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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寻专业认同对特殊教育师范生学校社区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中国大学

生适应量表”“中国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大学生社区感指数量表”对417名特殊教育师范生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①专业认同、生活满意度与学校社区感两两显著正相关(r=0.55,0.47,0.56;p<0.01);②专业认同可以显

著正向预测学校社区感(β=0.46,p<0.001);③生活满意度在专业认同和学校社区感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β=

0.23,Bootstrap95%CI:0.16~0.31),间接效应比为51.11%;④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受到心理适应的调节(β=

0.10,t=3.06,p<0.01),并且生活满意度对心理适应良好学生的学校社区感有更强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2,

Bootstrap95%CI:0.15~0.32).结论表明,以专业认同为切入点培养学生社区意识,逐渐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可以

提升其学校社区感,在构建和培养特殊教育师范生学校社区感时需注意对不同心理适应水平的学生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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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417studentsofspecialeducationnormaluniversity.Resultswereasfollows:①Professionalidentity
andlifesatisfactionweresignificantlycorrelatedwiththesenseofschoolcommunity(r=0.55,0.47,0.56;

p<0.01);②Directeffectofprofessionalidentityonsenseofschoolcommunitywassignificant(β=0.46,

p<0.001);③Lifesatisfactionplayedamediatingrolebetweenprofessionalidentityandthesenseof
schoolcommunity(β=0.23,Bootstrap95%CI:0.16~0.31),andtheindirecteffectratiowas51.11%;

④Psychologicaladaptationmoderatedthemediatingeffectoflifesatisfactionontherelationshipbetween

professionalidentityandsenseofschoolcommunity(β=0.10,t=3.06,p<0.01),anditturnsoutthatlife
satisfactionhasastrongerpositivepredictiveeffectonthesenseofschoolcommunityofstudentswith
higherpsychologicaladaptation(β=0.42,Bootstrap95%CI:0.15~0.32).Theconclusionshowsthat,to
cultivatestudentssenseofcommunity,professionalidentitycanbeusedasastartingpointtoimprove
theirlifesatisfactiongradually,andthenenhancethesenseofschoolcommunity.Whenconstructingand
cultivatingthesenseofschoolcommunityforspecialeducationnormaluniversitystudent,itisnecessaryto

payattentiontothestudentswithdifferentpsychologicaladaptation.
Keywords:senseofschoolcommunity;professionalidentity;lifesatisfaction;psychologicaladaptation;

specialeducationnormaluniversitystudent

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全面提升特殊教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保障残疾儿童享有公平且有质量

教育的关键,也是“办好特殊教育”最直接的保障[1].截至2020年,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共有专任教师6.62
万人,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学生14.9万人[2],师生比为1∶2.25,而与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特殊教育学

校建设标准》盲校、聋校师生比要达到1∶3.5、培智学校师生比应为1∶2相比,显然特殊教育师资数量与

当下特殊教育发展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特殊教育师范生是特殊教育师资的后备力量,特殊教育对象的特

殊性和就业环境的挑战性要求特殊教育师范生不仅要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应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从业热情、更高的专业认同感,将来能够在工作岗位上担当起责任和使命,以健康、乐观、向上的情

感温暖特殊儿童,使其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如何将特殊教育师范生培养成具有专业素养、职业

理想、爱岗敬业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在未来工作中践行职业精神,社区心理学的研究或许提供了一种新

的视角.社区心理学认为社区不仅指成员所处的共同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社区成员基于相同或类似经历、
身份等建立起的情感联系和价值认同,由此社区感这一社区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便由此产生.社区感被看作

是由地域、情感联系、社会互动等成分交互形成的一种心理动力,可以激励社区成员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并

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保持[3],即社区感具有成员“身份维系”的作用,一旦个体形成某种较强的社区感,即

便是外在环境改变了,依然可以通过该社区的成员身份,主动参与社区活动,获得积极体验和成就感.
随着社区心理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学校作为社区的观点也被更多人接受,学校社区感被认为是青少年

社区感的重要组成部分[4].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学校社区感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业成绩[5],增强幸福

感[6],成员之间能相互尊重、彼此关怀,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在学校中体验到更多的归属感[7],因此培养特

殊教育师范生的学校社区感对提高积极心理品质、强化价值认同、促进专业发展、延续专业身份具有深远

意义.对于如何提升特殊教育师范生的学校社区感,孔翔等[8]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认为个体属性(比如自我

认同)和社区成员间互动的关系是社区感建构机理研究的主要视角.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是自我身份信

息的来源,群体内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构成群己关系,并以“集体我”和“关系化我”两种表征形式呈现,而社

