
V16 .639
V7 .629
V23 .598
V26 .598
V2 .598
V6 .566
V22 .774
V21 .705
V27 .663

V14 .770
V4 .431
V33 .470
V15 .484
V1 .508
V9 .511
V8 .529
V35 .575
V24 .614
V20 .632

V12 .745

V11 .372
V29 .435
V5 .477
V25 .565
V31 .578
V13 .639
V3 .649

表 3 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年级差异

注院*表示在 0.0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曰 **表示在
0.0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曰 ***表示在 0.001水平上具
有显著性差异遥 下同遥

年级

总量表 积极认同 行为认同 消极认同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一年级 3.44

2.53*
3.73

1.62
3.04

4.34**
3.31

7.62***二年级 3.48 3.78 3.27 3.23
三年级 3.47 3.82 3.21 3.43
四年级 3.54 3.83 3.30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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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量表上的平均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袁以
确定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状况遥 检验
结果显示渊见表 4冤遥

男尧 女大学生的平均得分在总量表和积极认
同尧消极认同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袁表明总体上男尧
女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程度相似遥但男尧女大
学生在行为认同上的平均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袁
男大学生得分高袁女大学生得分低遥 这表明袁相比
女大学生袁男大学生对红色历史了解更多袁因此更
多地会通过叙述红色故事尧 讲述红色历史等途径
来宣传红色文化袁 更多地用红色文化精神来激励
自身的行为遥

渊三冤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专业差异分析
对文史尧 理工和艺术三大专业的大学生在红

色文化认同上的平均得分进行方差分析遥 结果表
明渊表 5冤袁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在总量表和三个分
量表上的平均得分均显著高于文史和理工专业的

大学生袁 表明艺术专业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程
度高于文史和理工专业大学生遥 文史专业与理工
专业的大学生在总量表和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差

异均不显著袁 表明两种专业的大学生对红色文化
的认同程度相当遥

渊四冤城镇与农村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状况分
析

对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大学生在红色文化认同

总量表和各个分量表上的平均得分进行差异显著

性检验袁 以确定户籍性质对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

认同的影响遥表 6显示袁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大学生
在红色文化认同总量表和分量表上的得分差异均

不显著袁 表明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不受其来
源地的影响遥

渊五冤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文化层次差
异分析

对本科和专科大学生在红色文化认同问卷上

的平均得分进行独立样本的 t检验遥结果表明渊表
7冤袁本科和专科大学生在总量表尧积极认同尧消极
认同量表上的平均得分差异不显著袁 但在行为认
同量表上本科生的得分显著高于专科生袁 这表明
本科生比专科生更多地践行红色文化精神袁 弘扬
红色文化遥

渊六冤父母文化程度对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
同的影响

将大学生父母的文化程度分为文盲尧小学尧中
学或中专尧大学以上四个层次袁文盲是指父亲和母
亲均未入过学或只读过小学低年级袁 其他三个层
次是指父亲或母亲中至少有一方达到相应的文化

程度遥 父母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大学生在红色文化
认同总量表和分量表上的平均得分见表 8遥由表 8
可以看出袁父母亲文化程度越高袁大学生在红色文
化认同问卷上的得分越高遥方差分析表明袁父母亲
文化程度达中学或中专以上的大学生袁 其在总量
表及积极认同和行为认同两个分量表上的得分显

著高于父母亲文盲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大学

生遥因此袁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当代大学生的红色
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遥父母亲文化程度越高袁
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度也越高遥

表 4 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性别差异

性别

总量表 积极认同 行为认同 消极认同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男 3.51 1.17 3.78 0.03 3.31 3.19*** 3.33 0.53
女 3.47 3.79 3.18 3.36

表 5 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专业差异

专业

总量表 积极认同 行为认同 消极认同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艺术 3.66 4.05 3.74 3.94

文史 3.49
2.86*

3.79
3.42*

3.24
14.76***

3.36
7.55***理工 3.47 3.77 3.21 3.37

表 6 户籍性质对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影响

户籍

总量表 积极认同 行为认同 消极认同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城镇 3.48 0.63 3.78 0.77 3.26 0.66 3.31 1.41
农村 3.50 3.81 3.23 3.38

