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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区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理论、方法、研究领域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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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西方社区心理学期刊近10年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本研究旨在为我国社区心理学研究的

发展提供理论参考。研究发现:(1)生态理论、社区感理论和赋权理论是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研究的基础;(2)

民族志方法意义重大,实证研究的定量表达和设计需创新,混合研究的量-质顺序有所不同;(3)研究议题包括

价值取向和需求取向两类,覆盖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同阶段的心理问题。未来应致力于中国化研究,建立

特色化的理论和行动标准,培育专业研究与服务人员,提升社区心理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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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西方社区心理学研究已五十余年,我国从2014年《社区心理学研究》集刊的出版到2015年中

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正式成立,研究还处于学科新建阶段。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把社区心理康复列入健康中国发展章程。同年北京市海淀区

卫计委率先启动心理卫生服务活动,为首批34个社区心理咨询室授牌并将相关服务纳入医保。这

是我国社区心理健康实务的革新,也体现了社区心理学的时代价值。

以“社区”“心理学”“心理健康”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精确检索发现,相较2014年和2015
年,2016年成果总量下降3%和7%。究其可能原因:行动研究成为价值主流,强调研究的生态取

向[1];质性研究趋近饱和,研究方法难突破;我国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限制了居民的社区参与,阻碍

了社区建设由地域式向关系式的转变。相反,西方专业期刊较多,成果丰富,干预机制更加完善,人

们对社区公共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研究内容涉及不同年龄群体的多种心理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对社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期刊如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

ogy,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JournalofCommunityandAppliedSocialPsychol-

ogy,Global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Practice等近10年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

期能为丰富我国社区心理学研究提供参考,加速推进健康中国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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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心理学的理论

已有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社区情景因素的理解,但在理论的测试和评估方面却遇到了很大的挑

战,特别是面对环境的层级变化时,制定统一的操作标准变得尤为困难[2]。近期调查结果评估了对

社区心理学发展意义重大的32个理论,根据衡量理论的“共识性”“可比性”和“建设性”标准[3],学
者们着力突出了以下重要理论。

(一)生态理论

生态理论(EcologicalTheory)由Kelly和Trickett等人[4-5]提出,旨在了解人与环境的相互作

用及个体的适应机能,理论包括四个生态学原则,用以检验情景的设置和个体的行为。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原则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各组成部分彼此作用和相联。资源循环(cycling
ofresources)原则关注生态系统的构建和新资源的使用过程,该原则提高了个体的能源使用率并

加强了人们对创造性资源的认识。适应(adaptation)原则认为人与环境双向作用,环境对个体行为

的束缚、抑制和塑造反过来将影响环境的改变,个体的适应行为具有单一情境性,应想方设法扩大

适应行为的范围。持续性(succession)原则认为社区的变化是匀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表现

出对适应能力改变的需求。四者并不孤立,相辅相成。运用该理论,研究发现疗养院休息室茶点的

供应能有效增进个体的交流和利他行为的习得,其中有的人对咖啡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将其视为

融入集体的一种资源,人们减少了观看电视的时间并主动帮助残障的组员[6]。再者,在对美国一项

性侵犯护理检测项目的评估中,该理论加强了检察系统与医疗系统的联结,推动了两者资源的互通

与循环,新的适应机制提升了案件检举工作的效率[7]。该理论促进了个体对社会资源的思考,有助

于提升干预策略的生态效能。
(二)心理社区感理论

心理社区感理论(psychologicalsenseofcommunitypsychologytheory)由Sarason[8]提出,他
认为心理社区感是人与环境交互过程中所形成的感觉,具体而言,是与他人相似的一种感觉,一种

被认可的相互依赖,一种为了维系这种依赖而给予他人所需的意愿和信任。该定义的核心思想包

括个体不能脱离组织网络而存在,人与组织紧密相连,特别是当人们觉知到这种存在感时,他们更

愿意将自己置于群体之中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该理论得到了大量的关注

并成为了社区心理学发展的基石。相较于其他学科类似的结构,社区感以情感为基础而非对个人

需要得到满足的理性评价。生活中的个体倾向与自己相似的、邻近的人建立情感联结,同质的环境

有助于个体社区感的形成[9]。心理社区感具有方向性,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社区感,其结果都并非

线性对应,有时消极社区感反而与积极结果相关[10-11]。一般而言,有着消极社区感的个体缺少社区

归属感,心理需求无法依托组织关系而得到满足,有着更低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其结构与积极

社区感的四维度相对立[12]。研究发现社区感与社区信任、社区参与正相关[13-14]。该理论与社区心

理学的核心价值相呼应,是社区认同、社区责任感等研究的理论基础。
(三)赋权理论

赋权理论(empowermenttheory)由Rappaport[15]提出,赋权是民众、组织和社区获得事务统治

权的一个过程、一种机制。理论包括四个特征:个体是需要与权力的完整体、对似是而非论点的关

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相异且辩证,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急不可待[16]。虽然Rappaport[16]对赋