区感研究的魅力就在于群己关系的建构[9].对特殊教育师范生而言,以专业为纽带将学生以“类别化”的方

式归为一个集体,赋予他们同样的身份,而学生们在后续学习生活中,在互动交流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共鸣、
价值体验则以“关系化”的方式强化该群体认同,凸显出内群体偏好,“自己人”“我们”是群己关系的外在表

现,而认同感、归属感和价值感才是群己关系的本质.基于此,认同与社区感之间的联系或许成为可能,本

研究尝试以专业认同为出发点考察特殊教育师范生学校社区感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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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同是学生对自我身份与所学专业关系的认知和接纳过程,是学生对所学专业是否适合自身发展

的一种认知和接纳[10],也是个体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内容[11].当下社会对特殊教育存在一定的“刻
板印象”,而专业认同可以消除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认知误区,加速专业化发展,同时专业认同还可以增强群

体归属感.当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了一定的认识,专业与个人产生情感联结以后,就会表现出针对专业学习

的积极行为,进而实现自我与专业的融合,更加认可自己在学校中的角色与地位,产生强烈的安全感与责

任感,以归属于学校为荣[12],因此特殊教育师范生的专业认同应当涵盖对自己专业身份的认同、对学校专

业培养模式和体系的认同以及对未来专业和职业发展取向的认同,激发“特殊教育人”的荣誉感与责任感.
而根据社区感理论的需要模型和责任模型,归属与情感需要的满足和对社区高度的责任心能够驱使社区成

员主动参与社区行为,体现较强的社区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专业认同对学校社区感有正向预测

作用.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有研究显示[13],幼师、护士、

特殊教育教师等群体的职业认同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事实上,专业认同不仅包含与专业相一致的职业

身份认同,还包含对专业工作社会价值的认同[14],有研究发现[15],专业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至对所

从事职业的认同,也就是专业认同可以显著预测职业同一性,因而专业认同的内涵更广,其承载者不仅包

括就业前的专业学习者,也包括就业后的从业者;单菁菁[16]认为社区归属感直接来自于居民的满意度,如

果个体对社区感到满意,就会对社区产生更强的依恋和归属感[17].同样的结论在学校环境里也得到印证,
田丽丽[18]的研究表明学校满意度对学校归属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还有研究[19]表明对学校关系和学

校环境的满意度是学校社区感的重要预测因子,因此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也可能具有积极作用.基于

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2:生活满意度在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如前所述,满意度虽然可以显著预测学校归属感,甚至学校社区感,但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产生相同

的体验,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就是个体与环境的互动程度,心理适应恰恰强调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人
与情境整体交互理论指出个体往往经过两种途径达到积极心理适应,一是内部交互,是个体内部的双向交

互;二是外部交互,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频繁的互动[20].所以心理适应不仅与个体内部因素有关,还

与个体跟环境的积极互动紧密相连.肖琼等[21]在验证大学生心理适应过程中发现个体的行动对心理适应水

平高低起决定作用,即心理适应反映了个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Deneui[22]和Ludden[23]的研究结果均发现

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的学生其学校社区感水平更高;另一项研究[24]则显示,心理适应较好的人具有较高的生

活满意度.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可以推测,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学校活动、心理适应水平较高的学生,在面

临满意度较低的处境时,可以通过其行为的改变重新对所处的客观环境产生新的认知与评价,进而提高满

意度、增强归属感;相反,那些缺乏目标、被动等待的学生即便在相对较好的环境中,由于缺乏主动性和参

与性,也容易产生疏离感和排斥感.因此,心理适应可能在生活满意度与学校社区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本

研究提出假设3: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的影响受到心理适应的调节.

图1 研究假设模型图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将考察专业认同对学

校社区感的影响,并探索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和心理适应的调节作用.探讨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

感之间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有助于丰富两者

关系的研究,厘清生活满意度怎样发挥作用、何时

发挥作用.研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省3所大学抽取433名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

卷417份,有效回收率为96.3%.其中男生135名(32.4%),女生282名(67.6%);大一学生6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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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大二学生136名(32.6%),大三学生164名(39.3%),大四学生56名(13.4%).
1.2 研究工具

1.2.1 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

“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由秦攀博[25]编制,该问卷包括适切性、认知性、行为性、情感性4个维度,共

有23道项目,问卷采用1-5分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问卷分数越高表示专业认

同程度越高;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各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2.51,GFI=0.90,CFI=0.93,

RMSEA=0.06,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总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分半信度为0.94,本次调查的

