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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十 四五
”

规划 进一 步 强调社会心 理服务体 系 的社会治理 功

能
，

而社 区 治理是社会治 理 的 基础和 着 力 点 。 本文首先介绍 情 感社会 学 关

于
“

情感共 同 体
”

的相 关理论
，

结合 实例 阐释心理社 区 感理论 、 赋权理论

和生 态 系 统理论等 关 于社 区 治 理 的 心 理 学 理论
，

然后提 出 从增 强社 区 凝聚

力 、 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 、 赋权居 民和社 区社会组织 、
化解社 区 消极情绪 、

满足居民 需要等社 区 心 理建设方 面探 索社会心 理服务体 系 下 的 社 区 治 理
，

最后 结合 当 下社 区 心理建设现状展望未来社 区 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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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理论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

“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

的表述 出 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关于社会治理的部分 中
，
指 出 要培育 自 尊 自 信 、 理性平和 、 积极 向

上的社会心态 。 党的十九届 四 中全会将
“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

预机制
”

作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 民 内部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 。

“

十 四五
”

规划进一步强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的社会治理功能 。 国家在全 国建立 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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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
有学者研究 了全 国 １ ２ 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试点地区相关文件
，
发现这些试点地区 的定位基本是

“

心理健康
”

（ 池丽

萍
，

２０ １ ８
） 。 其实

，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除了关注个体心理健康

，

还涉及人际和

家庭关系和谐、 组织和群体管理、 青少年教育和成长 、 社会安全防范 、 社区

和环境营造等领域 （
王俊秀

，

２０ １ ９
） ，
主要包括社会心态培育 、 社会心理疏导 、

社会预期管理、 社会治理的心理学策略的运用等内容 （辛 自强
，

２０ １ ８
） 。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
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治理的成

效 。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 ，
对于社区治理有指

导作用 。 目前
，
在社区治理 中存在忽视心理建设的现象

，
可能会导致好的

政策在落实中 出现社区居 民不认可
，
甚至事与愿违 的结果 。 社会心理建设

作为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 （
王俊秀

，

２０ １ ７
） ，
包含社会环境 、 社会稳定 、

心理健康 、 社会凝聚力 、 社会共识 、 社会价值观 、 社会情绪等方面 的建设

（
王俊秀

，

２０ １ ５ ａ
） 。 因此

，
可 以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下推动社区心理建

设
，
从而实现优化社区治理的 目标 。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在于促进社会团结 （ 许燕等 ，

２０２０
） 。 社会

情感是社会团结的
“

黏合剂
”

，
可 以说社区情感建设是社区心理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 。 关于社会情感的情感社会学理论探讨 了社会文化 、 权力 、 地位

和仪式等对社会情感的作用
，
同 时结合心理社区感理论

，
可 以 为社会情感

的激发 、 维持或者消 除提供理论支持 。 还有 ，
赋权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分

别在促进社区参与和发挥社区的整合功能方面提供理论指导 。

一 基于情感共 同体的社会学理论

滕尼斯在 《共同体与社会 》 中提 出
“

社 区
”

（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

ｙ ） 概念时 ，
强

调把社区打造成
“

情感共同体
”

。 然而 ，
后来 出 现 了

“

共 同体衰落
”

危机
，

以至于 ８０ 年代兴起 的社群主义和 ９０ 年代提 出 的
“

好社会
”

都提 出 重塑

“

共同体
”

精神
，
注重社区情感建设 （ 成伯清 ，

２００７
，２０ １ １

） 。 时至今 日
，

日

渐冷漠的社区居民关系现状更加呼唤
“

情感共同体
”

。 在社区治理中
，
打造

“

情感共同体
”

，
需借鉴情感社会学 中 的情感理论

，
充分发挥积极情感 的

“

黏合剂
”

作用 。

情感社会学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后半期
，
更多关注持久的情感

，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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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情感与人际互动和社会文化结合起来讨论 。 社会学对社会情感类型研究

