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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s based on a specific community, which shows up 

as the members’ satisfaction and sense of belonging. It includes at least three parts: 

community identity, needs satisfac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communitie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ense of 

locality-based community and the sense of relational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macro-belonging and 

micro-belon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embers, but also can promote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 factors affecting sense of community include two dimensions: individual 

factors and community factors, both of which are essential in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s the common goal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the 

members and managers of the community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most efficiently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community and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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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感是基于某一特定社区而言的，表现为社区成员对该社区的满意

感和归属感，其至少包含身份认同、需要满足和情感体验三个组成部分。根据

社区的性质，可将社区感划分为地域型社区感和关系型社区感；根据社区感的

复杂程度，又可将其划分为宏观社区感和微观社区感。社区感既有利于社区成

员需要的满足，又能够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发展；影响社区感的因素包含个体因

素和社区因素两个维度，两者在社区感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社区感是

社区成员和社区的共同目标，在其培养过程中，社区成员和社区管理者双管齐

下才能够高效地提升社区感，实现社区成员和社区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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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区心理学的核心价值与研究主题，社区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问题。在发展壮大社区心理学、预测社区成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控制社区成员

的社区参与等方面，社区感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探讨社区感

的价值与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教育干预，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

社区感，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发展，是社区感研究的目的所在。

1  社区感的内涵、分类与结构

1.1  社区感的内涵

社区感是指那种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体验。在作为学术研究的“社

区感”出现之前，这种心理体验就已经存在。如同意识状态那样，虽然社区感

难以精确描述，但是当人们对自我进行内省观察时，这种心理体验的存在却是

毋庸置疑的。作为一种学术概念，社区感是在社区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

索中产生的。

Sarason 于 1974 年最早提出了社区感的概念，并将社区感定义为：同他人

类似的知觉；一种公认的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一种维持这种相互依赖的意愿，

这种维持通过给予他人或为他人做其所期待的事情来实现；一个人是某一更大

的、可依赖且稳定的组织之组成部分的情感［1］。目前，有关社区感的研究大

都参考这一界定。McMillan（1986）认为社区感是社区成员的一种归属感；是个

体对其他社区成员以及社区的依赖感；是一种共同的信念：在承诺聚合成一个

社区的基础上，社区成员的需求将会被满足。相对于 Sarason 对社区感的界定，

McMillan 更加强调社区成员的共同信念［2］。Ahlbrant 和 Cunningham（1979）

认为，社区感是一个人对社区的承诺和社区满意度的聚合物，既包括共有规则

的约束，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正性情绪体验［3］。

我国学者陈永胜和牟丽霞（2007）将社区感定义为社区成员之间及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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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归属感，通过彼此承诺而使成员需要得以满足的共同信

念，并以社会历史为基础所形成的情感联结［1］。李须等人（2015）认为，社

区感是地域归属和群体认同的有机结合［4］。凌辉等人（2015）认为，社区感

指社区成员之间及其与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归属感，包括身份认同和情感体

验两个方面［5］。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对社区感的界定均包含两方

面的内容：一是社区形成时期的规则，即社区成员的共同信念：承诺归属于某

个社区以满足其需要；二是社区发挥效用时期社区成员的心理体验，某个社区

由于对社区成员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而使个体产生的一种归属感或依赖感。

Garcia 等人（1999）认为，社区感是由社区的历史及其发展所形成的［6］，陈

永胜和牟丽霞也认为社区感是一种基于社会历史的情感联结，这里的情感联结

实质上就是个体在社区中与其他社区成员之间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关系联结，可

能是共同的利益和喜好，也可能是共同的经历。我们认为，社区感是社区成员

对其共同承诺的社区的归属感，是个体由于某种原因自愿归属于某一社区时的

心理体验。

1.2  社区感的分类

1.2.1  横向分类

Gusfield（1975）根据社区的性质，将社区感分为两种类型：地域型社区感

和关系型社区感［7］。

地域型社区感立足于物理空间，强调社区成员对特定物理设施或地域的归

属感。例如在某个商品房社区形成之初，社区成员既没有情感联结，也没有共

同追求，只是由社区管理者采取某些措施促进了社区成员的互动，从而使其产

生对社区的依赖或归属感，这即地域型社区感。

关系型社区感立足于心理因素，强调社区成员对于以共同追求（利益、爱好、

信仰）为基础的社区归属感。例如，在某一兴趣小组中，社区成员因共同的爱

好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而相互交往，因这种经历而产生的社区感就是

关系型社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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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将社区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别，而

