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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多民族聚集地区小学生品格优势的发展现状，采用整群随机抽

样的方式在辽宁省抚顺市抽取朝鲜族、满族、汉族小学生 1369 人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法分析多民族小学

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结果发现：朝鲜族、满族、汉族小学生品格优势整体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性，

朝鲜族小学生在“洞察力”“好学”“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发展更突出，汉族小学生在“爱”优势上发展更突出，

而满族小学生品格优势整体发展水平较弱。此外，在男生和 6 年级小学生中，品格优势的民族差异较为明显。

据此提出针对不同民族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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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发展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对中华

民族的共同反映，其本质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包括理论、价值观、情感、文化、社会等

多领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1］各民族小学生身处本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培养出不同的价值观、美德

及品格优势。

品格优势是指通过认知、情感和行为反映出来的一组积极人格特质。［2］它是促进个体身心健康与

幸福感，缓解消极情绪与应对压力的良好资源，［3］是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心理资本。［4］已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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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优势对个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具有积极的影响。［5］

品格优势的发展受个体年龄、性别和民族文化差异等人口学因素影响。［6-11］例如，Ruch 和 Blanca

等人的研究表明，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其品格优势各个特质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3，12］马艳云的

研究表明，4 ～ 6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在人际和超越两个维度发展较好，而在认知、情感、公正和节制

四个维度发展较弱。［13］Satoshi 等人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具有爱情和善良方面的优势，而男

性则更有可能具有勇敢和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14］林素兰和杨胜文等人的研究发现，与汉族小学生相

比，少数民族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较弱、存在更多的消极心理和问题行为。［15-16］我国东北三省是极具

特色的多民族聚集地区，居住着包括汉族、朝鲜族、满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在内的多民族人口，

其中以汉族、朝鲜族、满族人口数量居多。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因而其教育观念与行为也表

现出鲜明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例如，朝鲜族人虽然对汉族文化适应良好，且比较容易接受汉族文化，［17］

但是他们也更注重于朝鲜民族传统美德的教育。汪新筱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与汉族人相比，朝鲜族人更

重视长幼秩序，对长幼规范的要求更加严格。［18］而满族人传统观念认为，儿童是成人的附属物，对儿

童的管教须等待其成熟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才能有效，无意于早期教育。因此，满族人的家庭教育实行前

松后紧的的非连续性教育方式，即幼年较宽松，成年以后趋严。满族儿童在 7 岁之前只能零星地接受到

一些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育。［19］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观念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民族学生的品格优势发展程

度也不尽相同，但目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结论尚未见到。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以东北地区辽宁省抚顺市的朝鲜

族、满族、汉族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问题，并由此提出有针对性的

多民族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受低年级小学生对问卷作答理解程度的限制，本研究选取中高年级小学生为研究对象群体。采用整

群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辽宁省抚顺市的一所朝鲜族小学、一所满族小学和一所汉族小学中抽取了 4 ～ 6 年

级小学生 1457 人，回收有效问卷 136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3.96％。其中，朝鲜族小学生 126 人（4 年级

43 人、5 年级 53 人、6 年级 60 人，男生 85 人、女生 71 人）；满族小学生 521 人（4 年级 185 人、5 年

级 155 人、6 年级 181 人，男生 273 人、女生 248 人）；汉族小学生 692 人（4 年级 275 人、5 年级 255 人、

6 年级 162 人，男生 354 人、女生 338 人）。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王江洋、梁袆婷、关强、高亚华（2020）编制的《小学生品格优势问卷》，测量小学生

品格优势水平。该问卷共包括“理想信念”“洞察力”“好学”“自我管理”“公正合作”“坚毅勇敢”“谦

虚”“仁善”“爱”“热情”“对美好的领悟”“社交能力”等 12 种特质，总计 65 个具体项目。每个

项目的设计是在一个描述句之后，提供五个选择项，对选项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式记分法，即“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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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记为 1 分，“不太像我”记为 2 分，“不确定”记为 3 分，“比较像我”记为 4 分，“非常像我”

记为 5 分。每种特质分数越高表示品格优势水平越高。该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7，其验证性因