权的定义较 Mechanic[17]和CornellEmpowermentGroup[18]更全面,但对赋权的过程并未解释清

楚,Zimmerman认为组织和社区层面的赋权并不能概括个人层面的赋权,前两者意味着员工的参

与、组织绩效的提高、社区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社区主体间联系的加强,但个人层面的赋权属于心

理赋权(psychologicalempowerment),它由个体内心、相互作用、行为等成分组成,赋权过程表现为



对新技能的学习、对资源的管理以及与他人的工作融合,可认为一个被赋权的个体有着一种控制

感,对环境的批判意识和外在的行为[19]。根据对伊朗孕妇的心理赋权影响因素的研究,路径分析

发现其模型既受结婚年龄、工作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婚姻满意度等主观评价的制约[20]。此外

心理赋权有助于增加中学生的积极行为[21]。赋权是个体参与社区实务的保障,是确保研究公平正

义的有利条件。

三、社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社区心理学借鉴了相邻学科的定量表达,实证研究中,调查研究占据主流,研究过程受到居民

教育水平、年龄、态度差异的影响,这决定了学科量-质研究顺序的不同。
(一)质化研究

过去人们主要依靠传统的量化研究分析社区问题,1995年的芝加哥社区心理学会议将定性研

究列入议题[22],学者认为未来50年应继续加大对社区心理学的定性探讨[23]。民族志(ethnogra-

phy)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巨大潜能,它注重对多样性、文化差异和启发性情景的过程学习,与
本学科的核心价值观相符,并认为研究者适度的自我开放和良好的人际纽带有助于社区研究的顺

利进行[24]。相较于其他质性方法,民族志结合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等方法,研究过程

与田野调查相同,内容分析以扎根理论为框架模型。纵向观察发现宗教组织网络有助于居民社会

资本的互通和社会公正氛围的形成[25],在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刻板印象的干预研究中,民族志方法

促进了两代人的交流和社区感的获得[26]。
(二)量化研究

该类研究集中于测量工具的开发和干预项目的效能评估,涉及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等方

法。注重居民经济收入、社会阶层等人口学变量的不同。研究发现对于低收入常住城市居民,其文

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与他们感知到的邻里心理面积显著正相关[27]。随着学科的融合,学者们引入了

地理信息系统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有助于学者对社区地理空间和社会背景信息的

即时整合[28]。而社会网络分析则有利于学者对社区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内在联系与机能的理解。

网络中的节点代表不同的问题,节点的位置决定网络的功能,人们用密度和集中性评定网络的社会

嵌入性,并通过UCINET(网络分析集成软件)和NetDraw(可视化工具)对调查数据进行可视化表

达。运用该方法发现,社区建设中,相较于心理健康网络,人们更关注生理健康网络的建立并表达

了对协同人际关系的需求,个体的社会资本有助于生理健康问题的解决[29]。
(三)混合研究

混合研究指在同一研究中两种方法的结合或者运用多种方法对同一问题的系列整合,典型研

究多采用质-量的研究模型,而基于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则更提倡量-质的顺序模型[30]。跨文化社区

研究中,特别是考虑到概念的等价和研究方法的适宜时,混合研究方法有利于学者对文化和行为差

异的情景评估。结合调查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研究发现遭遇过性侵犯的个体其交流方式和

开放程度受到群体间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论得到了定性研究的支持[31]。再者在一项对

儿童抑郁的干预研究中,前后测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抑郁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干预促进了

实验组问题的解决和集体效能感的获得,进一步取样访谈发现干预促进了父母与儿童的交流,特别

是年长儿童的行为有了积极的改变[32]。

四、基于价值取向的研究议题

西方种族认同内隐程度高,偏个人主义取向、移民较多、观念开放,多元的背景为社区心理学的

发展提供了条件,研究注重个体与环境的多样性、资源与权利的分配公正以及人民决策的参与和社



区感的获得。
(一)多样性

多样性是对不同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社会阶层、语言和其他代表特征的理解[33]。该定义

源自对情景多样性(contextsofdiversity)和多样性情景(diversityofcontexts)的认识,前者指个体

自身成长和社会化的各种文化情景,而后者则是社区中各种社会体系、政策和资源的总和[34]。新

版《社区心理学手册》强调对不同类型多样性的关注,作为本学科的指导原则,它有着重要的现实作

用。研究发现相较男性,更多女性处于贫穷阶层[35],美国年轻男孩的辍学率更高[36],人们的健康状

况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37],变性者更易遭到骚扰、欺凌和校园暴力的伤害[38]。
(二)公正性

社会公正指社会权利、资源、责任被公正、平等的分配,包括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39]。相较于

政治学和哲学,社区心理学研究者强调个体对社会公正的感知差异及其公正观念的心理发展过程。

于个体而言,社会公正是一种尊重,社会资源的分配不能因为种族和性别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它以

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前提,其过程表现为不公平情境下负性情绪的体验,他人的帮助和内化社会规则