Cronbach’sα系数为0.93.
1.2.2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由方晓义等[26]编制,用于评价中国大学生的适应状况,该量表由学习适应、人

际关系适应、择业适应、校园适应、情绪适应、满意度、自我适应等7个维度组成,共有60个项目.采用5
点计分(1=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不确定,4=比较同意,5=同意),分数越高,适应状况越好,量表具

有良好的结构效度;7个维度的拟合指数GFI 在0.9~0.97之间,CFI 在0.88~0.99之间,RMSEA 在

0.05~0.08之间;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重测信度为0.99,本次调查的Cronbach’sα 系数

为0.90.
1.2.3 中国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

“中国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由张兴贵等[27]编制,由36道题目构成友谊、家庭、学业、自由、学校、
环境等6个维度,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7点计分,量表分数越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验

证性因子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χ2/df=3.64,GFI=0.98,CFI=0.96,RMR=0.04;总量

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本次调查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
1.2.4 大学生社区感指数量表

采用张灏[28]修订的第二版“社区感指数(SCI-2)量表”进行测试,该量表共24个项目,包括需要满足、
归属感、影响力、情感联系4个维度,每个维度6个项目,采用4点记分,1-4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比
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的社区感水平越高;总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分半信度为0.83,本次调查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
1.3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所有问卷在发放前统一编号,问卷完成后当场回收;所获数据资料采用SPSS25.0进行录入以及描述

性统计分析;采用Process3.4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多重共线性和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利用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2个指标考察专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心理适应3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情

况,结果发现,容忍度范围在0.68~0.90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 在1.11~1.46之间,说明预测变量没

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研究采用4个自陈式量表作为研究工具,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带来的误差,

在施测过程中做了一些控制.首先,调查前对问卷题目进行一定的编排处理;其次,选择4点、5点和7点

3种形式的问卷作为调查工具;再次,调查以匿名的方式进行.采用Harman的单因素分析法来检验共同方

法偏差,经过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发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5.73%,低于40%的临界标准.
2.2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专业认同、心理适应、生活满意度和学校社区感4个变量显著正相关,并且心理适应与专

业认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学校社区感与专业认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另外,年级与专

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学校社区感的相关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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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n=417)

M SD 心理适应 专业认同 生活满意度 学校社区感

心理适应 3.25 0.42 -
专业认同 3.55 0.57 0.26** -
生活满意度 4.97 0.69 0.29** 0.55** -
学校社区感 2.91 0.37 0.59** 0.47** 0.56** -
性别 - - -0.04 -0.05 0.01 -0.03
年级 - - 0.06 0.12** 0.15** 0.12**

  注:所有数值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2.3 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2.3.1 生活满意度在专业认同和学校社区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分析之前,除了性别和年级2个变量外,对其他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Process3.4插件中的

Model14进行分析,在控制年级变量的情况下,考察生活满意度在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关系中的中介作

用,结果表明(表2),专业认同对学校社区感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46,p<0.001),假设1被验证.
当加入中介变量生活满意度后,专业认同仍然能显著预测学校社区感(β=0.23,p<0.001),并且专业认

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达到了显著性水平(β=0.53,p<0.001),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也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β=0.43,p<0.001).
表2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检验

方程1(因变量:Y)

β SE t
方程2(因变量:M)

β SE t
方程3(因变量:Y)

β SE t
年级 0.10 0.05 2.03* 0.15 0.05 3.27*** 0.03 0.05 0.77
X 0.46 0.04 10.41*** 0.53 0.04 12.97*** 0.23 0.05 4.78***

M 0.43 0.05 8.93***

R2 0.23 0.32 0.35
F 60.17*** 96.90*** 74.31***

  注:X 表示专业认同;M 表示生活满意度;Y 表示学校社区感.
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对原样本构造5000个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样本)结果表明,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表3),说明生活满意度在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的关系中起到了

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1.11%,假设2得以验证.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相对效应占比/%
总效应 0.45 0.05 0.36 0.56 100.00

直接效应 0.22 0.06 0.12 0.34 48.89
间接效应 0.23 0.04 0.16 0.31 51.11

2.3.2 心理适应对专业认同和学校社区感关系的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采用Process3.4插件的 Model14分析生活满意度在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受到

心理适应的调节,结果显示(表4),加入心理适应这一变量后,生活满意度在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关系

中的中介作用仍然存在,并且生活满意度与心理适应的交互项对学校社区感的预测作用也达到了显著性水

平(β=0.10,p<0.01),表明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的作用受到心理适应的调节.
表4 专业认同对学校社区感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程1(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β SE t
方程2(因变量:学校社区感)