素分析结果为 χ2/df=2.05，TLI=0.91，CFI=0.92，SRMR=0.03，RMSEA=0.02，模型结构拟合较好，因此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5。

2.3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使用多媒体教室，由主试宣读指导语，被试根据要求自行填答网络问卷并及时提交

数据。对研究数据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管理与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总体民族差异比较

以样本总体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得分为因变量，以民族分组（朝鲜族、满族、汉族，下同）作为自

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多变量检验 Wilk’s l 效应值为 0.62，F（24，2710）=7.41，p<0.001；

这表明小学生品格优势的发展整体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对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的单变量方差分析及民

族分组主效应的事后检验（LSD）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谦虚”和“爱”优势得分在三个民族小

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在“理想信念”“公正合作”“坚毅勇敢”“仁善”“社交能力”“洞

察力”“好学”“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和汉族小学生均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在“洞察力”“好

学”“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汉族小学生；在“自我管理”优势得分上，

汉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在“热情”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

表 1  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总体民族差异比较（M±SD）

Table 1 Comparison of overall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pupils’ 

character advantages (M±SD) 

品格优势 朝鲜族（n=156）满族（n=521） 汉族（n=692） F（24，2710） η 2 LSD
理想信念 4.45±0.67 4.20±0.67 4.35±0.64 11.87*** 0.02 ①、③ > ②

洞察力 3.92±0.65 3.66±0.73 3.74±0.69 8.79*** 0.01 ① > ③ > ②
好学 4.13±0.78 3.82±0.82 3.92±0.77 9.14*** 0.01 ① > ③ > ②

自我管理 3.98±0.73 3.90±0.78 4.02±0.73 4.04* 0.01 ③ > ②
公正合作 4.30±0.65 4.11±0.64 4.24±0.61 8.78*** 0.01 ①、③ > ②
坚毅勇敢 4.20±0.73 3.93±0.72 4.24±0.61 34.92*** 0.05 ①、③ > ②

谦虚 4.18±0.72 4.12±0.71 4.21±0.66 2.34 0.00 -
仁善 4.31±0.57 4.08±0.61 4.19±0.60 10.22*** 0.02 ①、③ > ②

爱 4.47±0.52 4.38±0.61 4.40±0.55 1.31 0.00 -
热情 4.17±0.83 4.02±0.89 4.11±0.80 2.75*** 0.00 ① > ②

对美好的领悟 4.42±0.60 4.19±0.66 4.30±0.63 8.92*** 0.01 ① > ③ > ②
社交能力 4.09±0.81 3.84±0.83 3.99±0.77 8.43*** 0.01 ①、③ > ②

注：*p<0.05，**p<0.01，***p<0.001；①朝鲜族，②满族，③汉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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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性别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比较

3.2.1  小学男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

以男生样本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得分为因变量，以民族分组作为自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多变量检验 Wilk’s l 效应值为 0.54，F（24，1396）=3.30，p<0.001；这表明小学男生品格优势的发展整

体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对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的单变量方差分析及民族分组主效应的事后检验（LSD）

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小学男生在“自我管理”“谦虚”“爱”“热情”优势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民

族差异；在“理想信念”“公正合作”“坚毅勇敢”“仁善”“对美好的领悟”“社交能力”优势得分

上朝鲜族小学男生与汉族小学男生均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男生；在“洞察力”“好学”优势得分上朝鲜族

小学男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男生与汉族小学男生。

表 2  小学男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比较（M±SD）

Table 2 Comparison of 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boys’ character 

advantages (M±SD) 

品格优势 朝鲜族（n=85） 满族（n=273） 汉族（n=354） F（24，1396） η 2 LSD
理想信念 4.31±0.68 4.13±0.70 4.43±0.68 8.34*** 0.02 ①、③ > ②

洞察力 3.72±0.72 3.65±0.72 3.93±0.73 4.86** 0.01 ① > ③、②
好学 3.90±0.80 3.80±0.81 4.19±0.80 7.71*** 0.02 ① > ③、②

