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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vast country with obvious regional diversity, China has obvious cultural differences within its borde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al migration has also received grow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ye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views on such research. This study seeks to explore the trends and problems 
of research in this direction 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CNKI in recent years. After analyz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this type of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adap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rban-rural and inter-ethnic migration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s is too narrowly focused, and the theoretical depth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this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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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国内迁徙跨文化适应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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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多样性明显的国家，其国内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随着国内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大学生国
内迁徙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近年来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针对此类研究的综述仍然缺乏。本研究通过对CNKI近年来
的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力图探讨该方向研究的趋势和问题。经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目前该类研究主要聚焦大学生城
乡及跨民族迁徙的适应问题，对于跨区域迁徙的探索聚焦点过于狭窄，且理论深度明显不足。今后的研究应在此方向上进
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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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文化上，中国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极为多样化的国家，

国内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1][2][3]。由于这些文化差异的存

在，从家乡迁徙到国内的其他地区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跨

越，需要相应的跨文化适应 [4][5]。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显示，中国有 3.76 亿流动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学

生），这一数据与 2010 年相比增长了约 70%。现有研究发

现，离开熟悉的家乡前往新文化环境并开启大学生活的学生

常常面临一系列挑战，如抑郁、焦虑、孤独和学业困难等 [6][7]。 

由此，了解大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相关能力和情况不仅有利于

他们克服上述困难，也有助于相关院校及社会的稳定。

本研究力图对涉及大学生国内迁徙中的跨文化适应问

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索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本

文数据来自于 CNKI 数据库，选取近五年关于大学生国内迁

徙跨文化适应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检索设置年代为 2019-

2024 年。关键词为：国内迁徙、大学生、文化适应、跨文

化适应。通过梳理排除，共获得与本研究目的相关的文献

18 篇。通过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城

乡间迁徙的文化适应探讨、少数民族大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宽

泛分析、以及少数民族大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具体个案研究三

个方面，而针对全体大学生在跨地区迁徙中的跨文化适应研

究则非常少，且多集中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迁徙语境中。下

文对这些研究的主要发现、观点和大学生国内迁徙的跨文化

适应研究整体趋势进行综述。

2 国内迁徙研究热点综述

2.1 大学生城乡间迁徙的文化适应研究
此类研究着重探讨了农村学生进入大学后面临的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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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及适应状况。

如杨玉倩和马莹的研究 [8] 指出，农村大学生普遍将城

乡文化视为二元对立且冲突的关系。在这种的文化观影响

下，他们在城乡文化的交际中形成了四类跨文化适应模式：

乡土型、边缘型、徘徊型和双认同型。而根据 Berry 的四分

类理论，乡土型可对应为分离型在中国农村大学生在校期间

跨文化适应中的表现；边缘型与徘徊型分别展现了边缘型的

不同状态。尽管双认同型与整合型有某些相似，但并不完全

一致，而同化型在此情境中未见体现。

李艺晴 [9] 发现农村大学生在适应城市大学生活中有两

大特点。首先在观念上，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受

访大学生普遍对城市文化表现出较高的认同感，而对农村文

化的认同感则相对较弱。这种文化环境差别以及农村大学

生对两种文化认同度的差异，常常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适

感。其次，文化认同的差异与“文化休克”现象密切相关。

农村和城市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农村大学生对农村

和城市文化的认同度存在明显不同，这导致他们在主观上缺

乏对农村文化的自信。在面对陌生文化环境和文化认同的差

距时，农村大学生入学后往往会经历“文化休克”。

除此之外，许又姜宇 [10]、肖桐和邬志辉 [11] 在此领域也

有独特的发现，但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做展开讨论。

2.2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的整体研究
这类研究宽泛地探索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大学生活的整

体适应状况，并不对具体民族的学生情况进行单独分析。其

中，马叶超及严秀英的调查 [12] 表明，民族特色高校学生的“大

五人格”特质和跨文化适应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具体而

言，神经质人格同跨文化适应的各个维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而“大五人格”中的其他方面则与跨文化适应表现出

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一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研究的结 

论 [13][14][15][16]。该研究的层次回归分析显示，在排除人口学

变量的影响后，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的“大五人格”特质对跨

文化适应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整体看来，民族特色高校的

学生在跨文化适应方面总体表现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出

U 型变化趋势，其中三年级学生的适应水平最低，在学习适

应、人际交往适应以及对学校生活的满意度方面得分相对较

低。另外，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的总分及其各个维度在年级、

生源地等人口学变量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

此外，杨洁梅 [17]、叶尔扎提·吐尔逊哈孜和马曼·哈

山 [18]、镡祎梦 [19]、邱致勇和崔英锦 [20]、以及孙君洁、雷涛、

虞悦的研究 [21] 也就该话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观点，由于

篇幅限制，这里不做展开。

2.3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的具体个案研究
在此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以具体民族的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探讨了他们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特点。这些研究主