是规定了社区感的两种成分，不同的社区感即由这两种成分按不同的比例组合

而成。正如我国学者李须等人（2015）所认为的那样，地域型社区感和关系型

社区感不是一分为二的两点，而是一个连续体［4］。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关系

型社区感，另一端是地域性社区感，中间是由比例不同的关系型社区感和地域

性社区感组合而成的社区感变化的连续体。例如宗教社区感，一群信徒由于共

同信仰汇聚在某一特定的物理地域诸如教堂，教堂是他们信仰的外显。信徒的

归属感既包含对物理教堂的归属感，也包含对宗教信仰的归属感，因而宗教社

区感是一种既包含关系型社区感也包含地域性社区感的社区感。

1.2.2  纵向分类

Wiesenfeld（1996）根据社区感的复杂程度将社区感分为微观社区感和宏观

社区感。一个较大的社区中通常存在若干个较小的社区，加入这些较小的社区

可使社区成员获得多重身份［8］，并产生对这些社区内社区甚至更低层次社区

的归属感。例如，一个学校社区中包含若干个班级社区，一个班级社区中可能

有不同的兴趣小组或者学习小组，班级成员会产生对学校、班级以及他所在的

兴趣小组等多个层次的归属感。微观社区感就是对这些社区内社区甚至更低层

次社区的社区感，这种社区感是一元的；而宏观社区感指的是对相对较高规模

的社区产生的社区感，这种社区感是多元整合的。

1.3  社区感的结构

Mcmillan 和 Chavis（1986）提出的社区感结构模型是最具影响力的社区感结

构理论［2］。他们认为，有关社区感的结构应符合四个标准：定义明确；具体

且各部分可识别；能反映术语中的温暖和亲密；需要对经验的发展和保持提供

动态描述。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社区感的四要素模型，包括成员资格（一

种归属感和分享归属感的倾向）、影响力（一种社区和社区成员处于相互影响

状态的感觉）、需求的整合和满足（一种成员的需要将通过社区资源得到满足

的感觉）以及共享的情感联结（社区成员有共同的承诺和信念，汇聚在一起后

他们将共享历史、物理位置、时间以及经历）。1996 年，McMillan 对此模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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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修改，提出了新的社区感四要素模型，包括情绪感受（情绪安全和归属感）、

人际信任（团体规范、决策能力和基于理性的权威）、公平交换（以物质交换

为基础的人格上的平等和认同）和传承艺术（以集体体验和记忆为基础的共同

文化历史积淀）［9］。但有西方学者认为，McMillan & Chavis 的社区感结构模

型并不完善，因而主张在原有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一个新的因素：位置依

恋（place attachment），即他们强调社区感也包含对某一社区物理环境的依恋［10］。

以上对于社区感结构的探究都是在西方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完成的，

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区，如果不加验证就生搬硬套的

话显然是不科学的。因而，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对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

社区进行再研究势在必行。但是国内研究者对社区感的结构尚未形成共识，有

学者认可国外的社区感结构理论，并在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的调整；

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否认国外理论对于中国社区的适用性，并提出了相应的

理论构想。

牟丽霞认为，基于 McMillan & Chavis 的四因素模型编制的社区感指数量表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并不适用于中国社区，她对中国城市居民社区感进

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社区感的结构包含集体认同（认知因素）、相互依恋（情

感因素）和传承倾向（行为的准备状态）三个要素［11］。俞建华（2012）基

于牟丽霞的三因素模型对农村居民社区感进行了验证性研究，认为牟的三因素

结构模型同样适用于农村居民社区感［12］。周佳娴（2011）对上海市居民进

行抽样调查，经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上海市居民的社区感主要由社

区归属感和社区满意度两个因素组成［13］，即个体对其社区成员身份的认同，

以及对社区中个体经历、物质环境等社区相关因素的满意程度。陈传锋等人

（2009）以自编外来务工人员社区感量表为工具进行研究，发现外来务工人员

社区感包括社区关怀、社区认同、社区责任感、社区亲和、社区荣誉感五个因

素［14］。刘视湘和董洪杰（2019）以 Chavis 等人的第二版社区感指数（SOCI-2）

为工具进行研究，发现农转居社区感的结构包含身份维系（认可社区成员身份）、

需求满足（对社区的认知评价）和发展预期（共同致力于社区发展以及拉近邻

里关系的情感需求）三个要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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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西方的观点，我们认为，社区感的结构至少包括身份认同、需求满