的调节,其中社会支持和宗教信仰的积极强化至关重要[40],个体还能通过亲社会行为抑制不公正

观念的形成。研究发现家庭卷入影响青少年公正观念的形成[41],程序感知公正影响人们对犯罪行

为的关注[42],社会公正与个体的幸福感正相关[43]。
(三)参与度

公民参与是个体对影响自身的体系、项目和外部环境的参与决策过程。[44]已有研究以生态系

统理论为基础,关注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方式,致力于提高个体的参与水平。研究发现,自
主决策、包容的环境与身份的认同对年老伤残者的社区参与至关重要[45]。青少年的社区参与和一

系列的积极结果相关,包括更少的酗酒和犯罪行为[46]、更低的辍学率和更高的学业成就等[47]。社

区参与是社区干预项目的关键元素[48],社会资本与个体的社区参与高相关[49],学生的公民参与同

校园氛围、师生关系以及校规的感知公正紧密相联[50]。
(四)社区感

社区感是与他人的相似和相互依赖,是个体作为稳定可靠的组织成员的一种感觉,成员间紧密

相联,认为成员的需求可通过集体的承诺而实现[8,51]。已有的研究多关注社区感正向的结果而忽

略了消极社区感的存在。由于社区形式和社区组织类型的不同,学者们强调对虚拟社区感和课堂

社区感的理解。同龄社区感有助于青少年幸福感的获得,社区感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52],同时能有效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53]。

五、基于需求取向的研究领域

由于种族的差异和开放政策的不同,移民和边缘弱势群体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人群,他们

表现出对住所、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的需求,从纵向年龄阶段来看,研究热点覆盖儿童、青少年和成

年人不同阶段的心理问题。
(一)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问题贯穿社区心理学研究的始终,无论是量表的编制、干预和培训项目的实施都旨在

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研究强调家庭收入和社会支持等客观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对
于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更易患有慢性生理疾病和严重心理问题,社会支持有效调节了生活压力对

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54-55]。耶鲁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在社区心理学的实践、研究与培训中发挥着重

要的组织作用,它集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国家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和非盈利咨询中心于一体,在
过去的39年中保护着人们的心理健康,对防治个体的物质滥用和维护社会的公正意义重大[56]。



(二)无家可归

对无家可归现象的关注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时至今日该热点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

题。Solarz是第一个关注无家可归的社区心理学家,他重在测量无家可归的流行率以及检测什么

样的人更可能变得无家可归[57]。Shinn主要关注造成无家可归的原因,强调环境因素重于个体因

素[58]。Toro关注无家可归者的需求,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59]。Tsemberis的影响最大,他提

出了住房优先模型(housingfirstmodel),该模型被认为是终止无家可归现象的最优策略,强调先

给予人们稳定的住所,再解决其心理问题[60]。
(三)移民

无论是居住环境、人际关系还是心理状态,移民群体表现出更多的适应和健康问题。2017年

美国刚出台的移民政策引发多地民众示威游行并造成全美几百万家庭遭受分离的威胁,议题关注

移民政策和移民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对象多为拉丁美洲移民,包括以美国为中心的同性移民。2016
年社区研究与行动协会联名向政府提出修订对非法移民家庭监禁的请求,呼吁政府给予他们安全

和教育的需求[61]。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拉丁裔美国人,他们经受着高风险的抑郁影响,对抑郁

常识的学习能有效缓解他们的抑郁水平[62]。
(四)性少数群体

许多国家(如埃及、俄罗斯、乌干达)的法律极力反对LGBT个体。在校园环境中,异性主义氛

围会增加性少数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63],对校园暴力的干预以及亲密关系的支持能有效减少

该风险的发生[64-65]。对于年轻的黑人同性和双性男子,心理韧性的提高至关重要。研究发现社会

媒体能减少人们对该群体的污名化,作为社区监督、认同表达与情感支持的载体,社会媒体有助于

该群体归属感的获得和心理韧性的增强[66]。
(五)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关注

对儿童的研究。儿童存在住所依恋,特别是对于灾后儿童心理健康的恢复,住所的变迁容易引

发他们的情绪障碍,过去的研究对象多为成年人。研究发现有着创伤经历的儿童有着更多的内外

化行为问题,并在基线水平上表现出更低的行为和情感优势[67]。同时儿童还有着普遍的学龄前焦

虑且覆盖整个童年,它与后期的焦虑、抑郁和药物滥用相关,因此父母的干预至关重要,近期的研究

重在调动父母参与程度最大化的方式上。研究显示经过个性化拓展、偏好匹配以及社区支持招募

来的父母,其参与程度是单纯通过邮件招募来的家庭的3.5倍[68]。另外邻里的主观和客观特征会

影响儿童的身份认同和学习适应,且母亲对邻里的感知也会影响家庭环境的质量和儿童的生活,研
究显示邻里的联系能帮助儿童认识自我及未来成就感的获得[69-70]。

对青少年的研究。近期研究关注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和对不良行为的干预评估,强调邻里、指导