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 （
１

）
互动情感

，
即与个体在社会结构 中所处 的不 同地

位相关的情感倾 向 、 情感状态和情感过程 ； （
２

） 群体和集体情感 ，
即个体

在特定社会情 况 下 作 为 一 个 群体 或者集体 的 成 员 经 历 或 表达 的 情 感
；

（
３

） 情感氛围和文化 （
Ｂｅｒｉｃａｔ

，２０ １ ６
） 。 为 了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 的情感结

构和情感动力
，
社会学家发展 出 了文化理论 、 符号互动理论、 情感结构理

论 、 仪式理论和交换理论 （
Ｔｕｒｎｅｒ＆Ｓ ｔｅ ｔ ｓ

，２００６ ） 。 结合社区 的实际情况 ，

这里简要介绍前四个理论 。

文化理论认为情感是社会感受
，
受到社会文化 （ 规范 、 价值观 、 观念 、

信仰等 ） 的制约 。 社会有情感文化 、 情感词汇 、 感受规则和展示规则 ，
这

些限制 了处在不同情境和社会地位的主体应当如何感受和表达情感 （
１１〇 ｛ ； １１ ８

－

ｃｈ ｉ ｌｄ
，１ ９７９

） 。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
，
自 我和身份构成 了情感激发背后 的动力 。 当 自 我

被他人所确认
，
并受到文化标准的 良好评价时

，
人们将体验和表达积极的

情感
，
比如骄傲和满足 。 当 自 我没有被确认

，
自 我概念和他人 的反应不相

符
，
以及文化观念与 自 我知觉不协调时

，
人们会经历负 面情感

，
比如窘迫 、

焦虑 、 愤怒 、 羞耻或内疚 （
Ｔｕｒｎｅｒ＆ Ｓ ｔｅ ｔ ｓ

，２００６ ） 。

Ｋｅｍ
ｐ
ｅｒ（

１ ９ ８７
） 提出情感结构理论 ，

解释 了 主体在社会互动过程 中感

受到 的情感类型
，
侧重于特定的关系特征 。 权力和地位是涉及情感 的两个

基本的关系维度 。 拥有权力或在互动 中获得权力 的主体
，
会体验到如满意 、

自信和安全等积极情感
；
而权力相对较小的 主体则会体验到恐惧等消极情

感 。 地位高的主体或者受到他人尊重 的主体 ，
会产生积极 的情感

，
比如骄

傲
；
而缺乏或者失去地位的主体

，
会产生消极情感

，
比如羞耻 。

仪式理论认为仪式是一种社交聚会
，
个人在其 中保持相 同 的注意力

，

分享相 同 的价值观和感受相 同 的情感 。 仪式产生 了 群体情感
，
人们 总是寻

求在每次社交 中最大化他们 的情感能量 。 柯林斯 （
２０ １ ２

） 提 出 情感能量
，

并认为它是正向情绪和负 向情绪 由 高到低 的连续体 。 高 的情感能量具有 团

结性
，
低的情感能量会瓦解 团结 。 他进

一步指 出
，
人们在共 同 的行动或事

件中分享的共同 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会产生集体兴奋
，
从而可能 出 现群体团

结 、 个体情感能量 、 代表群体的符号和道德感 。 人们面对面互动时 ，
暂时

仪式唤醒情感
，
同时在互动过程 中生成较持久的情感

，
并且能够在互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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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传递
，
从而把情感的力量赋予互动者 。

二 社区治理的心理学理论

（

一

）
心理社 区 感理论

心理社区感理论 由 Ｓａｒａ ｓｏｎ 提出
，
他认为心理社区感是一种

“

感觉到与

他人的相似性
，
意识到 自 己是一个既有 的 、 相互支持的 、 可 以依赖 的关系

网络的一部分
，
愿意保持这种相互依赖 的关系

，
向他人提供他人期待 的帮

助
，
对于大型的 、 可依靠的和稳定的结构 的归属感

”