表 7 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文化层次差异分析

文化

层次

总量表 积极认同 行为认同 消极认同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专科 3.49 1.40 3.79 0.64 3.23 2.12* 3.45 0.32
本科 3.61 3.86 3.48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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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七冤大学生了解红色文化的主动性对其红色
文化认同的影响

由表 9可以看出袁 大学生是否主动借助某种
途径以了解红色文化对其红色文化认同有重要影

响遥 主动借助途径了解红色文化的大学生不论是
在红色文化认同总量表还是在三个分量表上的平

均得分均显著高于不主动了解红色文化的大学

生遥 表明主动借助途径了解红色文化的大学生具
有更高的红色文化认同感袁 他们对红色文化具有
更积极的认识和情感袁 并在学习和生活中践行红
色文化袁弘扬红色文化袁提高自身的意志信念遥 因
此袁要提高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度袁应激发大学
生学习红色文化的主动性遥

渊八冤学校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对当代大学
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影响

由表 10可知袁大学生就读高校宣传红色文化
的力度对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也具有重要影响遥
所在学校借用某种形式大力宣传红色文化的大学

生在总量表尧 积极认同和行为认同上的得分均显
著高袁 所在学校对红色文化宣传力度低的大学生
的平均得分显著低遥 表明学校对红色文化的宣传
对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学校
利用报刊尧红色课程尧红色实践活动等宣传方式将
非常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感遥

三尧讨论与分析
人的心理发展水平是由先天与后天因素相互

作用决定的咱5, 8暂遥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是作
为个体的大学生对红色文化是否符合身心发展需

要产生的主观体验袁 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可以归纳
为外部和内部两类袁 外部因素主要有父母文化程
度尧学校的红色教育尧专业教育等袁内部因素包括
性别尧年级及学习红色文化的主动性等遥

渊一冤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具
有复杂性

研究表明袁 当代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袁一是积极的认知和情感渊简称积
极认同冤袁 二是消极的认知和情感 渊简称消极认
同冤袁三是行为认同遥 这反映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
认同的复杂现状袁既有积极统一的认知尧情感和行
为认同袁也包含消极排斥的无奈感遥 其产生原因袁
可能源于改革开放和信息发达带来的多元文化遥
改革开放的实施与市场体制的确立袁 使得人们生
活方式尧 思维模式以及文化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曰全球化尧网络化尧信息化的背景下袁文化传播突
破了传统领土疆域袁 形成了一种全球意识和全球
文化遥西方文化伴随着其强势经济席卷而来袁民族
国家的认同面临严峻挑战遥 多元文化使得国人陷
入各种文化相容和价值冲突之中袁 国门开放之后
信息尧 价值的狂轰滥炸让众多青年学生感到无所
适从袁改变尧颠覆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遥 一方面是强
调个体价值的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袁 另一方面是
强调集体价值的本土红色文化的熏陶袁 产生思想
交锋袁从而模糊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方向袁形成既有
积极认同也包含消极认同的矛盾心理结构遥

渊二冤持续立体的红色教育网保证了青年学生
红色文化认同的城乡一致性

研究表明袁 户籍性质在总量表和三个分量表
上没有显著差异袁 说明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基本

表 8 父母文化程度对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影响

父亲
文化
程度

总量表 积极认同 行为认同 消极认同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平均

得分 F值

文盲 3.39

3.76**

3.65

3.79**

3.17

2.70*

3.12

1.67
小学 3.44 3.70 3.23 3.26
中学或
中专 3.51 3.83 3.29 3.37
大学
以上 3.55 3.83 3.35 3.35

是否
主动
了解
红色
文化

总量表 积极认同 行为认同 消极认同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是 3.51
5.15***

3.81
4.20***

3.26
4.14***

3.36
2.88**

否 3.06 3.32 2.80 3.00

表 9 大学生了解红色文化的主动性对红色文化认同的影响

表 10 学校宣传力度对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影响

学校
宣传
力度

总量表 积极认同 行为认同 消极认同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平均

得分 t值

大 3.53 5.87*** 3.82 3.22** 3.32 8.69*** 3.36 1.06
小 3.27 3.63 2.83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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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城乡和地区的差异影响遥 由于我国的基础教
育和高等教育在城乡各地都实施了有效的红色教

