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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感是社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社区心理学家重点关注的主题之一。社区感具有环

境特异性，不同类型社区中成员所感受到的社区感也存在差异，运动情境中的社区感也不例外，即运动

社区感。本文将从发展进程、研究方法与测量工具等方面对西方运动社区感相关研究进行阐述，指出其

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展望了该课题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 

社区感，运动，运动社区感 

 
 

A Summary of the Western Research on 
Sense of Sport Community 

Ya Zhang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Dec. 10th, 2020; accepted: Jan. 18th, 2021; published: Jan. 25th, 2021 

 
 

 
Abstrac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s one of the core theme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themes that community psychologists pay attention to. The sense of com-
munity is environmentally specific,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elt by membe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is also differen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sports situations is no exception, that 
i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sport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Western sports from th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process, research methods and 
measurement tools, and point out its shortcoming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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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心理学的诞生，源于 1965 年 5 月美国马萨诸塞州 Swampscott 市举办的社区心理学会议(Bennett, 
1965)。社区感是社区心理学领域最早关注的主题之一，也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2. 社区感 

社区感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学者们对社区和地方感的阐述。在社会学领域，很多学者对社区的概念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Tönnies (1887) [1]认为，社区是一个不完全受经济条件约束，且适用于同一地区的亲

密关系和共同生活体的关系概念。Gusfield (1975) [2]则区分了社区的不同用法，其一在于社区的地域性，

包括邻里、城镇、城市；其二在于社区的关系性，即只考虑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地理位置，他认为这

两种用法不是互相排斥的。正如 Durkheim (1964) [3]所说，现代的社区概念更多的是围绕兴趣、技能的关

系进行定义，而不局限于地点。 
20 世纪以后，随着美国新社会学的建立，社区具有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意义，即一种满足人们

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联系。从“恋地情结”到“大地虔诚(geopiety)”，地方感所体现的是人与地理环

境的一种情感联结，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4]。从产生的过程看，地方感是

人与地方互动的产物，是人以地方为媒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经由这种体验，地方成为了自我

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意义不能脱离人而存在[5]。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地方具有“家”的喻义，是个

体回忆与经验成就的积累，能给予人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6]。总之，地方感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是

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恋和认同。 
社区感这一概念最早由 Sarason (1974)提出，他认为这是人与环境交互过程中所形成的感觉[7]。具体

而言，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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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人们知觉到自己的社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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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cMillan 和 Chavis (1986)总结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社区感和团体凝聚力的研究，对社区感进行

了再定义和推进，认为社区感指的是成员的归属感，成员间及对所在团体的情感，以及通过共同承担工

作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共享信念[9]。同时，提出了社区感的四因素模型，包括成员资格(membership)、
影响力(influence)、需求的整合与满足(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以及共同的情感联结(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成员资格是社区赋予成员在社区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成员对社区的归属和认同，

包括界线、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个人投入以及社区成员共有的符号系统；影响力指居民与社区的

双向作用；需求的整合与满足反映了个体拥有成员资格可获得的利益；共同的情感联结是个体基于相同

的历史背景、相似的经历的共同承诺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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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由于环境和成员关系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正如 Hill (1996)所
说，社区感具有环境特异性[10]。在已有研究中，主要包括学校社区感(sense of school community)、虚拟

社区感(sense of virtual community)、组织社区感(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sense of community)以及运动

社区感(sense of sport community)等。 

3. 运动社区感 

3.1. 运动社区感发展进程 

研究者提出，运动能够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构建一个共同的社区，在该背景下人们拥

有的共同兴趣爱好催生了社区感的形成[11]。这里的社区感即为运动社区感，是运动成员对社区的一种归

属感。最初，这一概念并未引起社区心理学家的关注，有关其定义、产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等并不明确，

也鲜有研究者对其进行探讨。Swyers (2005)阐述了瑞格利球场老球迷的社区感，认为这归因于社会空间

建设和主人公身份体验[12]。Lyons 和 Dionigi (2007)对老年人运动参与者的社区感进行研究，发现共同的

运动爱好、同志情谊、相似的生活目标和回馈是其重要因素[13]。这些研究表明运动的特定环境特征(如
社交空间、同志情谊、目标等)很有可能在大学运动环境中也很重要。 

19 世纪早期，大学校园内的课程过于结构化，学生也缺少相应的社交生活，便开始自发组织活动，

而在这一过程中运动起到了构建小型社区的重要作用，也促进了社区感的产生，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

热烈讨论。很多学者认为，大学生运动参与和社区感会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大学生活满意度、获得

学位的动机、社会心理技能和领导能力的发展等[14] [15]。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大学运动专业化

有损大学教育目标的实现，对运动员本身产生消极影响[16] [17] [18]，也就是说这一现象将运动员从大学

社区中隔离出来组成了一个附属社区。尽管这一争议持续存在，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运动至少能帮助创

造社区感，使运动员能够存放其依恋感和安全感，与其他校园学生组织是相同的，也可以作为真个校园

里中心社区的建设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19] [20] [21] [22]。 
尽管运动环境中的社区感还没有被明确定义，但有少数研究者发现运动能从多个不同的方面创造社

区感，对社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Hardy (1982)认为，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居民一直尝试重建有