β SE t
年级 0.15 0.05 3.27** 0.03 0.04 0.79
专业认同 0.53 0.04 12.97*** 0.15 0.04 3.80***
生活满意度 0.33 0.04 7.92***
心理适应 0.44 0.04 12.46***
生活满意度×心理适应 0.10 0.03 3.06**

R2 0.32 0.54
F 96.90*** 96.35***

  注:**表示p<0.01;***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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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依次检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但由于依次检验的统计效力较

低[29],需要对心理适应不同取值情况下中介效应是否有显著性差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表5),当教殊教

育师范生的心理适应水平较低时(M-SD),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3,t=
4.26,p<0.001),专业认同通过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的中介效应值为0.13,而对心理适应水平较高

(M+SD)的教殊教育师范生来说,随着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学校社区感仍然表现出显著的提升趋势(β=
0.42,t=8.59,p<0.001),此时专业认同通过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的中介效应值为0.23,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表明,调节中介差异性Bootstrap检验的95%置信区间[0.03,0.19]不包含0;Hayes[30]主张当

调节变量调节中介过程某一段的时候,还需要判定Index指标,本研究中,Index值为0.05,其Bootstrap
95%置信区间[0.01,0.10]也不包括0,进一步验证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心理适应调节了专业认同

经过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作用的后半段路径,也就是专业认同对学校社区感的影响随心理适应水平不

同而发生变化,心理适应水平越高,专业认同越能通过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假

设3被验证.
表5 不同心理适应水平下专业认同对学校社区感的影响

心理适应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M-SD 0.13 0.03 0.06 0.19
M+SD 0.23 0.04 0.15 0.32
差异 0.10 0.04 0.03 0.19
Index 0.05 0.02 0.01 0.10

图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图

  鉴于选点法提供的检验信息有限,只能显示

调节变量在取不同水平值时考察中介效应,且仅

仅体现了两点间的调节效果,Hayes等[31]、Bolin
等[32]认为采用简单斜率检验用Johnson-Neyman
法(J-N法)代替选点法更好.J-N法是通过调节变

量的整个取值范围来探寻简单斜率显著不为0时

调节变量的取值区间,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信

息[33].利用Process插件计算得到的数据画出带有

95%置信区间的简单斜率图见图2,图中的直线代

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虚线代表95%置信区间的

上下限.由图2可知,当心理适应的取值大于

-1.87(标准化后)时,专业认同通过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的中介效应都是显著的,心理适应水平越

高,生活满意度与学校社区感之间的关系就越强.

3 分析与建议

3.1 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的关系

学校社区感是学生基于对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教学条件、教学资源等方面的感知而产生的情感体验,
表现为学生在校期间能体验到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产生“归属”和“认同”的体验,当学生感受到这种情感

体验,其主体意识就会被激活,并建构出“学校共同体”,学校社区才能真正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有研

究[34]表明,学校社区感对学生课堂参与、学术表现、社会交往、情感调整等有重要作用.因此促使教殊教育

师范生获得学校社区感,对他们的学业甚至职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有明显的直接预测作用,所以提高学

生专业认同将有利于提升其学校社区感.为了提高教殊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学校首先应当帮助教殊教育

师范生重新认识特殊教育专业的内涵、教育对象,构建正确的特殊教育观,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专业教

学和实践活动.孙玉梅等[35]认为特殊教育专业认同形成的最大阻力来源于自己和重要他人对特殊教育专业

形成的刻板印象.因此学校可以通过专业教师的引导和特殊教育师范生自己的亲身实践等多种渠道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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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说服自己或他人消除对特殊教育专业的认知偏见,消除专业刻板印象,提高专业认同;同时,由于特殊

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特别强调教育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因此除了理论学习,还要注重实训与理论的结合,
增加见习、实习的时间和机会,突出特殊教育实践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教育实践可以增加与特殊教育学

校教师、特殊儿童、特殊家庭直接对话的机会,进一步了解特殊儿童这一群体,转变认知,强化专业情感,
进而提升专业认同水平.其次,强化教殊教育师范生的专业承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特

殊教育教师首要理念就是师德为先,热爱特殊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王雁等[36]对北京师范大学等12所

不同层次高校的特殊教育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后认为,缺乏专业道德、理想、认同类课程是目前高校特

殊教育专业课程内容不够完善的共性之一.职业指导类课程可以让学生对特殊教育专业有正确的认知,树

立教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信念、责任感和使命感.教殊教育师范生在校期间如果能够进行深入的专业探索