自我管理 3.85±0.79 3.75±0.82 3.86±0.76 1.33 0.00 -
公正合作 4.19±0.65 4.03±0.66 4.23±0.72 5.61** 0.02 ①、③ > ②
坚毅勇敢 4.19±0.65 3.93±0.71 4.19±0.81 11.80*** 0.03 ①、③ > ②

谦虚 4.12±0.73 4.06±0.71 4.05±0.78 0.67 0.00 -
仁善 4.14±0.62 4.01±0.64 4.28±0.61 6.87** 0.02 ①、③ > ②

爱 4.35±0.60 4.30±0.63 4.42±0.56 1.31 0.00 -
热情 4.07±0.82 3.98±0.91 4.16±0.87 1.73 0.01 -

对美好的领悟 4.23±0.67 4.10±0.69 4.37±0.64 6.04** 0.02 ①、③ > ②
社交能力 3.92±0.81 3.78±0.86 4.00±0.82 3.42* 0.01 ①、③ > ②

3.2.2  小学女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

以女生样本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得分为因变量，以民族分组作为自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多变量检验 Wilk’s l 效应值为 0.92，F（24，1286）=5.46，p<0.001；这表明小学女生品格优势

的发展整体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对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的单变量方差分析及民族分组主效应的事后

检验（LSD）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小学女生在“好学”“谦虚”“爱”“热情”优势得分上不

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在“理想信念”“公正合作”“坚毅勇敢”“社交能力”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小

学女生与汉族小学女生均显著高于满族小学女生；在“洞察力”“仁善”“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

分上朝鲜族小女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女生；在“自我管理”优势得分上汉族小学女生显著高于满

族小学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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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学女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比较（M±SD）

Table 3 Comparison of 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dvantages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girls (M±SD) 

品格优势 朝鲜族（n=71） 满族（n=248） 汉族（n=338） F（24，1286） η 2 LSD
理想信念 4.39±0.60 4.28±0.62 4.48±0.65 3.75* 0.01 ①、③ > ②

洞察力 3.76±0.65 3.66±0.73 3.91±0.54 3.98* 0.01 ① > ②
好学 3.94±0.75 3.85±0.84 4.06±0.76 2.21 0.01 -

自我管理 4.20±0.60 4.06±0.70 4.12±0.67 3.40* 0.01 ③ > ②
公正合作 4.30±0.57 4.20±0.60 4.37±0.55 3.35* 0.01 ①、③ > ②
坚毅勇敢 4.30±0.57 3.92±0.73 4.21±0.64 25.48*** 0.07 ①、③ > ②

谦虚 4.30±0.57 4.19±0.70 4.34±0.61 2.77 0.01 -
仁善 4.23±0.58 4.15±0.57 4.34±0.52 3.56* 0.01 ① > ②

爱 4.44±0.50 4.47±0.56 4.52±0.47 0.83 0.00 -
热情 4.15±0.77 4.06±0.88 4.18±0.78 1.09 0.00 -

对美好的领悟 4.37±0.59 4.29±0.60 4.48±0.54 3.14* 0.01 ① > ②
社交能力 4.07±0.71 3.91±0.80 4.19±0.80 5.41** 0.02 ①、③ > ②

3.3  不同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比较

3.3.1  4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

以 4 年级样本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得分为因变量，以民族分组作为自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多变量检验 Wilk’s l 效应值为 0.92，F（24，978）=4.11，p<0.001；这表明 4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的发展

整体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对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的单变量方差分析及民族分组主效应的事后检验（LSD）

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4 年级小学生在“洞察力”“好学”“自我管理”“谦虚”“爱”“热情”

优势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在“理想信念”“公正合作”“坚毅勇敢”“仁善”“对美好的领悟”“社

交能力”优势得分上均表现为汉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在“坚毅勇敢”“仁善”“社交能力”

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

表 4  4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比较（M±SD）

Table 4 Comparison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dvantages among 

grade 4 pupils (M±SD) 

品格优势 朝鲜族（n=43） 满族（n=185） 汉族（n=275） F（24，978） η 2 LSD
理想信念 4.42±0.68 4.39±0.59 4.24±0.67 3.52* 0.01 ③ > ②