育袁从小学到中学袁再到大学袁我国学校普遍开设
了中国革命史尧革命人物尧革命故事等红色课程袁
同时袁拍摄和播放大量红色影视作品袁形成了持续
立体的红色教育网袁 保证了每位青少年都能受到
红色教育袁 从而形成没有城乡差异的红色文化认
同感遥

研究还表明袁 学校宣传红色文化的力度对大
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同其他认
同形式一样袁 红色文化认同的主题是自我的身份
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袁 即不断地确认自身的群
体归属并获得群体承认遥 其指标是人们的社会属
性和文化属性遥 由于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都是后天的和可变的袁 文化认同也具有相对的可
变性咱9暂遥这就意味着袁文化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是可
以选择的袁即选择特定的文化理念尧思维模式和行
为规范遥 这些文化理念尧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袁都
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袁 因为文化本身
就是一个价值观念体系遥因此可以说袁红色文化认
同的核心是对革命理想尧 信念和精神的价值认同
和价值观认同遥雍琳等认为袁个体在其民族认同的
发展过程中袁先是无条件地认同于强势文化袁其后
反思和修正自己以前的民族认同袁 最后会对民族
区分表现出客观尧公正和清醒的认识袁形成较为理
想的民族认同咱4暂遥 同样袁对于红色文化的学习袁有
利于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的发展袁 学校和社会
只有不断地主动宣传红色文化袁 营造红色文化氛
围袁才能促进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袁保证革命
的理想尧信念和精神代代相传遥

所以袁构建与完善学校尧社会的红色教育网络
体系袁是保证青年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有力措施遥

渊三冤良好的文化认知能力袁是形成大学生高
水平红色文化认同的基本条件

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袁 除社会和学校的影响
之外袁 家庭也是决定其各方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遥 儿童接触不同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起点都在家
庭遥 家庭对于儿童的影响实际上来自于家庭成员
间的相互作用袁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
影响遥有人说一个父亲胜过 100个校长袁这充分说
明了父母对于子女的重要性遥 在现代社会的核心
家庭中袁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就显得更为明显袁并且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袁往往发生在不知不觉中遥
父母的文化程度往往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尧理
想信念尧价值观以及自我概念等遥通过对子女的教
养袁他们的这些品质会影响子女相关品质的形成遥

研究表明袁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袁大学生对红
色文化的认同程度越高遥 其原因可能有二院其一袁
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袁教育机构是国家开办的袁都
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红色文化教育袁 父母在接受教
育的过程中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袁 受教育时间越
长袁红色文化的熏陶越多袁红色文化的认同程度越
高袁对下一代的影响也就越大遥 其二袁父母的文化
程度高袁接受教育多袁父母文化认知能力也高遥 文
化程度高的父母易于获取各种社会文化信息袁理
解当前多元的社会文化袁 从而在各种文化交互作
用的过程中袁激活对当前主流的红色文化的认同袁
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遥可见袁父母良好的文
化修养带来良好的文化认知环境袁 有利于下一代
良好文化认知能力的早期形成袁 从而有利于形成
红色文化的早期认知袁进而可能认同红色文化遥

同时袁研究还表明袁艺术专业大学生的红色文
化认同程度高于文史和理工专业大学生袁 而文史
专业与理工专业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程度相当遥
这可能源于艺术专业要求对红色文化进行深刻的

艺术表达袁 使得艺术类学生接触并深入思考红色
文化的内涵袁 进而提升了他们对红色文化的认同
感遥这也说明袁红色教育中红色文化的呈现方式对
红色文化认同影响很大遥 同样袁研究又表明袁本科
生能更多地践行红色文化精神袁弘扬红色文化遥这
可能是由于本科生在专业学习和抽象认知方面比

专科生更有优势袁文化认知能力相对强些袁抽象理
解红色文化潜在价值的能力也相对强些遥

可见袁良好的文化认知能力袁是大学生形成高
水平红色文化认同的基本条件遥

渊四冤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
主动思考袁 是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成熟的基本动
力

