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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外华人华侨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是他们与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与感情。

海外华裔青少年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希望和未来，他们将会成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

会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为了了解海外华裔青少年们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同情况，我们

对参加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的营员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问，对此次调查和访

问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梦”的海外传播以及开展华裔青少年活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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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开营仪式时曾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梦’”［］。习近平总书记在 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阐述了“中国梦”，强调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当前关于“中国梦”的探讨正在不断引向深

入，因为“中国梦”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同胞的心声，也是全世界华

侨华人的共同愿景。海外华侨华人是凝聚“中国梦”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而海外的华裔青少年是

实现“中国梦”的潜力股，他们对祖（籍）国政策和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将不同程度影响自身的发展。

目前，针对国内青少年“中国梦”认知、认同情况研究成果较多，如：伊文婷（ ）调查和分析

了青年学子对“中国梦”的认同度，杨振宁（ ）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中国梦”的认知情况进行

了调查分析，黄聚云（ ）对上海市几百名大学生做了“中国梦”认同状况调查，但是关于海外华

裔青少年的中国梦认知、认同研究成果并不多。李嘉郁（ ， ）分析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

活动的特点并提出若干建议，对有效开展华裔青少年活动提供指导和帮助。为了更好、更确切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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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当代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同情况，也为了帮助更多的华裔青少年了解“中国

梦”、了解中国，我们对来自印尼、英国、美国、瑞典和葡萄牙五国的 余名华裔青少年进行了“中

国梦”知识宣讲、问卷调查、访问谈话等活动。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此次调查研究的对象是湖南师范大学承办的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中

来自印尼的 名华裔青少年和来自欧美地区（英国、美国、瑞典和葡萄牙）的 名华裔青少年。

来自印尼的华裔青少年只有少数人汉语水平较高，而来自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年由于基本是二代

移民，大部分汉语都不错。其中，欧美地区华裔青少年包括几名中国国籍但在国外长大的青少年。

因为他们从小在国外长大，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除国籍外，与其他华裔青少年并无较大区别，因此将

他们放在一起讨论。

（二）研究方法

此次调研以发放问卷、宣讲材料和个别访谈的形式进行。我们在夏令营的前期发放了调查问

卷Ⅰ，宣讲“中国梦”后发放调查问卷Ⅱ，共发放问卷 份（一张问卷Ⅰ和一张问卷Ⅱ算作一份），
收回调查问卷 份，有效问卷共 份。在有效的调查问卷中，印尼华裔青少年的问卷 份，占

；欧美地区华裔青少年的问卷 份，占 。男生的共 份，占 ；女生的共 份，占

。

为了详细地分析他们对“中国梦”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清楚地体现他们对“中国梦”认知、认

同情况的变化，我们挑选了问卷中最能反映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认知水平和认同度的八道问

题，先进行整体分析，再以地区、年龄和性别为标准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分两组来对比讨论。华

裔青少年对“中国梦”认知水平和认同度的评分标准是参考李克特量表的评分加总式量表技术并

稍做调整，运用类似的方法对他们的选择进行评分统计。每道题运用 、、 三个选项分别为“非

常赞同”、“一般”、“不赞同”。如“你觉得华裔青少年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有关系吗？”此题有三个

选项，选“ 有密切的关系”记 分，选“ 有一点关系”记 分，选“ 没什么关系”记 分。最后，

该题的平均得分由加总的总分除以受测人数得出。

二、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梦”认知、认同情况整体分析

为了更加全面地体现此次夏令营中海外华裔青少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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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受测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基本认同，超过一般水平接近良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

梦”要获得更多华裔青少年的认同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表 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整体认知、认同情况分析

问题 受测人数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值

你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情况吗？

你觉得华裔青少年个人发展与中国有关系吗？

你觉得“中国梦”是？

你想了解“中国梦”的相关内容吗？

你认为“中国梦”能实现吗？

这次夏令营后，你会比以前更关注中国吗？

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向别人介绍你看到的、感受到的中国吗？

你会把自己的梦想和“中国梦”联系起来吗？

总平均值

三、不同因素下华裔青少年“中国梦”认知、认同情况分析

在仔细分析了前后两段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之后，我们发现有许多因素影响海外华裔青少年