洞察力 3.89±0.67 3.73±0.68 3.71±0.65 1.24 0.01 -
好学 4.17±0.73 3.94±0.77 3.88±0.84 2.43 0.01 -

自我管理 4.08±0.73 4.03±0.73 3.93±0.80 1.24 0.01 -
公正合作 4.28±0.69 4.32±0.57 4.15±0.66 4.28* 0.02 ③ > ②
坚毅勇敢 4.08±0.85 4.32±0.57 3.94±0.69 19.28*** 0.07 ①、③ > ②

谦虚 4.26±0.64 4.24±0.67 4.13±0.72 1.45 0.01 -
仁善 4.29±0.51 4.23±0.57 4.08±0.60 4.39* 0.02 ①、③ > ②

爱 4.55±0.55 4.45±0.54 4.35±0.66 2.66 0.01 -
热情 4.16±0.84 4.14±0.78 4.17±0.74 0.12 0.00 -

对美好的领悟 4.36±0.62 4.34±0.62 4.18±0.67 3.61* 0.01 ③ > ②
社交能力 4.14±0.91 3.99±0.80 3.79±0.84 4.96** 0.02 ①、③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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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5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

以 5 年级样本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得分为因变量，以民族分组作为自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多变量检验 Wilk’s l 效应值为 0.71，F（24，898）=2.87，p<0.001；这表明 5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的发展

整体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对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的单变量方差分析及民族分组主效应的事后检验（LSD）

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知，5 年级小学生在“爱”优势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在“自我管理”“谦

虚”“社交能力”优势得分上汉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在“理想信念”“洞察力”“好学”“公

正合作”“坚毅勇敢”“仁善”“热情”“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小学生与汉族小学生均显

著高于满族小学生。

表 5  5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比较（M±SD）

Table 5 Comparison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dvantages of grade 5 

pupils (M±SD) 

品格优势 朝鲜族（n=53） 满族（n=155） 汉族（n=255） F（24，898） η 2 LSD
理想信念 4.33±0.63 4.12±0.69 4.36±0.74 5.53** 0.02 ①、③ > ②

洞察力 3.79±0.66 3.55±0.78 3.87±0.65 7.02** 0.03 ①、③ > ②
好学 3.93±0.73 3.74±0.86 4.11±0.78 5.51** 0.02 ①、③ > ②

自我管理 4.08±0.71 3.81±0.77 3.86±0.78 6.78** 0.03 ③ > ②
公正合作 4.25±0.60 4.05±0.62 4.26±0.72 5.35** 0.02 ①、③ > ②
坚毅勇敢 4.25±0.60 3.90±0.74 4.15±0.71 13.21*** 0.05 ①、③ > ②

谦虚 4.20±0.64 4.03±0.71 4.06±0.75 3.05* 0.01 ③ > ②
仁善 4.18±0.60 4.01±0.62 4.24±0.68 4.55* 0.02 ①、③ > ②

爱 4.42±0.52 4.34±0.60 4.43±0.53 1.02 0.00 -
热情 4.17±0.76 3.86±0.98 4.14±0.89 6.26** 0.03 ①、③ > ②

对美好的领悟 4.28±0.62 4.13±0.62 4.38±0.61 4.54* 0.02 ①、③ > ②
社交能力 4.01±0.73 3.81±0.84 3.94±0.70 3.35* 0.01 ③ > ②

3.3.3  6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

以 6 年级样本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得分为因变量，以民族分组作为自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多变量检验 Wilk’s l 效应值为 0.95，F（24，778）=3.41，p<0.001；这表明 6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

势的发展整体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对 12 种品格优势特质的单变量方差分析及民族分组主效应的事后

检验（LSD）结果见表 6。由表 6 可知，6 年级小学生在“好学”“自我管理”“谦虚”“热情”“社

交能努力”优势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民族差异；在“理想信念”“洞察力”“公正合作”“仁善”“对

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和汉族小学生；在“坚毅勇敢”优势得分

上朝鲜族小学生与汉族小学生均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在“爱”优势得分上汉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朝鲜

族小学生与满族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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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6 年级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比较（M±SD）

Table 6 Comparison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advantages of grade 6 

pupils (M±SD) 