（
Ｓａｒａｓｏｎ

，１ ９７４
） 。

Ｍ ｃ
－

ｍ ｉ ｌ ｌａｎ 和 Ｃｈａｖ ｉ ｓ（
１ ９８６

） 发展了此理论 ，
提出 心理社区感包括 ４ 个成分 ： 成

员资格 、 影响 、 整合和满足需求 ，
以及共享 的情感联结 。 其 中

，
成员 资格

是指人们体验到 的归属所属社区 的感受
；
影 响表示 的是人们感受到 自 己可

以使社区发生改变
；
整合和满足需求表示社区成员 相信社区提供的资源可

以满足其需要
；
共享的情感联结指 的是社区成员拥有并愿意分享共 同 的历

史 、 时光 、 空间和经验 。
Ｌｏｎ

ｇ 和 Ｐｅｒｋ ｉｎ ｓ （
２００３

） 结合他们 的数据提 出 心理

社区感的三因素结构 ： 社会联结 、 相互关心和社区价值 。
Ｔａｒｔａ

ｇ
ｌ ｉａ（

２００６
）

使用意大利样本发现一个三 因 素 的测量结果
，
即地方依恋 、 需求 的满足与

影响
，
以及社会纽带 。

生活 中 的个体倾向 于与 自 己相似 的 、 邻近 的人建立情感联结 ，
在社区

中 同时追求尊重多样性和培育心理社区感并不可取
，
需要更好地平衡尊重

多样性与培育心理社区感之间 的关系 （
Ｎｅａｌ＆Ｎｅａｌ

，２０ １ ４
） 。 参与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心理社区感 （
Ｈｕ

ｇ
ｈｅ

ｙ
ｅ ｔ ａｌ ．

，１ ９９９
） 。 心理社区感与信任正相关 ，

心理社区感是友谊等积极的人际关系 的结果 （ Ｊａｓｏｎｅ ｔａｌ ．

 ，２０ １ ６
） 。

（
二

） 赋权理论

赋权是一个过程
，
是个人 、 组织和社区掌控其事务 的机制 ，

使人们获

得对个人 生 活 和所在社 区 的 控制
，
包含个体对生 活 的决心 （

Ｒａ
ｐｐ

ａ
ｐ
ｏｒｔ

，

１ ９ ８ １
，１ ９ ８７

） 。 针对赋权的特性研究发现 ，
赋权在时间上动态发展

，
具有不

同 的层次
，
个人 、 组织或社区都可 以被赋权

，
但某一层次的赋权并不一定

引起其他层次的赋权
；
赋权 只有参与到一个 团体或组织 中才能实现

；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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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组织 、 地域 、 社 区和文化 的赋权 因不 同 的历史 、 经历 、 环境而不 同

（
Ｚ 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２０００ ）〇

从 ２００５ 年起
，
国家免除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贫 困家庭学生义务教

育阶段的 书本费 、 杂费 ，
并补 助 寄宿学生 的 生 活 费 （ 即

“

两免一补
”

） 。

２００５ 年财政部对 中西部地区安排
“

两免一补
”

资金 ７２ 亿元
，
在 ５９２ 个 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中
，
共有 １ ７００ 多万名贫 困生享受 了

“

两免一补
”

。 从

２０ １ ７ 年起实行城乡义务教育
“

两免一补
”

政策 。

“

两免一补
”

政策使更多

贫困家庭的学生走进校 园接受义务教育
，
培养 了 能力

，
提高 了对今后生活

的控制力
，
这其实就是一个赋权的过程 。 再如

，
在 国家倡导社区治理创新

中
，

“

沈 阳模式
”

强调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居民
，

“

江汉模式
”

重视把权力下

放给社区 自治组织
，

“

盐 田模式
”

提出把社区服务站建成为社区居民提供各

种服务的 自 治性组织 。 权力 下放与这里的
“

赋权
”