影响心理成熟的关键因素是主体的主观能动

性袁表现为主体积极的反思和实践遥成熟的态度是
建立在深刻的认知和深厚的情感基础上的袁 高水
平的红色文化认同必须建立在对红色文化的积极

主动思考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基础上遥
研究表明袁 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更多地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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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践行红色文化精神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
能是由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望不同袁 对男性
的期望明显地高于对女性的期望袁 这造成男女两
性之间在成就动机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差异遥 国内
外许多研究也都证实袁 男性的成就动机水平远远
高于女性咱10-11暂遥 也就是说袁在同等条件下袁男性比
女性更希望在社会竞争中取得胜利袁获得成就遥在
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袁红色文化处于强势地位遥
对青年学生而言袁 能否进入主流社会并获得较高
的地位袁成为衡量个体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遥男生
为了实现族群和社会对自己的高期望袁 在主流群
体中获得高成就袁 就必须努力使自己融入到主流
文化中去遥 对红色文化持积极的态度会帮助他们
更好地适应主流社会袁从而在竞争中取胜遥对于女
性来说袁由社会期望所造成的压力较小袁即使不能
在主流社会中取得高成就袁 也不会受到群体或社
会的消极评价遥 她们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不必借
助于对特定文化的认同遥 这种成就动机水平的差
异是造成男性的行为认同得分较高袁 而女性得分
较低的主要原因遥

研究还表明袁 大四学生在总量表上的得分显
著高于大一学生袁 在行为认同上的得分显著高于
大一尧大二和大三学生遥 这与教育程度有关袁也与
就业动机的差异有关遥大四学生面临毕业压力袁急
于得到主流社会认可袁 并融入主流社会获得较高
地位袁就业动机远高于非毕业生袁红色文化作为主
流文化之一袁 高水平的行为认同有助于就业的成
功渊如考公务员冤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 能够主动了解红色文化的大
学生具有更高的红色文化认同水平袁 他们对红色

文化具有积极的认识和情感袁 并在学习和生活中
践行红色文化袁弘扬红色文化袁提高自身的意志信
念遥 这说明强烈的内在需要有利于红色文化认同
的形成遥

由此可见袁 强烈的成就动机和忧国忧民的社
会责任感尧 积极主动的思考有利于大学生红色文
化认同的形成遥可以说袁社会责任感和积极主动思
考袁是大学生的红色文化认同成熟的基本动力遥
四尧结论
结合研究结果袁得出如下结论院当代大学生红

色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复杂袁 既包含积极的认知
和情感认同袁也包含消极的认知和情感认同袁还包
含行为认同曰性别尧文化程度尧专业尧了解红色文化
的主动性等内在因素袁专业教育尧学校的宣传尧父
母文化程度等外在因素对当代大学生的红色文化

认同均有重要影响遥
红色文化资源中所蕴涵的革命精神袁野是今天

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和国魂袁是中国人民不甘沉沦尧
积极进取尧奋发图强的精神境界袁是精神风貌尧精
神力量和精神人格的总写照冶咱12暂遥当代大学生红色
文化认同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成

效袁 关系到革命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在青年学生
身上的传承遥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袁要正视大学
生红色文化认同的矛盾心理结构袁 遵循事实认同
到建构认同的路径袁 建设和完善持续立体的红色
文化教育网络袁 结合青年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时代
要求袁创新红色教育方式袁创设红色实践机会袁不
断建构和完善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结构袁 保持青
年一代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动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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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d Culture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FANG Yan-hong1,YIN Guan-hai1,YE Mu-wang2

渊1.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gangshan University, Ji爷 an 343009,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Ti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g 300387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By designing questionnaire of red culture identity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has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llege students爷 red culture ident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red culture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positive identity, behavior identity and negative identity. Both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education
degree, major and initiative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chool publicity and
parents爷 education degree have exerted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college students爷 red culture identity. This
paper maintained that multi-culture caused the complicate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red culture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it is help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爷
red culture identity to improve the cultural cognitive ability, to think positively and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advised that red culture identity structur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could be constructed by
setting up and implementing cubic dimension of educational network, innovating educating ways, creating
red culture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ollege students爷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ntradictory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time requirements.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college students; red culture; cultur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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