者对青少年的影响。在美国每年约有170万青少年变得无家可归,他们比同龄人表现出更多的危

险行为[71]。指导者在青少年的发展中至关重要,他与青少年有意自我控制的养成和更高的学业成

就、幸福感、满意的恋爱关系以及更低的犯罪活动相关[72-73]。同时对社区的贡献以及邻里的集体效

能能预测青少年积极未来期待的获得[74]。然而本阶段高强度的工作并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反而会造成他们抽烟、酗酒等不良行为的习得[75]。社区关爱防御系统能提高社区对青少年不良行

为的干预作用,通过对青少年危险因素、行为健康问题的评估和监测施行优先干预,但效果并不持

久,只对男性表现出良好的干预效能[76]。

对成年人的研究。该阶段早期的教育问题、中期的社会支持以及晚期的人际纽带都是学者们

关注的议题。截止到2005年,美国18岁以下的无证青年移民达到了180万,每年大约有8万无证

移民达到了高中毕业的年纪,而其中大约只有1.3万学生进入了大学学习,学者认为应关注该类学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77]。在对第一代美国拉丁美洲成人的抑郁和幸福感研究中,结果变量受到家庭



收入这一预测变量和邻里收入的调节作用[78]。在对女性的关注中,研究发现不平等的性别规范危

害着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通过以社区为单位的无政府组织和宗教领导者的干预,男女不平等现

象得到缓和,同时男性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改变[79]。相较而言,年轻夫妇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特别

是高收入的白人女性有着更多的行为问题[80]。另外社区公共实体(如咖啡厅)有助于老年群体间

的交流和学习[81]。

六、展望与思考

(一)未来西方社区心理学的展望

Brodsky[23]认为未来50年社区心理学需要反思三个问题:社区心理学是什么? 如何做社区心

理学研究? 如何完善社区心理学? 社区心理学是对社会系统与个体行为相互作用的一般心理过程

的学习,社区心理学家在其中起着系统分析、咨询、导向和政治参与的作用。未来的50年,在开放

发展与改变的同时,本学科的基本原则、框架和价值观应得到认同与继承,研究应具有良知,保障研

究过程的公平正义。计算机和生物技术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但高控性的条件并不能真实

地反应复杂的现实,定性研究具有发现问题的优越性,未来研究应摆脱实验与统计的限制,探索真

实的社区生活。研究者需要准确地把握社区存在的问题,关注个体的多样性以及学科间的融合,促
进人们的社会认同。

Jariego[3]认为32个理论中有的并非单纯的理论甚至来源于心理学,但不可否认,它们在过去

甚至是未来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调查促进了理论的整合。现有研究重心由个体向外部环

境转移,因此,后续研究不仅要考量理论的评估标准,还应关注理论的创新和生态水平。现有理论

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烙印,具备通用性和差异性是社区心理学理论继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条

件[82]177-178。主体模型(agent-basedmodels)为理论的建构和测量提供了技术支持,它可模拟不同文

化背景下参与者的行为结果[83]。大多数的主体模型由情景设置和主体相互作用两阶段构成,模型

由NetLogo软件包开发而成。未来还应关注居民对研究设计的参与并加大对智能通讯设备的利

用,优化人们的干预和学习方式,对流浪者和移民的关注依旧是未来需要关注的议题,无家可归是

一种住房危机,应考虑环境因素对流浪者的影响[84]。2016年的美国大选激发了世界人民的社区公

共参与,但新移民政策的强制执行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移民健康和政策仍需关怀。
(二)未来我国社区心理学的思考

学习与创新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对西方新近成果的梳理意在优化我国未来的研究。我国民族

众多,对区域性民族的社区心理学核心价值观的探讨是我国特有的资源,这既是对西方移民研究的

借鉴,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和继承。研究技术上,我们虽然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方

法,丰富混合研究的成果,但在研究导向上应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研究应具有本学科的特色,另一

方面应提升学科的影响力。未来我国社区心理学应结合本国的国情、文化和社区背景致力于中国

化的研究并力争与国际接轨,达到资源的共享与学科的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建立中国社区心理学理论。源于北美的社区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西方主流价值

观,其主张的情景人、人与环境的互动理论仍然以个体为本位和出发点[85]。这与我国所提倡的集

体主义背道而驰。现有研究在概念与理论上多源自西方学者的成果,在跨文化研究匮乏的条件下,
理论的生态效度无从考查,因此理论发展需创新。研究应深入社区,以我国的文化概念为基础,建
立本国独特的理论体系。我国的社区设置不同于西方社区的类型,结构上更偏向地域式,居民间的

亲密关系存在一定的人际距离,加之社区氛围与居民责任感的不同,因此在社区感、赋权、公民参与

等核心概念和维度的定义上并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理论模型。我国文化博大精深,提倡“以和为

贵”“百事孝为先”等传统,挖掘我国特有的上位概念,如对我国传统文化中“自立、自信、自尊、自强”
概念的研究整合[86]2-9,以实际的访谈和文学史库为质性材料,通过Nvivo等软件对这些概念赋予心