足以及情感体验（对社区关系和社区存在的依赖）等要素。

2  社区感的价值

社区感是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因而它的价值应包含两个维度：社区

成员和社区。

2.1  社区感对社区成员的价值

社区感对于社区成员而言，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2.1.1  有利于社区成员获得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社区感高的社区

成员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在与其他社区成员的互动过程中更易建立密切的情

感联结，也更易获得其他社区成员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社区感也可使社区成员

将社区当作依赖的对象，在与社区外的个体或群体互动时，作为其支持感的来源。

2.1.2  有利于提升社区成员的能力

在不同的社区中社区成员会表现出不同类型能力的提升，这与社区的立足

点和社区活动的类型有关。以数学兴趣小组为例，小组在成立之初立足于共同

的数学爱好；社区感促进小组成员参与到数学活动中去，并通过高频率的练习

提升数学能力。在互动中个体也可与其他社区成员进行比较，发现自己的优势

和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

2.1.3  有利于促进社区成员的心理健康

社区感既能抑制负性情绪的产生又有助于促进负性情绪的疏导，从而使社

区成员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例如 Li 等人（2011）对汶川地震后老年幸存者的

社区感和抑郁症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社区感较强的幸存者产生较低水平的

抑郁症状。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社区感，也有利于降低由于地震导致的悲

痛，促进个体的心理恢复［16］。社区感有助于促进社区成员的社区参与和互动，

并通过这种参与和互动抑制或排解负面情绪，从而促进社区成员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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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区感对社区的价值

社区感对于社区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2.2.1  有助于社区管理者预测社区成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行为

社区感可以作为衡量社区成员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高社区感预示着心理

健康，低社区感预示着心理问题和负性行为。例如，Prati 等人（2018）控制了

个体水平的社区感、性别和年龄等无关变量，从学校层面上对社区感进行研究，

发现较高的社区感与较高的幸福感相关［17］。Lardier 等人（2019）将社区感

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社会支持与危险行为（物质滥用和暴力行为）以及抑郁症

状呈负相关［18］。社区管理者可以对社区成员的社区感进行测量，一方面判

断社区成员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采取针对全体社区成员的干预措施；另

一方面关注社区感显著低于正常水平的个体，了解其具体情况并及时进行疏导，

以免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

2.2.2  有助于促进社区建设与管理

社区感使得社区成员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在互动过程中产生与增强社区成

员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结，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Riyana 和 Mark（2019）发现，

高水平的社区感对社区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志愿工作都很重要［19］。社区感也

可使社区成员抵制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重视与遵守社区的规则，使社

区维持最佳的运转状态。

2.2.3  有助于促进社区的安全与稳定

社区感增强了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与依赖，从而减少其负性行为。社区

感高的社区成员会积极寻找对策来解决社区面临的安全问题，以保证社区的安

全稳定。例如，Royal 和 Rossi（1996）发现，社区感与更少的破坏行为、更少

的阶级划分以及更少的退学想法相关［20］。社区感使得社区成员聚合为一个

整体，同时减少个体的破坏性行为并抵制他人的破坏性行为，从而维持社区的

稳定与安全。

社区感是社区成员对社区的满意感和归属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社区感本身就是社区成员精神需要得到满足的表现；不仅如此，社区感还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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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区成员其他需要的满足，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由于社区感加强了社