要聚焦新疆及西藏地区的学生。

在针对新疆籍学生的研究中，徐百灵 [22] 发现，来自新

疆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地整体适应情况较好。然而，他们

在适应内地的自然与教育环境以及文化认知方面仍面临一

些挑战。大多数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内地

的学习生活，并与内地同学建立良好关系。这些学生在适应

过程中通常会经历在其“文化休克”理论中提到的四个阶

段，包括蜜月期、冲突期、调整期和适应期。个人的性别、

教育背景、在内地的停留时间、家庭情况、语言能力以及社

会网络的支持体系等都是影响因素。其中，普通话的掌握程

度通常与教育经历密切相关，而家庭所在地的经济与教育发

展状况也会深刻影响个人在内地的学习表现。此外，个人在

内地感受到的适应压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内地学习环境的

不适应。

此外，王亚、卢宁、及陈启荣也就此问题开展了研究，

此处受篇幅限制，不做展开。

滕竞针对藏族大学生进行了分析，其发现一些藏族学

生在进入大学后，会经历明显的失落感和不自信。出于自我

保护的本能，多数藏族学生更倾向于与来自西藏的同学聚集

在一起。在与汉族同学的互动中，他们往往表现出紧张和逃

避的心理特征。此外，在多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相互碰撞与

冲突的环境中，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难度更大，相比单一文化

的环境，他们更容易对周围的人际氛围产生敏感反应。藏族

学生在选择朋友时，更看重对方是否能在情感上与自己产生

共鸣，是否真心相待，这种倾向有时被视作过于强调个人情

谊的表现。许多藏族大学生觉得自己在与汉族同学交往时缺

乏能力与技巧，却又不知如何改善。在面对冲突时，他们通

常会采取简单直接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方式来解决，表现出对

他人较强的敌意。

除针对新疆和西藏大学生的研究外，学者们也对其他

少数民族的学生开展了相关研究，如刘子云、沈坤敏、吴杏

丽、黄雨瑶、廖俪莹、凌芝借助 Berry 的理论框架，对瑶族

大学生的文化适应情况进行了分析。

2.4 地域间的大学生迁徙研究
这类研究并不将学生的民族及城乡身份作为考量因素，

而是将跨区域流动的所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此类研究目前

很少，而且多集中在讨论内地与香港之间大学生迁徙的跨文

化适应问题。如黄佳丽的研究表明，整体来看，香港大学生

对文化适应的满意度较高，但在学习方面的文化适应满意度

相对较低。主要的文化适应障碍包括对内地政策的不熟悉、

不适应课程的教学方式以及在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方面的

不适应。相关性分析表明，学习、生活和社会融入与文化适

应之间存在关联。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关注学生在上述三个方

面所面临的具体障碍。不同年级的学生所遇到的文化适应问

题各不相同。虽然内地生活时间与文化适应间没有显著关

联，但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Baohua Yu、Anita S. Mak 以及 Peter Bodycott 的研究发

现，学术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以及较低的感知歧视水平能

够预测内地学生在香港的心理适应和学业适应。对于内地学

生而言，英语能力和当地方言粤语的掌握程度也被发现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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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学业适应的额外因素。

3 讨论及结论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看出近年来针对大学生国内迁徙

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主要聚焦城乡问题和民族问题。这一方向

的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主要问题。首先，理论深度有待加强。

大部分学者只从现象层面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了简单讨论，

没有很好地运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相关理论展开有价值的

分析。尽管有部分学者使用了如 Berry 等著名学者的跨文化

适应模式理论，然而，跨文化适应的理论探索在国际上已经

已经较为深入，相关的理论也颇为丰富，显然国内在相关理

论的引入及本土化应用上仍需进一步加强。

另外，Talhelm 等学者极具影响力的研究 [1] 早已十分清

楚地表明，中国存在非常明显的大地理空间文化差异。然而，

针对中国大学生、跨地理空间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却非常之

少，这显然是个重大缺憾。目前这方面的探索可谓仅仅处于

起步阶段。通过本综述可以发现，相关的研究几乎都仅仅聚

焦内地及香港之间的大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而中国作为一

个多元文化大国，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大学生迁徙的跨文化

适应问题探索应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综上，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大学生国内迁徙的跨文化适

应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讨论了这一研究方向当前的进展和不

足，以期为该领域以后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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