理学的解释,加之量化研究的辅助,积极建立我国社区心理学理论。
其次,建立社区心理学行动标准,培养专业社区心理学研究与服务人员。目前国内从事社区心

理学研究的学者背景各异,如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等,各门类在方法和量化指标的选择上各有偏

向,因此统一行动标准能更好地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同时还能为行动研究提供指导,使得研究思路

清晰明了。具体标准包括对进入真实社区的要求、对调查内容的科学构思(可细化到事前-事中-事
后每一过程)、阶段性的工作总结等,行动标准可采用开放式的问卷对各学科的从业人员进行大样

本调查,最终由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拟定,并在试行过程中给予修订和完善。现有

的部分从业者为兼职或非心理学专业人员,由于专业背景的差异,他们在某些心理问题的甄别上缺乏

专业的知识技能。虽然一些高校开设了社区心理学课程,但多采用翻译的国外教材,师资力量薄弱。
因此有必要培养一支专业的社区心理学研究与服务人员,将社区心理学列入应用心理学课程教学的

范畴,强化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为从业者提供深造和资格评定的学习帮扶,积极响应国家领导人“一
个都不能少”的思想,推动“中国社区心理学服务与研究中心”的发展,提高国民心理健康水平。

最后,切实开展社区特色服务,提升社区服务的效能,促进研究人员与居民的情感联结。具体

而言,应加大与政府机关等职能部门的交流,排查工作要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增加随访和调查的次

数,拟定可行的方案。提供个案心理咨询,定期组织专家团队对居民进行团体辅导,促进邻里的互

动,提升居民的社区感和社区参与水平。弱势群体在社区参与上具有条件性,应帮助他们重建对自

我的认同。对于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心理关怀与行为治疗需协同。青少年、空巢老人、特殊

生理期女性、重大应激事件经历者、高情感投入从业者和高危岗位或行业从业者的心理问题发生率

较高,应做好服务项目的规划和资源分配[87]。同时应注重对居民社区责任感的培养和良好社区氛

围的建设。为了优化居民的互助与问题解决,可建立社区互助小组,组内成员有类似问题,可以面对

面交流或通过网络进行沟通学习。此外还应加强与医学、计算机等学科的合作,探索社区问题的心理

和生理机制,开发“互联网+社区”模式,优化干预体系与平台,共同助力我国社区心理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福宝,杨莉萍,方明.社区心理学开展行动研究:动因与阻力[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4(4):17-23.
[2] JASONLA,STEVENSE,RAM,D,etal.Theoriesinthefieldofcommunitypsychology[J].Globaljournalofcommunitypsy-

chologypractice,2016,7(2):1-27.
[3] JARIEGOMI,Ecologicalsettingsandtheoryofcommunityaction:“Thereisnothingmorepracticalthanagoodtheory”incom-

munitypsychology[J].Global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practice,2016,7(2):1-6.
[4] KELLYJG.Towardsanecologicalconceptionofpreventiveinterventions[M]//Carter,J.W.(Ed.),Researchcontributionsfrom

psychologytocommunitymentalhealth.NewYork:Behavioralpublications,1968,75-99.
[5] TRICKETTTEJ,KELLYJG,VINCENTTA.Thespiritofecologicalinquiryincommunityresearch[M]//Susskind,E.C.&

Klein,D.C.(Eds.),Communityresearch:methods,paradigms,andapplications.NewYork:Praeger,1985:283-333.
[6] QUATTROCHI-TUBINS,JASONLA.Enhancingsocialinteractionsandactivityamongtheelderlythroughstimuluscontrol[J].

Activities,adaptation&aging,1981,1(2):41-47.
[7] REBECCAC,DEBRAP,GIANNINAFC.Usingecologicaltheorytoevaluatetheeffectivenessofanindigenouscommunityinter-

vention:astudyofsexualassaultnurseexaminer(sane)programs[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0,46(3):

263-276.
[8] SARASONSB.Thepsychologicalsenseofcommunity:prospectsforacommunitypsychology[M].SanFrancisco,CA:Jossey-

Bass,1974:279-285.
[9] NEALZP,NEALJW.The(in)compatibilityofdiversityandsenseofcommunity[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

ogy,2014,53(1):1-12.
[10] BRODSKYA.Resilientsinglemothersinriskyneighborhoods:negativepsychologicalsenseofcommunity[J].Journalofcommu-

nitypsychology,1996,16:771-91.
[11] BRODSKYAE,LOOMISC,MARXCM.ExpandingtheconceptualisationofPSOC[M]//Fisher,A.T.,Sonn,C.C.&Bishop,

B.J.(Eds.),Psychologicalsenseofcommunity.NewYork:KluwerAcademic/PlenumPress,2002:319-336.