对“中国梦”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如不同的生活环境、年龄等都会对他们的选择有影响。为了更

加清楚、细致地分析不同背景因素对华裔青少年“中国梦”认知水平和认同度的影响，我们通过地

区、年龄和性别三个参项分别对华裔青少年“中国梦”的认知、认同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对比分析。

由于来自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年只有 名，而有效问卷只有 份。为了让结果更加客观和

公正，统计地区影响时避免年龄因素的影响，在统计表 数据时，我们在大于 岁和小于等于

岁两个年龄段的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调查问卷中，按大致为 的男女比例随机抽取了 份问卷。

加上 份欧美地区华裔青少年的问卷，总共 份问卷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而表 、表 的样本则

参照表 选取了两个对照组每组各 份样本进行统计。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得出了受测的华裔青少年们在不同背景因素影响下对“中国梦”的认知水

平和认同度数据。

从表 可以看出，受测的印尼和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总体认知水平和认同度

平均值都超过了中间值 ，这些说明两者对“中国梦”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都达到并超过了一般水

平。其中，印尼华裔青少年的总平均值非常接近良好值 ，比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年的总平均值稍

高，说明印尼的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相对要高一点。

从单个的问题来看，所有单个问题的平均值中，除了印尼青少年的问题 和欧美地区青少年的

问题 的平均值都为 ，没有达到一般值 分外，其余问题都超过一般值 分。在回答问题

时， 个被测的印尼华裔青少年没有一个选择“了解”即 分的这一选项，且平均值没有达到一般

值 ，只有 ，这表明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而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程度高于他

们，这可能是由于这四国的华裔青少年大部分是二代移民，有部分青少年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但

··



第 期 金 鑫 熊佳怡：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梦”认知、认同情况调查与分析

欧美地区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平均值也只有 ，并不高。针对这一现象，在问卷Ⅰ调查结
束后，我们在宣讲“中国梦”时，对近期的基本国情做了简单的介绍，了解中国的现状是了解和认同

“中国梦”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问题 的平均值则和问题 的恰恰相反，欧美地区的华裔青

少年比印尼华裔青少年的的平均值要低。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年优越感较强，在回答问题 时，他

们答案的平均值仅为 。认知水平和认同度最高的一题则是问题 ，印尼华裔青少年大部分都

选择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理想。”，平均值达到了 ，接近满分 分，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

年的平均值也接近良好值 。由此可见，对于不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来说，“中国梦”不仅是国内的

中华儿女的梦想，也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理想。

表 不同地区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同情况分析

问题 地区 受测人数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值

你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情况吗？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你觉得华裔青少年个人发展与中国有关系吗？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你觉得“中国梦”是？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你想了解“中国梦”的相关内容吗？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你认为“中国梦”能实现吗？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这次夏令营后，你会比以前更关注中国吗？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向别人介绍你看到的、感受

到的中国吗？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你会把自己的梦想和“中国梦”联系起来吗？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总平均值
印度尼西亚

欧美地区

从表 统计的数据能够看到，年龄因素影响到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同，年龄大的

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识水平和认同度比年龄小的华裔青少年要高。和表 相同的是，表

中各个问题的平均值同样也是在问题一和问题八这两个问题上较低。 岁及以下的华裔青少年

们的认知水平、认同度平均值只有 和 ，而大于 岁的华裔青少年的平均值则为 和

。而问题一的平均值差值达到了 ，相对而言，年龄较大的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要多一

些。根据整体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 龄较的华裔青少
度的年对较多、对“ 国

的理理也年对 较 的 差 。 龄 大 华 青 年 中 数 较 ， 中 的 的 的了一

较多，多识也对 较多，能够华关己的华也言“中中梦” 年 内 关 关 龄 看 。 外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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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大于 岁的华裔青少年还是 岁及以下的华裔青少年，在回答问题 和问题 时，他们的