区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社区成员对社区的主人翁意识，使社区成员主动地

参与到社区管理当中去，强化对社区有利的行为，抑制对社区不利的行为，共

同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因而社区感是社区成员和社区共同的目标，需要社

区成员和社区管理者的相互协作，以更快、更好地促进社区成员社区感的提升。

3  社区感的影响因素

我们在引用西方的研究成果时，其外部效度是值得商榷的。一种观点在西

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较高的适用性，换一种背景可能结果就完全不同。

例如，Shin 等人（2018）发现，在韩国的工作场所中，社区感越高，员工就越

倾向于向同事或上司寻求解决问题的信息，但在西方工作场所中的研究结果却

截然相反［21］。因此，我们在分析社区感的影响因素时，应对西方学者的研

究结果进行辩证分析。社区感受多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类型的社区感

其影响因素不同，对社区感所起的作用亦不相同。

牟丽霞（2007）发现城市居民社区感的影响因素包含居住时间、抚育儿女数、

房屋所有权、信仰、受教育水平等［11］。周佳娴（2011）发现城市居民社区

感的影响因素包含婚姻状态、政治面貌、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时间、互

动等［13］。俞建华（2012）认为农村居民社区感的影响因素包含年龄、婚姻

状态、受教育水平、居住时间以及经济收入等［12］。张灏（2010）发现大学

生学校社区感的影响因素包含所在年级、性别、学科性质、是否参加社团、任

职情况等［22］。朱振中等人（2014）认为虚拟社区感的影响因素包含需求满足、

线下活动、身份认同、信任等［23］。

Edwin 等人（2015）在研究城市公园和社区感的关系时发现，在社区安全的

基础上，只要周围有公园，无论社区成员是否参观，其与社区感都存在积极关

系［10］。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公园的使用频率、公园与社区成员的邻近程度

和社区感都存在正相关，距离公园越近、参观公园的频率越高，社区成员的社

区感就越高。Ozkan 等人（2019）发现物理环境及物理环境提供的社会设施等均

对社区成员的社区感有影响［24］。社区成员与一个地方建立了功能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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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就能得到满足，从而建立起一种社会联系，产生社区感。

因而，探究对社区感有积极作用的物理环境对研究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Hanieh 等人（2019）认为社区成员周围的建筑均有其附加意义，这种附加意义

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人们在一个社区内进行更多的互动、合作、共享可

以带来有益的结果：这些社交行为能够增强个体的社区感，增强对社区的依恋感，

并改善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安全感）［25］。

Allison 和 Mark（2019）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文化特征和社区特征

的基础上，对体育运动行为、社区环境和社区感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体育运

动行为和社区感呈正相关，社区环境和社区感呈正相关［26］。Scotto 等人（2019）

认为，社区感是一种使社区成员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工作资源，是激发社区成员

活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体育活动可以促进社区成员自我资源的恢复，从

而提高个体的活力体验，增强个体的社区感。即一个充满活力的机体状态可能

更有利于个体体验到社区感［27］。

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可以将社区感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个

体因素和社区因素两类。

3.1  影响社区感形成的个体因素

3.1.1  与社区的联结时间

成员与社区的联结时间是社区感产生与发展的前提之一。随着联结时间的

增长，社区成员逐渐适应社区，某些需要也在社区中得到了满足，社区感显著

提高。牟丽霞（2007）发现居住时间越长，城市居民的社区感越强［11］；俞

建华（2012）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12］。周佳娴（2011）的研究却显示居住

时间较长的社区成员反而拥有较弱的社区感［13］。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得出

不同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与社区相关的负性事件可以破坏社区成员的需求满足，

降低了社区成员对社区的满意度，从而减弱了社区成员的社区感。

3.1.2  年龄

在关系相对并不密切的社区特别是城市居民社区中，老年人可能相对于年

轻人有较高水平的社区感，其外在表现为相对较低水平的流动率。老年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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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体老化，退休之后无需工作等原因长时间的生活在社区之中，因此产生