[12] MANNARINIT,ROCHIRAA,TALOC.Negativepsychologicalsenseofcommunity:developmentofameasureandtheoretical

implications[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4,42(6):673-688.
[13] JASONLA,STEVENSE,LIGHTJM.Therelationshipofsenseofcommunityandtrusttohope[J].Journalofcommunitypsy-

chology,2016,44(3):334-341.
[14] KLOOSB,HILLJ,THOMASE,WANDERSMANA,etal.Communitypsychology:linkingindividualsandcommunities(3rd

ed.)[M].Belmont,CA:Wadsworth,2011:102-134.
[15] RAPPAPORTJ.Termsofempowerment/exemplarsofprevention:towardatheoryforcommunitypsychology[J].American

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1987,15(2):121-148.
[16] RAPPAPORTJ.Inpraiseofparadox:asocialpolicyofempowermentoverprevention[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

chology,1981,9(1):1-25.
[17] MECHANICD.Adolescentsatrisk:newdirections[J].Journalofadolescenthealth,1991,12(8):638-643.
[18] CORNELLEMPOWERMENTGROUP.Empowermentandfamilysupport[J].Networkingbulletin,1989,1:1-23.
[19] ZIMMERMANMA.Empowermenttheory:psychological,organizational,andcommunitylevelsofanalysis[M].Handbookof

CommunityPsychology,2000:43-63.
[20] TAGHIPOURA,BORGHELNS,ROUDSARIRL,etal.Psychologicalempowermentmodeliniranianpregnantwomen[J].

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tybasednursing& midwifery,2016,4(4):339-351.
[21] EISMANAB,ZIMMERMANMA,KRUGERD,etal.Psychologicalempowermentamongurbanyouth:measurementmodel

andassociationswithyouthoutcomes[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58(3-4):410-421.
[22] BANYARDVL,MILLERKE.Thepowerfulpotentialofqualitativeresearchforcommunitypsychology[J].Americanjournalof

communitypsychology,1998,26(4):485-505.
[23] BRODSKYAE.Takingastand:Thenext50yearsofcommunitypsychology[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

2016,58(3-4):284-293.
[24] CASEAD,TODDNR,KRALMJ.Ethnographyincommunitypsychology:promisesandtensions[J].Americanjournalof

communitypsychology,2014,54(1):60-71.
[25] TODDNR.Religiousnetworkingorganizationsandsocialjustice:anethnographiccasestudy[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

psychology,2012,50(1-2):229-245.
[26] ALCOCKCL,CAMICPM,BARKERC,etal.Intergenerationalpracticeinthecommunity:afocusedethnographicevaluation

[J].Journalofcommunity&appliedsocialpsychology,2011,21(5):419-432.
[27] COULTONCJ,JENNINGSMZ,CHANT.Howbigismyneighborhood?individualandcontextualeffectsonperceptionsof

neighborhoodscale[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3,51(1):140-150.
[28] CHIROWODZAA,VANRH,JOSEPHP,etal.Usingparticipatorymethodsand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s(gis)toprepareforan

hivcommunity-basedtrialinvulindlela,southafrica(projectaccept-hptn043)[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09,37(1):41-57.
[29] EILERBA,BOLOGNADA,VAUGHNLM,etal.Asocialnetworkapproachtounderstandingcommunitypartnershipsina

nontraditionaldestinationforlatinos[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7,45(2):178-192.
[30] JASONLA,GLENWICKDS.Handbookofmethodologicalapproachestocommunity-basedresearch:qualitative,quantitative,

andmixedmethods[M].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197-206.
[31] DWORKINER,PITTENGERSL,ALLENNE.Disclosingsexualassaultwithinsocialnetworks:amixed-methodinvestigation

[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57(1-2):216-228.
[32] LYNDEEK,GUERRANG,WILLIAMSKR,ROSAT.Preventingchildren'saggressioninimmigrantlatinofamilies:amixedmethods

evaluationofthefamiliesandschoolstogetherprogram[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1,48(1):65-76.
[33] TEBESJK.Communitypsychology,diversity,andthemanyformsofculture[J].Americanpsychologist,2010,65(1):58-59.
[34] TRICKETTEJ.Afutureforcommunitypsychology:thecontextsofdiversityandthediversityofcontexts[J].Americanjournal

ofcommunitypsychology,1996,24(2):209-234.
[35] BULLOCKH.Thewideningeconomicdivide:Economicdisparitiesandclassismascriticalcommunitycontext[M]//APAHand-

bookofcommunitypsychologyvolume1:theoreticalfoundations,coreconcepts,andemergingchallenges.Washington,D.C.:A-

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Press,2017:353-368.
[36] BATTIN-PEARSONS,NEWCOMBMD,ABBOTTRD,etal.Predictorsofearlyhighschooldropout:atestoffivetheories