虽有些不 同
，
但两者 目

标都是建设社区 自治组织 。

（
三

）
生 态 系 统理论

Ｂ 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１ ９７７

） 描述 了 可能影响儿童发展 的生态系统的 四个水

平 。 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接触和生活其 中 的 系统
，
由个人 的身体特征 、 活

动和角色组成 。 社区和学校也属 于微观系统 。 中观系统是两个或者两个 以

上微观系统相互作用 的地方
，
比如

，
学校与家庭 的相互影 响 。 外观系统影

响个人和个人所处 的微观与 中观系统
，
但个体不能在其 中获得直接经验 。

例如
，
家庭成员 的工作环境

，
学校管理体制等 。 宏观系统不包含具体的环

境
，
是决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的更大系统

，
包括法律 、 文化 、 价值观或

宗教信仰等
，
例如当前的失业率 、 社会中的性别分工等 。

按照生态系统理论 的观点
，
在 中 观系统 中学校和社区可 以共 同作用 。

例如
，
针对 肥 胖 症 和 癌 症 在 美 国 流 行 的 问 题

，

“

带 它 回 家
”

示 范 项 目

（

“

Ｂ ｒ ｉｎ
ｇ

ｉ ｔＨｏｍｅ

”

ｄｅｍｏｎ ｓ ｔｒａｔ ｉｏｎ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 选取 了非裔低收人家庭 白勺 四年级学

生
，
让他们在学校学 习有关健康饮食的知识

，
然后将学 习 的 录影带和其他

资料带 回家中与父母分享 。 与此 同 时
，
项 目 工作人员 对学生家长开展有针

对性的随访沟通 。 结果显示
，
与作为参照组 的学生相 比

， 那些参与此项 目

的学生父母会食用更多 的水果 、 果汁 、 蔬菜 ，
而且在干预结束后

，
其平均

体重也变得较轻 （ 默里等 ，

２〇 １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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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社区心理建设为主线的社区治理路径

社会心理建设是通过全社会 的努力使得社会心态环境不断改善
，
个人

和社会的心理更加健康
，
社会关系更加和谐

，
社会逐渐形成共享的价值观

念
，
具有更高的社会和 国家认 同度 、 社会凝聚力更高 、 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的社会实践 （
王俊秀

，

２０ １ ５ ｂ
） 。 从微观上看

，
这也可 以浓缩成社区心理建设

的 目标
，
即追求社区关系 和睦 、 居 民心理健康 、 生态环境 良好 、 具有共享

的核心价值观和社区凝聚力更强等 。

社区心理建设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 根据情感社会学 的理论 ，
文化影 响

着情感的感受程度 以及表达方式
；
仪式可 以 为 民众提供更多 的人际互动 的

机会
，
在仪式 中情感能量得 以维持和传递

；
权力 、 地位 、 自 我和身份均可

以对情感产生影响 。 另 外 ，
根据心理社区感理论和赋权理论

，
通过培育心

理社区感能够让居 民产生对社区 的归属感
，
进而产生共享 的情感联结

，
通

过赋权可 以提升个体或者集体的效能感
，
进而可 以 提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的积极性 。 生态系统理论可 以诠释对社区环境建设 以及发挥社区 、 家庭和

学校整合作用的重要性 。 下面结合这些理论 ，
以社区心理建设为主线

，
从

增强社区凝聚力 、 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 、 赋权居 民和社区社会组织 、 化解