品格优势 朝鲜族（n=60） 满族（n=181） 汉族（n=162） F（24，778） η 2 LSD
理想信念 4.30±0.73 4.23±0.63 4.55±0.59 5.22** 0.03 ① > ③、②

洞察力 3.68±0.74 3.69±0.75 3.99±0.63 4.51* 0.02 ① > ③、②
好学 3.86±0.84 3.84±0.78 4.12±0.84 2.70 0.01 -

自我管理 3.93±0.75 3.95±0.76 4.01±0.68 0.23 0.00 -
公正合作 4.11±0.69 4.13±0.63 4.34±0.56 3.10* 0.02 ① > ③、②
坚毅勇敢 4.11±0.69 3.93±0.74 4.32±0.65 7.58** 0.04 ①、③ > ②

谦虚 4.17±0.67 4.18±0.69 4.24±0.73 0.24 0.00 -
仁善 4.12±0.65 4.13±0.60 4.38±0.50 4.39* 0.02 ① > ③、②

爱 4.27±0.59 4.45±0.54 4.44±0.49 5.01** 0.02 ③ > ①、②
热情 3.97±0.87 3.99±0.94 4.21±0.77 1.63 0.01 -

对美好的领悟 4.25±0.67 4.26±0.67 4.50±0.58 3.46* 0.02 ① > ③、②
社交能力 3.97±0.78 3.92±0.82 4.19±0.82 2.59 0.01 -

4  讨论

4.1  朝、汉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

总体民族差异体现为：在“洞察力”“好学”“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小学生显著高

于汉族小学生。朝鲜族小学生与汉族小学生的品格优势发展情况较为相似，这是由于朝鲜族小学生与汉

族小学生生活的环境相同，都居住于城镇。因此，其品格优势的整体发展趋势较为相似。

性别上的民族差异体现为：朝鲜族小学男生在“洞察力”“好学”优势得分上显著高于汉

族小学男生。这与汪新筱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18］这是由于现代中国朝鲜族人仍然受儒家文

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 ［20］因此，朝鲜族家庭对朝鲜族男生的标准更加严格，也对其存在着

更多的角色期待。

6 年级朝鲜族小学生在“理想信念”“洞察力”“公正合作”“仁善”“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

显著高于 6 年级汉族小学生。这与尹建军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1］这是由于 6 年级小学生的学习时间

分配的决策水平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22］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自我实现动机。朝鲜族家庭更注重民

族性的教育观念，他们的家庭教育概念要高于汉族家庭中的教育概念。因此，处于自我发展的第二个上

升期的 6 年级小学生来说，朝鲜族小学生的品格优势水平发展高于汉族小学生。在其他特质中，朝鲜族

小学生与汉族小学生的品格优势发展水平相似，这是由于朝鲜族的生活地区与汉族相互融合，其文化也

在相互融合。

6 年级汉族小学生在“爱”优势得分上显著高于 6 年级朝鲜族小学生。这与朴婷姬等人的研究结果

一致。［23］这是由于与汉族小学生相比，朝鲜族小学生留守儿童占比较大，并且由于大多数朝鲜族父母

倾向于选择的海外务工，因此，留守时间较长。长期的父母失陪对六年级小学生爱的品质的发展有着重

大的影响。塞尔曼的友谊发展阶段论认为 6 年级小学生处于友谊发展的最高阶段。孩子与父母的早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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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会对其后期发展产生影响。父母外出后，心理方面的问题是金钱和物质弥补不了的，远离父母的痛苦

甚至可长达 10 年之久，亲子分离给儿童带来孤独、焦躁、抑郁、自卑、内疚及被遗弃等复杂感受，使

他们普遍缺乏社交能力、对人际互动缺乏自信。［24］

4.2  满、汉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

总体民族差异体现为：在“理想信念”“公正合作”“坚毅勇敢”“仁善”“社交能力”“洞察力”“好

学”“对美好的领悟”“自我管理”优势得分上，汉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相较于汉族，满

族群体中留守儿童占比较大，留守儿童缺乏家庭的关注，从而导致了发展自我管理方面时出现迟滞等

问题。［25］

性别上的民族差异体现为：汉族小学男生在“仁善”“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显著高于满族小