了较高水平的社区感。在关系密切或者有共同追求的社区中，社区成员之间的

联系比较紧密，相处时间比较长，因此不同年龄的社区成员的社区感差异不显著。

3.1.3  性别

性别对社区感的影响是通过不同性别个体的生理、心理、社会等特征与社

区性质的匹配程度来表现的。例如张灏的研究表明，女性大学生的社区感显著

高于男性大学生［22］，可能是由于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加细腻、沉稳，更

能适应学校社区的生活方式，因而更易产生学校归属感，社区感亦更高。

3.1.4  信仰

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中都蕴含了积极正向的处世态度和行为准则，信徒会

以信仰来严格要求自己，积极面对负性事件并进行社会互动，使个体产生更高

水平的社区感。例如中国共产党员，时时刻刻重视自身的榜样作用，积极主动

与社区成员互动并参与到社区建设当中去。由此看来，有信仰的社区成员社区

感水平更高。

3.1.5  受教育情况

受教育情况在不同的社区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在城市居民社区中，

受教育水平与社区感负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意味着与社区联结的时间越短。

城市居民社区与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本就较弱，因而其社区感的强度就相对越

低。对于农村社区而言，社区成员对于社区的依恋程度较高，因而受教育程度

越高，其自我效能感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而言更高，更加期望能够为社

区作出贡献，因而其社区感也就相对较强。不同专业类别对社区感也有影响，

例如史学，其知识的性质可能使个体产生人文倾向，使用感性的思维方式，这

种专业的学生更可能产生相对较高水平的社区感。物理学则强调科学的理性思

维，其对于社区感的形成和发展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

3.1.6  人格特征

不同的人格理论对人格特征有不同的界定，但总体而言都可以分为内倾和

外倾两大类。外倾型人格指向外部环境，倾向与人交流；内倾型人格指向内部

体验，倾向于独处。因而不同的人格特征会影响到个体社会交往的意愿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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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对社区内其他成员的情感联结的强度，也可能影响到个体对

社区内其他成员的信任，从而影响个体社区感的发展。

3.1.7  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健康的个体可能会以积极的态度去和他人互动，更加关注事物积极的

方面，更有可能提升其社区感；心理不健康的个体可能排斥与他人进行互动，

从而抑制社区感的产生。例如自闭症，它的一个核心症状就是极端的孤立，患

者存在语言表述的障碍，因此患者的社会互动行为和语言交流存在较大的障碍

［28］，［1］张灏和牟丽霞的研究都显示社区感与孤独症负相关。

3.1.8  个体的生理健康水平

生理健康水平既间接、又直接地影响社区感。首先，生理的缺陷会影响个

体的心理健康。存在生理障碍的个体比一般个体更加敏感，倾向于考虑人和事

物的消极方面，且更加愿意独处并排斥群体性活动，从而抑制其社区感的提升。

其次，个体的精力受生理健康影响且两者大体上呈正相关，而精力不济的个体

没有足够的生理资源去进行社会互动，从而影响其社区感的产生与提升。

3.2  影响社区感形成的社区因素

3.2.1  社区环境

社区的物理环境会影响社区成员对社区的满意度，归根结底在于社区环境

是否满足社区成员的需要。美好的社区物理环境能够给成员带来愉悦的心理体

验，社区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社区成员的生活需求；社区的安全设施能够给予

社区成员安全感，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社区成员对社区的满意度，进而使其形成

社区感。

3.2.2  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是形成和强化社区感的关键影响因素。社区成员通过社交产生与

其他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结、有意义的经历和回忆，从而增强对社区的满意度，

提升其社区感水平。这是一个整体性社区感提升的路径。Li 等人（2011）通过

定性研究发现，地震后进行更多社会互动的老年幸存者会迅速产生较强的社区

感［16］。Solomon 等人（1996）发现，强调合作学习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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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管理可使学生产生更高水平的学校社区感［29］。

3.2.3  社区对个体的意义

不同的社区对于个体而言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学校社区对于大多数个体而

言意味着美好的校园生活和知识的获取、能力的提升；故乡社区意味着童年的

美好记忆和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价值承载；兴趣小组意味着快乐的源泉等等。

社区对个体的独特意义是个体产生社区感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够加强个体与社

区的心理联结，也能够满足个体的某些心理需要。如果一个社区对于个体的意

义不大，那么个体只会产生较低水平的社区感，甚至不会对之产生社区感。

4  社区感的培养

4.1  基于社区成员

社区感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与能力素质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价值，社区成员应

充分发挥其自主性，积极参与到社区感的培养当中去。

4.1.1  保持身心健康

考虑生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精力问题。人在精力旺盛的情况下

更可能保持愉悦的心情并采取积极的态度，主观上愿意与他人交流互动，也有

足够的心理资源去进行社会交往；而当人处于精力衰弱的状态时，其心理资源

有限，也许就只能够顾及到自身相关的事物，对外界的事物产生排斥，从而拒

绝社会性互动。因此采取措施促使个体保持相对较高的精力水平会对社区感的

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常的生活作息、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等方式都有