社区消极情绪 、 满足居民需要等方面探索社区治理路径 。

（

一

） 增强社 区凝聚力
，
培育 心理社 区 感

在滕尼斯看来
，
社区是在情感 、 传统和共 同联结 的基础上形成 的具有

较强价值认同的共同体
，
社区成员之间 的联系是建立在 自 然情感基础之上

的
，
这种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凝聚力 。 根据心理社区感理论

，
共享的情感联

结和成员资格促进 了 心理社区感的形成 。

一旦形成心理社区感
，
居 民邻里

间会通过分享共同 的历史 、 时光 、 空 间 和经验 ，
增加彼此信任

，
进而会增

加更多非正式的接触 、 沟通 ，
促进正性情感能量在居 民之间 的流通 。 人际

互动可 以为居 民提供情感联结 的机会
，
使居 民对社区形成归属感和依恋

，

意识到其是社区 的成员
，
进而培育居 民心理社区感 。 可 以看 出

，
加强人际

互动是增强社区凝聚力 和培育心理社区感 的一种有效措施
，
其背后是积极

情感在发挥
“

黏合剂
”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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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促进居民的人际互动
，
社区要经常开展多样 的集会

，
也就是仪式

理论中所指的
“

仪式
”

。 比如
，
某社区在端午节开展

“

端午粽飘香
，
温暖社

区情
”

包粽子活动
，
在世界环境 日 开展

“

蓝天保卫战
，
我是行动者

”

宣传

活动 。 依据仪式理论 ，
人们在共 同 的行动或事件 中分享 的共 同情绪和情感

体验会产生集体兴奋
，
从而可能 出 现群体团结和个体情感能量 。 疫情发生

的时候
，
武汉实行了

“

封城
”

，
居民待在家里

，
恐惧 、 焦虑 、 苦闷笼罩着整

个城市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０ 时

，
多个武汉社区组织居民亮灯并打开窗户

，

共唱 国歌
，
然后大喊三声

“

武汉加油
”

，
通过增强唱歌和身体姿态的节奏化

同步性
，
凸显交互的奖励进程

，
提高社区 团结感

，
每个人心 中充满 了 正性

情感能量 。

在人际互动 中影响积极情感产生 的 因 素有两个 ： 期望 的 满足和奖励 。

如果居民在互动 中 满足 了 自 我 、 他人 以及情境的期望
，
通常会体验到 中等

强度的正性情感 。 当人们知觉到他们获得 了他人 的奖励时
，
将体验到正性

情感
，
更有可能给予他人奖励 （ 特纳 ，

２００９
） 。 符号互动理论也指 出

，
自 我

和身份在情感激发 中起动力作用 。 为 了激发积极情感
，
发挥积极情感在促

进社区团结中的
“

黏合剂
”

作用
，
社区在组织集会时

，
要 了解居 民 的期望

，

提供给每个居民获得 自 我和身份得到尊重 的机会 。 居 民之间在人际互动 中

要善于给予对方奖励
，
尤其是情感方面的奖励

，
比如别人跟你微笑打招呼

，

你也要热情地 回应
，
只有这样双方才能体验到积极情感 。 居 民之间感觉到

彼此的 自 我和身份得到确认
，
同 时体会到互相之间 的情感奖励

，
就会认同

自 己是社区的成员
，
产生心理社区感 。

社区工作人员和居 民之间 的互动对于社区凝聚力也很重要 。 根据情感

结构理论
，
社区工作人员 拥有更多 的权力 和更高 的地位

，
他们会体验到满

足感 、 自豪感和 自 信心等积极情感
，
他们会 向他人表达积极情感 。 但是在

中 国 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下
，

一些社区工作人员 可能过度忙于行政事

务
，
更多表现的是缺乏热情 、 不耐烦 、 愤怒等消极情绪 。 社区工作人员 应

自觉意识到积极情感的流动在社区 团结 中 的作用
，
加强情绪管理

，
激发服

务的热情
，
用 自 身的正性情感能量去感染周 围居民产生积极情绪 。

（
二

） 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
，
培育社 区 文化氛 围

社会价值观是影响社会认知 、 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 的深层次 、 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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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观念体系
，
它与文化密不可分 。 不 同 的社会阶层 、 文化背景 、 社会经

历等导致了 目前社会价值观的多元
，
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可 以说是社会变迁