平均值都高于 ，最高的达到了 ，且 位大于 岁的华裔青少年在回答问题 时更是没有一

位选择“不愿意”（分值为 ）这个选项，这些都体现了华裔青少年们对中国文化、“中国梦”较高的

认同。

表 不同年龄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同情况分析

问题 年龄 受测人数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值

你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情况吗？
≤

你觉得华裔青少年个人发展与中国有关系吗？
≤

你觉得“中国梦”是？
≤

你想了解“中国梦”的相关内容吗？
≤

你认为“中国梦”能实现吗？
≤

这次夏令营后，你会比以前更关注中国吗？
≤

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向别人介绍你看到的、感受到的

中国吗？ ≤

你会把自己的梦想和“中国梦”联系起来吗？
≤

总平均值
≤

（为了不受地区的影响，表 的问卷是从印尼的 和≤ 两个年龄分组中分别大致按 的比例选择的 份问

卷，欧美地区同上 份，共 份问卷。）

虽然表 中男、女华裔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总平均值差距不大，但是表 的男、女华裔

青少年对“中国梦”的整体认知、认同情况的数据分析及相关访谈活动表明，女生对“中国梦”的整

体认知水平和认同度要高于男生。值得关注的是，这 名华裔青少在问题 、、上的认知水平和

认同度平均值都达到了 ，这表明受测的对象对此次调研宣传中接触到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梦”的

相关知识认知水平和认同度都较高。其中，女生的平均值更是非常接近最高值 ，比男生要高出

到 。结合访谈内容分析，这种差距可能和男生乐于进行探索，不会轻易认同新事物，对新

事物具有更强的批判性的心理特点有关。但问题 显示男生对中国的了解要比女生多，在全体营

员中共有 名学生在此次宣传活动前就听说过“中国梦”，其中男生多达 名。结合相关资料和

报道分析，这样的结果可能和男生生活经验丰富，比较关注国情、时事政治的兴趣爱好有关系，而女

生则对时政没那么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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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性别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知、认同情况分析

问题 年龄 受测人数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值

你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情况吗？
男

女

你觉得华裔青少年个人发展与中国有关系吗？
男

女

你觉得“中国梦”是？
男

女

你想了解“中国梦”的相关内容吗？
男

女

你认为“中国梦”能实现吗？
男

女

这次夏令营后，你会比以前更关注中国吗？
男

女

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向别人介绍你看到的、感受到的

中国吗？

男

女

你会把自己的梦想和“中国梦”联系起来吗？
男

女

总平均值
男

女

（由于来自欧美地区的女生只有 名，为了减少地区和年龄因素对表 数据的影响，表 的受测对象， 名女生中

印尼 名，欧美地区 名，和表 、表 受测对象略有差异。）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对调查问卷以及访谈内容分析和总结，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在调研宣讲活动后，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平均值达到了 ，整体认

知水平和认同度高于一般水平接近良好。

印尼的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要略高于来自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年，

但欧美地区的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相对较多。

年龄较大的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的整体认知水平和认同度要高于年龄较小的华裔青少年。

华裔女生对“中国梦”的整体认知水平和认同度要高于男生。

（二）建议

通过开展调查以及宣讲活动，我们发现“中国梦”这一理念获得了绝大部分青少年的认同。但

整体来看， 多名华裔青少年对“中国梦”及相关内容的认知水平和认同度与理想的状态还有一

定的距离。下面结合此次调研的情况、当下“中国梦”的发展情况以及华裔青少年们的生活实际，

提出一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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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应加强“中国梦”的海外宣传力度

让海外华侨华人了解“中国梦”的内涵与重要历史意义，明确“中国梦”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之

梦，而是全体中国人对和平、发展的崇高理想，实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中国梦”与每

一位华侨华人以及华裔子弟的个人梦想以及全球持久和平、繁荣发展的“世界梦”息息相通。

华文教育机构应创新教育理念、更新教学内容

海内外的华文教育机构应该结合各自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的各种有利资源，创新华文教

育理念。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要根据华裔青少年特点、海内外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及时

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高他们对“中国梦”的认知水平，并帮助他们将个人梦想与“中国

梦”主动对接。

海外华社及华侨华人家庭应更多关注“中国梦”

海外华人社团以及华文传媒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应该积极主动了解“中国梦”并宣传“中

国梦”。海外的华侨华人家庭也应该为华裔青少年创造学习祖籍国语言文化的环境，提供更多了

解祖（籍）国发展变化的机会。

注释：

［］中国新闻网，《习近平讲话引共鸣：华裔青少年议“根、魂、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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