学男生。这是由于满族教育提倡男人成年后，应马上成家立业，对家庭、父母、社会和国家承担义务、

负起责任来。［19］而对小学期的男生，并没有过多的要求。而汉族男生的教育从小就开始注重“男儿当

自强”“自强不息”等品质的培养。汉族小学女生在“自我管理”优势得分上显著高于满族小学女生。

这是由于满族女性的地位较高，通过满族神话故事就可以发现，他们崇尚的是“女神文化”。［26］而汉

族女性还是以勤俭持家为美德，从小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

4 年级汉族小学生在“理想信念”“公正合作”“仁善”“对美好的领悟”“社交能力”优势得分

上显著高于 4 年级满族小学生。这是由于国内的教育一直弘扬集体主义、提倡传承中华美德，国学强调

“仁”，即仁爱，爱人。而 4 年级的小学生才基本上能够摆脱遵从权威的束缚，自愿引发利他行为。［27］

5 年级汉族小学生在“自我管理”“谦虚”“社交能力”“理想信念”“洞察力”“好学”“公正合作”“仁

善”“热情”“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显著高于 5 年级满族小学生。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中看重

群体文化，即提倡“合群”，并倡导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对群体的无私奉献。要保证团队稳定的合作，

必须营造透明公平的团队状态。回顾满族历史可以看出，满族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几次大变迁，集团结盟

的方式以及集团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1］这使得现代满族人的社会交往模式

更加灵活多变。并且，5 年级小学生的同伴友谊日趋成熟，比起老师和家长，他们更愿意接受同伴的帮助。［28］

塞尔曼的角色采择技能的发展认为 5 年级小学生处于相互角色采择阶段，即他们可以客观的旁观者的身

份来解释和反应。

6 年级汉族小学生在“爱”优势得分上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这是由于高年级小学生心智已经趋于

成熟，逐渐学会与家人、老师、同学建立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可以让他们之间互相关怀，互相

分享，学生享受并重视这种亲密关系，会全力的支持、帮助并爱护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29］满族小

学生的留守儿童占比大于汉族小学生。根据亲子依恋的理论，父母与子女良好的亲子依恋给学生提供安

全基地，促进学生积极地探索与适应。而留守经历多的孩子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很难形成较佳的依恋

关系。［30］

4.3  朝、满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民族差异

总体民族差异体现为：在“理想信念”“公正合作”“坚毅勇敢”“仁善”“社交能力”“洞察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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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美好的领悟”“热情”优势得分上，朝鲜族小学生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这是由于位于县城

的满族小学生的教育和社会熏陶与位于城市中的朝鲜族小学生相比，品格优势的发展略微滞后。这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1］。同时，这与两民族不同文化所带来的不同家庭教育方式有关。即朝鲜族家

庭的教育方式是从儿时就开始大力培养传统美德，［18］而满族家庭的教育方式是等孩子到了成熟的年

纪之后开始进行教育。［19］

性别上的民族差异体现为：朝鲜族小学男生在“好学”得分上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男生。这是由于朝

鲜族家庭对男生的要求较为严格，相反，满族家庭对男生的要求是到成年期逐渐趋严。

4 年级朝鲜族小学生在“社交能力”优势得分上显著高于 4 年级满族小学生。按照塞尔曼的友谊发

展阶段理论，4 年级小学生处于亲密共享阶段，即认为朋友之间可以相互分享，朋友要互相保持信任和

忠诚，同甘共苦。多数朝鲜族人倾向于过着群体生活，如朝鲜族聚集村、民族特色街等。这表明朝鲜族

人更看重社交关系。朝鲜族家庭教育的重点也放在了懂得分享等人格方面的教育上。

5 年级朝鲜族小学生在“理想信念”“洞察力”“好学”“公正合作”“热情”“对美好的领悟”