和社会大转型时期 的一种必然 。 社会价值观的多元会导致具有不 同社会价

值观的个体和群体有不 同 的利益诉求
，

一旦治理 中不能很好地平衡这些诉

求
，
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矛盾或者社会纠纷的导火索 。 共享的社会核心价值

观可 以对多元的社会价值观起到统领和聚合作用
，
形成人们判断是非 曲直

的基本标准
，
有利于形成 良好的道德秩序 。 只有社会 的 良性发展才会使得

社会共识更容易达成
，
社会倾 向 于 出 现共享 的情绪

，
这些构成 了社会核心

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

培育社区文化氛围涉及培育什么样 的社区文化 以及社区文化如何培育

的问题
，
即社区文化 的 内容和培育方式 。 在物质主义价值观 日 益增强 、 家

族中传统亲情被利益所淡化 、 个人主义泛滥 的社会 ，
要想重新正确地建设

中 国人的心理
，
恢复社会的秩序

，
需要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 （

王俊秀
，

２０ １ ５ ａ
） 。 建设社区文化 以 中华优秀文化为立脚点

，
探讨人 的

“

生 活世界
”

的意义性和价值追求
，
提高社区居 民 的人生境界

，
从而促进社区居 民生活

质量的提高 （ 黄希庭 ，

２０２０
） 。 另 外 ，

反映时代脉搏的先进优秀文化理应成

为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根据情感的文化理论
，
社会文化会影响情感 的感受和表达方式 。 因此

，

社区文化氛围的培育应挖掘社区文化 中可 以激起居 民情感共鸣 的要素
，
同

时对居民的价值观起到 引 领作用 。 比如
，
利用社区活动 营造社区美德时

，

可 以选择时代涌现 的道德模范事迹 。 第七届 全 国道德模范 田琴
，
婚后十多

年来
，
丈夫外 出务工补贴家用

，
在 自 己 身心极度劳 累 、 腰椎颈椎疾患严重

的情况下
，
无怨无悔 、 悉心照料家中 ７ 位年迈多病的老人 。 还有窦兰英

，
中

年丧夫 、 老年丧女 ，
年近 ７０ 岁 的她历时 ６ 年

，
当保姆 、 做钟点工 、 捡废品

和卖破烂
，
省吃俭用为女还债 。 通过宣传 田 琴的孝老爱亲 、 窦兰英 的恪守

诚信的事迹
，
居民会产生敬意

，
形成情感共鸣

，
愿意去效仿她们的行为 。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
采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创新社区文化传播方式

，

挖掘社区历史文化
，
塑造社区文化符号

，
进而形成社区文化认 同 。 比如

，

上海市嘉定镇街道在睦邻文化品牌建设中举办
“

睦邻文化节
”

，
社区居 民和

社会工作者通过 朗诵 、 歌 曲 串烧 、 活力操 、 旗袍秀等表演让大家感受到 了

“

睦邻
”

对当地人 的影 响
，
在舞 台表演 的 同 时开展

“

睦邻集市
” “

睦邻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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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 “

睦邻人物展示
” “

睦邻才艺展示
”“

睦邻畅想
”

等活动
，
居 民潜移默

化地受到文化的熏陶 。

（
三

） 赋权居 民和社 区社会组织
，

促进社 区参与

在我 国
，
与参与社区文体活动热情 比较高相 比

，
居 民参与社区公共事

务动力不足 、 意识不强 、 热情不够 。 其原 因 ：

一是 目 前社区管理体制 的不

足 。 我 国社区是
一个 自 上而下建构 的实施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 的 国家

治理单元
，
国家在这个治理单元运作过程 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

，
居 民 自 主

表达利益的集体行动和沟通参与往往受到地方政府 的排斥和遏制
，
自 主性

的社会发育受到阻滞 （ 杨敏 ，

２００７
） 。
二是社区服务意识不强 。 很多人认为

社区只是居住的地方
，
处理好 自 己 的家庭事务 、

“

扫好 自 家门前雪
”