[J].Journalofeducationalpsychology,2000,92(3):568-582.
[37] WILLIAMSDR,MOHAMMEDSA.Discriminationandracialdisparitiesinhealth:Evidenceandneededresearch[J].Journalof

behavioralmedicine,2009,32(1):20-47.
[38] MCGUIREJK,ANDERSONCR,TOOMEYRB,etal.Schoolclimatefortransgenderyouth:Amixedmethodinvestigationof



studentexperiencesandschoolresponses[J].Journalofyouthandadolescence,2010,39(10):1175-1188.
[39] PRILLELTENSKYI,NELSONG.Communitypsychology:reclaimingsocialjustice[M]//FoxD,PrilleltenskyI(Eds.),Critical

psychology:Anintroduction.London:Sage,1997:166-184.
[40] TODDNR,RUFAAK.Socialjusticeandreligiousparticipation:aqualitativeinvestigationofchristianperspectives[J].Ameri-

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3,51(3-4):315-331.
[41] WALKERSC,BISHOPAS,PULLMANNMD,BAUERG.Aresearchframeworkforunderstandingthepracticalimpactof

familyinvolvementinthejuvenilejusticesystem:thejuvenilejusticefamilyinvolvementmodel[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

typsychology,2015,56(3-4):408-421.
[42] KRUGERDJ,CRICHLOWVJ,MEGARRELLE,etal.Perceptionsofproceduraljusticemediatetherelationshipbetweenlocal

violentcrimedensityandcrimereportingintentions[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44(6):807-812.
[43] PALOMAV,GARCIARAMIREZM,CAMACHOC.Well-beingandsocialjusticeamongmoroccanmigrantsinsouthernspain

[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4,54(1):1-11.
[44] HELLERK,PRICERH,REINHARZS,etal.Psychologyandcommunitychange:challengesofthefuture(2nded.)[M].

Homewood,I1:Dorsey,1984.
[45] RAYMOND ?,GRENIERA,HANLEYJ.Communityparticipationofolderadultswithdisabilities[J].Journalofcommunity&

appliedsocialpsychology,2014,24(1):50-62.
[46] BARBERBL,ECCLESJS,STONEMR.Whateverhappenedtothejock,thebrain,andtheprincess?:youngadultpathways

linkedtoadolescentactivityinvolvementandsocialidentity[J].Journalofadolescentresearch,2001,16(5):429-455.
[47] MAHONEYJL.Schoolextracurricularactivityparticipationasamoderatorinthedevelopmentofantisocialpatters[J].Childde-

velopment,2000,72(2):502-516.
[48] JANZENR,PANCERSM,NELSONG,etal.Evaluatingcommunityparticipationasprevention:lifenarrativesofyouth[J].

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0,38(8):992-1006.
[49] SAEGERTS,WINKELG.Crime,socialcapital,andcommunityparticipation[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

2004,34(3):219-233.
[50] KARAKOSHL,VOIGHTA,GELLERJD,etal.Studentcivicparticipationandschoolclimate:associationsatmultiplelevels

oftheschoolecology[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44(2):166-181.
[51] MCMILLANDW,CHAVISDM.Senseofcommunity:adefinitionandtheory[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1986,14

(1):6-23.
[52] HUANGY,TANNT,LIUJ.Support,senseofcommunity,andpsychologicalstatusinthesurvivorsoftheyaanearthquake

[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44(7):919-936.
[53] DUONGJ,BRADSHAWCP.Householdincomelevelasamoderatorofassociationsbetweenchronichealthconditionsandseri-

ousmentalillness[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44(3):367-383.
[54] FELIXED,AFIFIW.Theroleofsocialsupportonmentalhealthaftermultiplewildfiredisasters[J].Journalofcommunitypsy-

chology,2015,43(2):156-170.
[55] KAUFMANJS,CONNELLCM,CRUSTONCA,etal.Reflectionsonacommunitypsychologysettingandthefutureofthe

field[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58(3-4):348-353.
[56] JONESM M.CreatingascienceofhomelessnessduringtheReaganera[M].MilbankQuarterly,2015:139-178.
[57] SOLARZA,BOGATGA.Whensocialsupportfails:thehomeless[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1990,18(1):79-96.
[58] SHINNM,BAUMOHLJ,HOPPERK.Thepreventionofhomelessnessrevisited[J].Analysesofsocialissuesandpublicpolicy,

2001,1(1):95-127.
[59] TOROPA,LESPERANCETM,BRACISZEWSKIJM.TheheterogeneityofhomelessyouthinAmerica:examiningtypologies

[M].Washington,DC:HomelessnessResearchInstitute,NationalAlliancetoEndHomelessness,2011:1-12.
[60] PADGETTDK,HENWOODBF,TSEMBERISSJ.Housingfirst:endinghomelessness,transformingsystems,andchanging

live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8-9.
[61] BALCAZARFE.PolicyStatementontheIncarcerationofundocumentedmigrantfamilies[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

psychology,2016,57(1-2):255-263.
[62] HERNANDEZMY,ORGANISTAKC.Qualitativeexplorationofaneffectivedepressionliteracyfotonovelawithatrisklatina

immigrants[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5,56(1):79-88.
[63] WOODFORDMR,KULICKA.Academicandsocialintegrationoncampusamongsexualminoritystudents:theimpactsofpsy-

chologicalandexperientialcampusclimate[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5,55(1-2):13-24.
[64] EDWARDSKM,LITTLETONHL,SYLASKAKM,etal.Collegecampuscommunityreadinesstoaddressintimatepartner



violenceamonglgbtq+youngadults:aconceptualandempiricalexamination[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

