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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

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书稿采用逻辑语意分析法、文献法、调查法、问卷调
查法、实验室实验法、田野工作法等方法，深化和扩展了跨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
的研究领域，初步探索了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的学科内容基础和理论意义，分析了中国文化类型与
区域心理学研究的框架，促进了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选择甘肃省作为区域案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和
实验室实验方法，比较系统的研究了省域各个市县城乡居民社会心理、人格心理、文化心理的同一性
和差异性，尝试了省际跨文化比较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探索思路。首次提出开展老乡观念研究并
作了尝试性实验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党政机关部门制定发展规划、开展心理教育、减少省市区域冲突
、消解城乡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决策参考依据，也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心理人
类学、健康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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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海钟，生于1963年7月17日，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人，教育学(心理学)硕士。河西学院教育学系
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兼职硕士生导师，指导2004级和2005级8名硕士研究生。甘肃省
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兼学科组成员，甘肃省心理学会理事，甘肃
省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曾主讲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女性心理学等10余门课程
。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厅级科研课题。在《心理科学》、《心理学探新》等学术刊物发表心
理学、教育学研究论文90余篇。学术随笔、科普文章
40多篇。杂文10余篇，出版《青少年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和实践》(合作，第一作者)、《心理卫生
与心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等专著2部，《教育理论与高师教学改革研究》论文集1部。主持完成的教
学改革与研究成果获国家级二等奖，科研成果多项获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社科成果奖。2003年被省
委省政府授予甘肃省优秀专家称号，2004年入选甘肃省555创新人才工程。主要从事心理卫生与心理教
育、女性心理学、城乡跨文化心理学、高等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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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城乡跨文化适应的应对方式　　中国城乡文化差异的现实原因是制度性政策造成的，
它的形成有它的复杂性，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因此，中国城乡跨文化适应问题应该具有明显
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国外理论与方法可以作为解释中国城乡跨文化适应的参照；另一方面，中
国城乡跨文化适应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应有的文化性。因此，以上介绍的两种国外的文化适应的应对
方式，他们在面对中国城乡文化群体的时候并不是毫无解释力的。对于Moos的理论，能够揭示农村人
在面对文化冲击时所发生心理变化的一些指标或是影响文化适应的一些因素，如环境系统包括社会气
氛、当前的压力源和源自生活不同领域的资源等，这些是一些外部的客观存在。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生
活步伐、城市人高傲的心态、以利益为中心的处事方式、对职业与工种的歧视等，这些都是Moos所说
的环境系统，我们也可以叫做主流文化氛围，一切这些都是主流文化所主观构建出来的，包括生活方
式、价值观等。Moos理论的个体系统则是由认知能力、个性特质、社会能力和自信这样一些个人特质
和资源构成。站在我们的视角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些影响文化适应的个体的内部因素，个体之间
是有差异的。对于中国城乡跨文化适应问题来说，核心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变异的传统
文化不相容和不契合性。传统认为农村人具有保守、胆小的处事风格，他们因经验缺乏而难以习得“
文明”的交际能力，因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内向的个性特征，因社会比较而形成的自卑心理，这些都
是该理论所说的个人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该理论下的暂时条件、认知评价、应对技能和个体的健康、
幸福等，都是在面对具体的实际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个体差异问题。该理论的优势在于考虑到了个体
因素与环境因素所共同影响着个体的文化适应问题，他们的相互作用可以用来解释文化适应所形成的
一些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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