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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议。

问卷的内容主要从认知和动机两个维度进行设计，

集中在学生们对上合国家文化的了解情况和开展相关文

化活动意愿的两个大方面。在认知维度方面，问卷问题

的设计逐层递进，从询问学生们对于上合组织的了解程

度再到对于上合国家文化的了解程度及了解途径；而在

动机维度方面，问题设计由大及小，从整体到局部，从

学 生 对 于 了 解 上 合 国 家 文 化 的 整 体 兴 趣 与 否 ， 再 从 国

家、文化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细分。学生们对于上合国

家及其文化的认知情况和了解意愿高低，决定了我们这

项研究是否有意义，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上合国家文化

进校园”活动是否具有可行性。（本篇文章中的“上合

国家文化”指除本国文化外其他上合国家的文化）

本项调查共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发放135份问

卷，并回收有效问卷135份，回收率为100%。调查人员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的数据基础，对“上合文化进校园”

活动的可行性和实施方向进行以下分析。

调查结果分析

（一）对上合组织及其文化的认知程度低、了解途

径较为单一

从调查问卷的回收结果来看，近九成的学生对于上

合组织的了解相当浅显，并不深入，对该国际组织成员

国构成及组织发展历程、作用职能并不了解，对上合组

织认知程度较高的学生只占到了一成左右；而具体到各

个国家文化层面，学生们的认知情况更为惨烈，近五成

多的学生完全不了解任何上合国家文化，较为了解和相

当了解上合国家文化的比例分别只占到了2.22%和3.7%。

这项调查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农学生在上合组织

及其国家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十分欠缺。

杨 凌 作 为 上 合 组 织 合 作 ， 尤 其 是 农 业 科 技 交 流 合

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加强上合人文交流方面更具有

其必要性。杨凌大学生对于上合组织及其文化知识的匮

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杨凌大学生国际视野的欠

缺，对上合组织及其文化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较低，也凸

显了杨凌高校和整个示范区在该方面宣传工作的缺失。

在这样的实际背景下，“上合国家文化进校园”相关系

列活动的举办就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通过调查数据发现，西农学生对于上合组织

文化的了解大多是来源于网络，其次是电视新闻，了解途

径相对单一。这就提醒后续工作者在进行上合文化宣传工

作的时候，要更为重视网络新闻、视频公众号等方面的宣

传，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上合文化宣传工作。

（二）对上合国家文化了解意愿高

认知维度上知识的欠缺决定了后续举办相关文化活

动的必要性，而举办该类型活动的可行性则主要取决于

学生们对于了解上合国家文化的认知动机强烈与否。根

据调查结果显示，九成多的学生认为进行“上合国家文

化”校园宣传是十分有必要的；并且有近六成的学生表

示对上合国家文化感兴趣，有意愿去了解上合文化。该

数据结果证明了未来进行“上合国家文化进校园”的文

化宣传活动是有意义的，并且具有可行性。

具 体 到 不 同 国 家 的 文 化 时 ， 结 果 显 示 出 学 生 们 对

于不同上合国家文化的兴趣程度是各有侧重，高低不同

的，其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是俄罗斯国家的文化，高达

九成多的学生都对俄罗斯文化表示出兴趣，其次是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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