优势得分上显著高于满族小学生。吴国宏等人的研究表明 5 年级的儿童正式步入形式运算阶段。［32］

即他们直观的、外部的特征或属性逐渐减少，形象的、本质的特征或属性逐渐增多。虽然，朝鲜

族小学生与满族小学生的留守儿童占比均较高，但是由于朝鲜族留守儿童的留守期较长，从而提

高了心理韧性强度，随之其适应能力发展较好。因此，五年级的朝鲜族小学生能够更快的发展其

品格优势。

6 年级朝鲜族小学生在“理想信念”“洞察力”“公正合作”“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得分上显著

高于 6 年级满族小学生。六年级小学生面临着升学的压力，朝鲜族小学生由小学升到初中的竞争率较低。

而满族小学生具有较大的升学压力。而升学压力导致满族小学生无暇顾及其他品格优势的发展。

5  教育对策

5.1  针对性地开展小学生品格优势民族教育，提升整体小学生的品格优势水平

5.1.1  朝鲜族小学生需加强“爱”优势的教育

朝鲜族从古至今非常强调品德教育。因此，朝鲜族具有许多蕴含着寓意的优秀传统故事。如：讲述

“孝”的《沈清传》、讲述“自然爱”的《兴夫传》、讲述“友爱”的《比黄金更棒的朋友》等。小学

生在发展的过程中，故事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好的故事不仅仅具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故事情节，同时

也蕴含着对人类生活的启示。教师可以通过讲述并讲解朝鲜族传统故事内容，达到发展朝鲜族小学生“爱”

优势的教育。

5.1.2  满族小学生应加强品格优势的整体教育

要提高整体的品格优势，首先应使小学生了解品格优势的含义、了解品格优势的作用、以及品格

优势的重要性。其次，教师应鼓励满族小学生发现自己的品格优势，试着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品格优势。

如：教师可以先培养学生“对美好的领悟”优势，因为，通过培养此优势，学生会对自己的整个生活

感到美好，从而自发的发现更多优秀的品格优势。最后，通过同学间的沟通和交流，慢慢内化成自己



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多民族小学生品格优势发展的现状研究2021 年 9 月
第 3 卷第 9 期 ·102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09116

的品格优势。

5.1.3  汉族小学生需加强“洞察力”“好学”和“对美好的领悟”优势的教育

培养这些优势需要学生多体验、多感受。因此，学校应提供学生亲身参与的平台，如：知识竞赛、

模拟项目大赛等。使学生能够自发地产生学习兴趣、体验探索的乐趣。教师可以采用做游戏、头脑风暴、

联想测试、冥想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教师应打破传统的决策者的角色，要融

入学生的内心，以引导者的身份带领学生发现自己的品格优势、认识自己的品格优势、识别和运用自己

的品格优势。

5.2  实现多民族小学生品格优势互补教育，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树立

由于每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别，导致了不同民族小学生的品格优势发展特点不同。如：朝鲜族小学

生的“洞察力”“好学”“对美好的领悟”“坚毅勇敢”“理想信念”“公正合作”“坚毅勇敢”“仁善”“社

交能力”等特质发展的较好，而汉族小学生的“自我管理”“坚毅勇敢”“理想信念”“公正合作”“坚

毅勇敢”“仁善”“社交能力”优势发展较好。这同时也说明，如果增加不同民族小学生间的文化沟通机会，

则既有利于发扬各自民族文化的优秀品格优势，又有利于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品格优势，做到取长

补短，进而促进多民族小学生品格优势的全面健康发展。对此，学校可以通过积极开展不同民族学校之

间的校际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实现多民族小学生品格优势互补教育的目的。如：开展民族夏令营、冬令营、

民族知识竞赛、民族运动会、民族文化研学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为多民族小学生搭建

互动与沟通的平台，从而促进不同民族小学生之间品格优势的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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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 national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 
advantag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multi-ethnic areas, a sample of 1,369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f 
Korean, Manchu and Han nationality was sampled in Fushu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analyzes the 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superiority of multi-ethnic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anchu and Han nationality students. The Korea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more prominent in the advantages of “insight”, “good learning” and “good understanding”. Han students 
are in the “love” advantage. The development is more prominent,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Manchu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haracter is weak. In addition, among male students and sixth-grad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ethnic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 strengths are more obvious. Based on this, the 
educational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 strength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Korean nationality; Manchu; Han nationality; Character strength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