并达到高专业承诺状态,相信他们可以尽快成为“专业认同获得者”,并以此为基础产生更强的学校社区感.
另外,教殊教育师范生学校社区感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比如营造浓厚的学校社区文化氛围、建立良

好的学校社区成员关系等,但从教殊教育师范生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专业认同在强化学校社区感的情

感体验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3.2 生活满意度在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专业认同、生活满意度与学校社区感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专业认同与生活满意度越高,
其学校社区感就越强.专业认同不仅对学校社区感有直接预测作用,还会通过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间接

效应占总效应的53.83%.因此,专业认同可以有效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进而提高学校社区感.
认同是个体的基本需要之一,当个体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提高其满意度.改善教殊教育专业的实

验实训条件,提高教殊教育师范生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水平,增加其见习、实习机会,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特

殊教育师范生的专业认同.特殊教育师范生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自己的专业,才会对专业学习展现出

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才会由内而外呈现满意状态,换言之,对专业越认同其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同样的结论

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张志乔[37]以高职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专业认同度与就业满意度的关系,
结果发现二者呈正相关;程化琴等[38]对大学新生专业认同、职业决策困难和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表明,新生

对自己的专业越认同,生活满意度就越高.满意度是检验承诺是否兑现、目标是否达到的重要指标[39],它

可以增强成员的情感共鸣,加大情感联系.而社区感实现的是社区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以及由认同产生的

情感安全感,强调情感联系在社区中的作用.满意度能够正向预测归属感已经被研究者证明,Mannarini
等[40]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与社区感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专业认同通过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

感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学生的认同感、安全感、支持感和归属感等情感需要的满足而实现的,如同Lardier
等[41]建议的那样,将学校视为具有支持感和归属感的社区空间是未来学校社区研究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学

校社区关系将有助于个体更好地成长与发展,同时强有力的、亲密的情感联系有助于加强师生之间、同伴

之间的信任、尊重与支持,使学生产生更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家”的感觉.
3.3 心理适应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发现,心理适应对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之间的间接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是调节了间

接路径的后半段,即生活满意度与学校社区感之间的关系受到心理适应的调节,表现为心理适应水平高的

学生,其生活满意度对学校社区感的作用更明显.
心理适应是个体对其所处物质与精神环境变化的动态调整的反应过程,心理适应越强的个体,越善于

发现和利用已有资源积极做出调整和改变,越能主动参与活动,获得他人支持,进而提升自己的心理能量,
其生活满意度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42];同时心理适应强的个体能借助活动与他人构建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巩固并加强情感联系.情感互动理论认为个体之间互动越多,他们共享情感、参加集体

活动就越成为可能,基于此,周佳娴[43]认为社区感与社区互动可能存在双向作用.对特殊教育师范生而言,
主动参加学校活动,能够增强人际互动,提高其学校社区感,而学校社区感的提升又会促进其更好地参与

活动,因而心理适应在生活满意度与学校社区感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校管理者要引导特殊教育师范

生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建立合作互助小组,在专业学习和生活中对心理适应能力较弱的特殊教育师范生予

以帮扶和正向引导;利用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特殊需要儿童教育康复中心、残疾人教育与服务协同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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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实践教育基地组织多样化教育实践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提升特殊教育范生适应能动性,使其主动融入

学校这个大家庭,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展现出强大的“主人翁”姿态,学校社区感的建立与提升才能

得到保证.
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了专业认同与学校社区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并且阐述了何种条

件下影响作用最大.校园是大学生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是他们参与活动的主要社区环境,生态系统理论

认为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学校社区感注重个体对环境的依赖和建构,也强调

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以及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学校是学生最直接接触的微系统,学校社区感是微系统的一部

分,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培养类似的经验[44].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学校体验并建立起的社区感可

能会迁移到他们未来的工作环境中,在各级各类特殊学校、特殊教育机构、康复机构以及普通学校的工作

岗位上培养受教育者的社区意识,对于这些特殊人群来说,或许更为重要.正如Jason等[45]指出那样,社区

感不仅意味着将个体的经验封装在一个群体中,更是一个在各种生态层面(如社区、学校、群体互动等)迭
代的过程.

4 不足与局限

1)没有在不同学校层面对学校社区感进行探讨.学校的客观条件可能是造成学校社区感有区别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因此对于学校社区感的后续研究有必要应用多层次分析法来考察个体与学校因素对学校社区

感的不同影响.
2)虽然横断面研究有助于概念化和测试模型,但自我报告的横断数据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用纵向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或许更能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
3)尽管本研究从理论上对假设路径进行了验证,但专业认同和学校社区感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双向关

系,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角度进行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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