就是对

社区的贡献 。
三是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的能力不足 、 信心不够 。 大部分居 民

由 于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认识不到位
，
平时很少关心社区公共事务

，

一旦被

赋权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
就会推诿 。

针对居民社区参与 中存在的社区服务意识不强
，
可 以 调整居 民关于社

区参与的不合理的认知
，
让居 民认识到

，
社区 的事务需要大家合力来完成 。

居民 只有在心理上形成社区感
，
才会产生作为社区成员 的 自 豪感

，
才会强

化对社区结构的承诺 。 对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和信心不够 ，
赋

权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是有效的应对措施 。 赋权理论强调 的更多是社区社

会组织 自 下而上地增强处理社区公共事务 的能力
，
可 以说是培养集体效能

感
，
其实西方赋权理论中的

“

赋权
”

可 以认为是
“

自觉赋能
”

，
针对个体是

产生 自 我效能感
，
针对组织或者群体是产生集体效能感 。 在个体层面 ，

赋

权能够预测居民参与 的程度
，
从而在赋权和居 民参与之间形成互为强化的

良性循环 （ 默里等 ，

２０ １ ８
） 。 通过培育居民参与能力

，
提高参与 自 我效能感

，

可 以形成参与的积极态度和意图
，
进而转化为参与行为 。

在社区层面
，
赋权社区社会组织可 以更好地发挥社区社会组织 的活力

，

与社区工作人员 互相配合
，
把社区工作做得更精更细 。 目 前

，
社区居委会

将基层政府的一部分职能承接下来
，
社区工作人员 要处理发展党员 、 医疗

养老 、 综治维稳 、 帮 困扶 困 、 环境卫生等工作 ，
对于有些事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
，
比如孤寡老人 、 留守老人 、 留守儿童 、 残疾人 、 精神病患者 、 问题

少年等群体的陪伴 、 关怀和照顾 。 其实 ，
社区社会组织可 以在社区服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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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作为 。 目前我 国社区社会组织 尚处在起步阶段
，
政府的放权赋能是必

要的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民政部下发的 《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

（
２０２ １  ２０２ ３ 年 ） 》 和 ２０２ １ 年 ６ 月 推动的社会组织开展

“

邻里守望
”

关爱行

动
，
目标是通过实施一批项 目 计划和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
推动社区社会组

织在建设人人有责 、 人人尽责 、 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 中更好地发挥

作用 。 赋权社区社会组织
，

一方面需要政府 的放权
，
为社区社会组织 的健

康发展营造 良好的环境
；
另
一方面

，
社区社会组织要从 自 下而上 的视角提

高 自 己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 。

（
四

）
处理矛盾 纠 纷

，

化解社 区 消极情绪

社会互动 中情感能量影响着社会运行
，
积极情感能量和消极情感能量

分别导致社会团结和社会疏离 （
王俊秀

，

２０ １ ３
） 。 前文论述 了积极情绪对于

社区凝聚力 的作用
，
社区治理中还要高度重视消极情绪对社区 团结 的破坏

作用 。 社区消极情绪可大可小
，
小到 因为停车纠纷而彼此抱怨

，
大到 因为

小区搬迁处理不公而引 发集体愤怒 。 社区消极情绪 的产生
，

一方面与社会

的大环境有关
，
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过度 的信息处理导致社会情感淡漠

，

还有社区需要 、 期望 、 价值观的多元引 起个体或者群体 间 的摩擦和 冲突 。

另
一方面

，
根据符号互动理论和情感结构理论

，
当 自 我和身份没有得到别

人的认可
，
或者当地位较低或权力较小时

，
个体会体验到愤怒 、 羞耻和 内

疚等消极情绪 。

根据仪式理论
，
当居 民处于消极情绪时

，
情感能量偏低

，
进而对社区

团结产生破坏作用 。

一旦社区公共事务处理不当或者相关政策不合理
，
怨

恨 、 愤怒等消极情绪就会被激发 ，
并通过居 民 的私下议论等方式传播蔓延

，

当消极情绪积累到一定的
“

燃爆点
”