利于个体精力的恢复和保持。

心理健康对于个体提升其社区感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个体应正确认识负

面事件或者压力源，转变自己的认知策略，不要局限于负性事件对自身和环境

的消极影响，而要发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聚焦克服压力后能够获得什么，或

者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能从根源上解决负性事件。同时，个体还可以通过积极事

件产生的积极效应压制负性心理体验，参与使自己产生积极情绪体验的活动，

从而维持心理健康水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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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区成员精力充沛、心情愉悦，他们就更有可能参与到社区事务之中，

并在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社区感。

4.1.2  发掘社区的价值

社区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伴随愉悦心理体验的经历、能力的提升、优质

的人际交往环境、社会支持的获得途径等。在同一社区中个体会有不同形式的

收益，但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在学校社区中，有的成员能力显著提升，

但人际交往较弱；有的成员能力显著提升，交友广泛，还获得较高的声誉。因此，

个体发掘并理解社区的意义有助于提升其对社区的认同感，增强其对社区的依

赖感，进而促进其社区感的形成和发展。

4.1.3  提高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

个体在社区中获益的同时，还要参与到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人际交

往等社区活动当中去。高频率的参与社区活动使个体能够更了解社区、维护社

区，建立与社区及其他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结。在此基础上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

相信社区能够使自己的某些需要得到满足并产生对社区的依赖感。

4.2  基于社区管理者

社区感能够促进社区成员的互动频率和质量，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从而提升社区的生命力。对社区管理者而言，培养社区成员的社区感是其义不

容辞的任务。

4.2.1  关心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

社区管理者可以建设相应的设施，通过宣传甚至是强制执行的方式使得个

体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提升自己精力的体育活动当中去。例如在工作场所，

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健身房、休息室供员工使用；在学校社区，通过张贴标语

宣传健康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鼓励学生运动，甚至组织全员参与的运动项目。

对于社区成员的心理健康，社区管理者应该采取两个层次的措施：其一，

预防负性心理的产生。针对所有社区成员，社区管理者应做好日常的心理健康

宣传教育和定期的心理测评等等；针对特殊人群，由于生理缺陷导致其心理敏

感性高，也更容易产生消极心理，社区管理者应予以高度关注。其二，负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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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疏导与治疗。要想维持心理健康，就必须消除负性心理。有效的措施是情

绪宣泄或专业人士的疏导与治疗，因而设立专门的心理疏导与治疗场所是社区

管理者必须考虑的。

4.2.2  社区建设与管理

社区建设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社区成员的需要，提升社区成员的满意度，

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其社区感的提升。

改造与维护社区环境可使社区成员获得更好的体验，提升其对社区的满意

度。同时，社区管理者还要考虑到社区成员之间的差异性，策划建设不同功能

的设施以满足不同成员的不同需要。社区管理者更应重视社区安全，为社区居

民提供安全的环境，并借此提升其社区安全感，使其产生社区归属感。社区管

理者还可以发掘社区成员共同的追求并与社区成员一道建构社区的共同目标，

并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使社区成员产生心理的共鸣，自觉参与到社区活动

之中。

4.2.3  赋权

社区管理者应该给予成员参与管理的权力。对于重要的社区活动，社区管

理者应该予以公示，使社区成员了解相关；对于重大决策，社区管理者应该考

虑成员的意见。以此改变社区成员的角色定位，增强社区成员的责任感并提高

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这样就能转被动为主动，促进社区成员参与到社区活

动当中去，加强个体与社区以及其他社区成员的联结，从而提高成员的社区感。

4.2.4  提高社区活动的效果

社区活动是提升社区成员社区感的关键措施，因而社区管理者应该尽可能

的提高社区活动的效果。在活动前，社区管理者需要对社区成员进行动员。首

先是通知到位，让每一个社区成员都了解活动的相关信息；其次是具有吸引力，

让社区成员相信在活动中能够获得收益。在活动中，社区管理者可以聘请专业

人员管理活动，促进社区成员的互动，并使之产生愉悦的心理体验。在活动后，

社区管理者应该收集社区成员的反馈信息，了解活动的效果，为下次的活动积

累经验。

社区感不仅是社区成员积极的心理体验，也是将社区成员凝聚成一个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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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关键因素，因而社区感是社区成员和社区共同追求的目标。它既能够满足

社区成员的需要，也有利于社区的稳定和发展。在将社区感的理论应用于社区

的具体实践中时，我们更应注重通过社区成员和社区的通力协作来培养社区成

员的社区感，实现社区成员和社区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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