2016,58(1-2):16-26.
[65] SHILOG,ANTEBIN,MORZ.Individualandcommunityresiliencefactorsamonglesbian,gay,bisexual,queerandquestioning

youthandadultsinIsrael[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5,55(1-2):215-227.
[66] CHONGES,ZHANGY,MAKW W,PANGIH.Socialmediaassocialcapitaloflgbindividualsinhongkong:itsrelations

withgroupmembership,stigma,andmentalwell-being[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5,55(1):228-238.
[67] WHITSONML,CONNELLCM.Therelationofexposuretotraumaticeventsandlongitudinalmentalhealthoutcomesforchil-

drenenrolledinsystemsofcare:resultsfromanationalsystemofcareevaluation[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

2016,57(3-4):380-390.
[68] LINJ,REICHSM.Mothersperceptionsofneighborhooddisorderareassociatedwithchildren'shomeenvironmentquality[J].

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44(6):714-728.
[69] WITHERSPOONDP,DANIELSLL,MASONAE,etal.Racial-ethnicidentityincontext:examiningmediationofneighbor-

hoodfactorsonchildren'sacademicadjustment[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57(1-2):87-101.
[70] HAMMERH,FINKELHORD,SEDLAKAJ.Runaway/thrownawaychildren:nationalestimatesandcharacteristics[J].De-

partmentofjusticeofficeofjustice,2002,12(2):153-161.
[71] TOMPSETTCJ,DOMOFFSE,TOROPA.Peersubstanceuseandhomelessnesspredictingsubstanceabusefromadolescence

throughearlyadulthood[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3,51(3):520-529.
[72] BOWERSEP,WANGJ,TIRRELLJM,LERNERRM.Across-laggedmodelofthedevelopmentofmentor-menteerelation-

shipsandintentionalself-regulationinadolescence[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44(1):118-138.
[73] MIRANDA-CHANT,FRUIHTV,DUBONV,WRAY-LAKEL.Thefunctionsandlongitudinaloutcomesofadolescentsnatu-

rallyoccurringmentorships[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57(1-2):47-59.
[74] STODDARDSA,PIERCEJ.Promotingpositivefutureexpectationsduringadolescence:theroleofassets[J].Americanjournal

ofcommunitypsychology,2015,56(3):342-356.
[75] SHARONK,AMYR.Dotheeffectsofadolescentemploymentdifferbyemploymentintensityandneighborhoodcontext? [J].

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4,55(1-2):37-47.
[76] SABRINAO,DAVID HJ,KUKLINSKIMR,etal.Effectsofcommunitiesthatcareonmalesandfemalesdruguseanddelinquency9

yearsafterbaselineinacommunity-randomizedtrial[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5,56(3-4),241-251.
[77] AHMEDA.Abstract:relationshipbetweenimmigrationstatusandacademicperformanceandpsychologicaldistressamongcom-

munitycollegestudent[J].ResearchGate,2014.
[78] ROYAL,GODFREYEB.Relationshipsbetweenfamilyandneighborhoodincomeandfirst-generationlatinoadultsdepressive

symptomsandwell-being[J].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44(7):856-871.
[79] SCHENSULSL,SINGHR,SCHENSULJJ,etal.Communitygendernormschangeasapartofamultilevelapproachtosexual

healthamongmarriedwomeninMumbai,India[J].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5,56(1-2):57-68.
[80] ALBRITTONT,ANGLEYM,GIBSONC,etal.Mentalhealthutilizationamongdiverseparentingyoungcouples[J].American

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5,56(1-2):89-100.
[81] BULSARAC,KHONGL,HILLK,HILLAM.Investigatingcommunityperspectivesonfallspreventioninformationseeking

anddelivery:olderpersonperceptionsregardingpreferencesforfallspreventioneducationusingaworldcafeapproach[J].Journal

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44(7):937-944.
[82] 刘舒阳,陈红,杨挺,李须.西方社区心理学:理论与展望[G]//社区心理学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1:174-181.
[83] HOFFERLD,BOBASHEVG,MORRISRJ.Researchingalocalheroinmarketasacomplexadaptivesystem[J].American

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09,44(3-4):273-286.
[84] MILBURNNG.Commentaryonthefutureofcommunitypsychology:perspectiveofaresearchcommunitypsychologist[J].A-

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2016,58(3-4):245-250.
[85] 佐斌.西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及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1,9(1):71-76.
[86] 黄希庭.心理学如何为社区发展服务[G]//社区心理学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2-9.
[87] 王晓刚,杨帅,尹天子,等.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评估[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3):6-11.

责任编辑 曹 莉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