就会爆发社区 的群体事件 。 为 了 防止

消极情绪的破坏作用
，
社区治理 中要及时满足居 民 的社会需求和愿望

，
提

高对可能引起矛盾和纠纷事件 的关注度和敏感度 。

一旦社区矛盾 出 现
，
要

及时调解和化解
，
避免消极情绪 的传染

，
裹挟更多不 明真相 的人参与社区

集体行动 。 同时
，
在社区公共事务 的决策 中

，
需要尊重多样性

，
采取居委

会 、 社区组织和居 民多元主体共同决策 的方式 ，
照顾多方利益

，
尽量形成

理性 、 公正的决策 。 另外 ，
在执行政策时少使用惩罚措施

，
当居 民知觉到

他们获得惩罚时
，
将体验到 消极情绪

，
体验到 的消极情绪越多

，
居 民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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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保护 自 我对社区组织产生疏离感 。

（
五

）
满足居 民 需要

，
建设 美好社 区

十九大报告指 出增进 民生福祉是发展 的根本 目 的
，
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 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已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 针对社区来说 ，

在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上要特别重视家庭建设和社区环境治理 。 结合生

态系统理论的观点
，
社区作为个人和家庭生活 的场域

，
发挥社区整合作用

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重要一环 。 首先 ，
要结合居 民 的需要来建设社

区的物理环境 。 居民需要洁净 的空气 、 无污染 的水 、 合理的住房结构 、 宜

居的社区环境以及安全
，
只有这些基本需要被满足

，
居 民才能体会到生活

的美好 。 试想
一下

，
在一个嘈杂 、 脏乱不堪的社区 中 ，

居 民如何享受美好

生活呢 ？ 因此
，
社区要加强绿化

，
做好垃圾分类 的管理

，
在设计社区布局

时考虑到给居民提供合理的居住格局
，
加强社区 内部 的车辆管理 以及安保

工作来满足居 民 的生活需要 。 其次
，
整合家庭 、 社 区 、 学校等微观系统 。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
在夫妻和睦 、 养老育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当家

庭 出现了矛盾
，
比如夫妻经常争吵

，
邻里调解就有可能使夫妻

“

化干戈为

玉 帛
”

。 另外
，
现在青少年越轨行为越来越多

，
比如吸烟 、 性行为 、 欺凌行

为等
，
这些行为可能在学校 、 家庭和社区均有发生 ，

家庭 、 社区和学校 只

有合力消除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 的不利 因素
，
积极对青少年进行教育 引 导

，

才能有效遏制青少年的越轨行为
，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好的环境 。

四 总结与展望

在全国大力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
，
注重和加强社区治

理势在必行 。 本文从社区心理建设入手 ，
从积极情感 的唤醒和维持来增强

社区凝聚力和培育心理社区感
；
从生态系统角度来满足居 民 的基本社会需

要
，
同时发挥社区的整合功能来关注社区环境治理

；
探讨社区文化 的凝聚

作用
，
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

，
培育社区文化氛 围

；
通过赋权来提高居 民和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的能力
；
处理社区矛盾并及时化解消极情

绪
，
防止消极情绪的传染 。

当下
，
加强社区 的心理建设还任重道远 。 在未来研究 中

，
可 以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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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扩展到学校 、 组织等范 围 ，
充分发挥社区 、 学校 、 组织和家庭在 中

观系统的合力作用 。 同时
，
可针对不 同类型 的社区 的独特性有针对性地开

展社区治理
，

比如针对民族互嵌式社区 中 民族多样性开展 民族融合的研究 。

另外
，
在国家

“

乡 村振兴
”

战略下
，
加大乡 村社区 的心理建设力度

，
为 乡

村的早 日 振兴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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