意义的社区形式，运动在这一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推动作用[23]。他还指出，为成年人设计的游戏

娱乐空间是有意地尝试直接塑造或控制城市，从而创造出一种有意义的社区感定义。在休闲娱乐方面，

野外探险项目和露营也有助于创造社区感[24] [25]。然而这些研究中并未对社区感是如何产生的进行探索。

Tonts (2005)调查发现，运动在创造地方社区感时起着重要作用[26]。Chalip (2006)认为，社区或者结构较

为简单的环境中成员自发产生的社区感，可以利用周围的运动事件来丰富社会生活，帮助其建立社会资

本，推动其做出更多的社会行为[27]。与运动相关的文献表明，运动能够创造社区感，但是有关其产生机

制还未被测量或阐述。运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如提高健康水平、推动社会化和社区发展等，都不仅仅

是一个偶然的发现，都高度取决于运动是如何组织与管理的[28]。这些文献都认为，社区感在不同的环境

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也不是自动产生，即社区的某些特征会让其成员产生社区感。 
因此，美国体育管理学家 Warner 和 Dixon 在 2011 年首次明确提出对运动环境中社区感的产生机制

进行初步探讨，并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Warner 和 Dixon (2011, 2013)先后对大学运动代表队和体育俱

乐部成员的社区感的结构进行探索，并建立了两个理论模型，前者包括管理方式(Administrative)、领导机

会(Leadership Opportunities)、管理决策的公平性(Equity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竞争(Competition)
以及社交空间(Social Space)五个因素，后者则包括共同兴趣爱好(Common Interest)、领导机会(Leadership 
Opportunities)、自主参与(Voluntary Action)和竞争(Competition)四个因素[29] [30]。基于这两个基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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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r，Kerwin 和 Walker (2013)提出，运动社区感概念化势在必行，并构建了一个六因素模型，包括管

理方式、共同兴趣爱好、竞争、管理方式的公平性、领导机会和社交空间[31]。 
自此以后，体育管理学和社区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对运动社区感进行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关注

青少年运动员的社区感。随着青年运动和休闲活动的减少，开发社区感测量工具不仅是对其社区感水平

的评估，也有助于寻找能增强社区感的重要因素。正如 Cote (2002)所说，同伴和社会联系通常是青年人

参与运动的催化剂。因此，在运动员中对社会力量(如社区感)进行定义和测量，能为一项运动的发展提供

有价值的方法与途径[32]。 

3.2. 运动社区感的研究方法与测量 

早期对于运动社区感的研究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包括焦点小组访谈、半结构化访谈等。通过收

集运动员的访谈文字资料，对运动社区感的成分进行分析，但这种质性研究的方法得到的只是一个理论

构想，无法得知各个成分在运动社区感形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研究者们也开始使用定量方法对社区感进行测量与研究。Warner (2012)，Dixon

和 Warner (2012)从社区心理学领域出发，采用社区感指数修订版(Sense of Community Index-2, SCI-2)对青

年运动员以及青年运动员父母进行测量，这一工具为研究者将其改编为适用于运动领域的量表提供了挑

战，其一在于该测量工具源于理论概念研究，而不是从实证研究中得出，其二便在于需要开发具有运动

环境特异性的社区感测量工具[33] [34]。Warner 及其同事(2013)通过实证研究，要求运动员阐述其对运动

社区感的理解，编制了一个包含六个维度的青少年运动社区感量表，这一成果将社区感的范围扩展到青

少年运动环境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和提炼，为该理论的定量有效性奠定了基础[31]。此后，

社区心理学学者也尝试开发青少年运动社区感测量工具(Silvia, Emma, Fortuna & Guillaume, 2017)，该量

表是以McMillan和Chavis (1986)建立的社区感经典四因素模型为基础，包括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
需求的满足(Satisfaction of Nneeds)、同伴情感联结(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Peers)、社区情感联结

(Emotional Connection in the Community)和影响力机会(Opportunities for Influence)五个因素在内的青少年

运动社区感量表(the Sport Sense of Community in Adolescence Questionnaire, SSCAQ) [35]。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就已有研究来看，西方运动社区感的研究还是十分欠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运动社区感概念尚不明确。大多数已有研究在对运动社区感组成要素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的同时，并

未对运动社区感进行操作性的定义。同时，已有研究大多数着眼于青少年运动员的运动社区感，也就是

说已有的理论构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未来研究应当致力于对运动社区感下一个操作性定义，从理论与

实证研究的双重角度进行维度构想。 
运动社区感的测量工具尚不完善。先前研究者们对运动社区感进行测量时，部分研究直接采用社

区感测量工具(如修订版社区感指数等)，另一部分研究者依据构建的运动社区感理论模型，借鉴社区感

量表条目，编制出适用于特定运动环境的运动社区感量表。这两者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前者无法对运

动情境的特殊性加以测量，后者将运动情境范围过于缩小，所编制的量表无法适用于所有运动情境。

在未来研究中，开发运动社区感测量工具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有助于更清晰地揭示运动对于社区建设

的作用。 
纵观国内，尚未有学者对运动社区感进行相关研究，在社区心理学中国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学者也

应当引起一定的重视，在中国化背景下探讨国人运动社区感的理论结构，及其对运动员产生的影响，也

能对体育管理者与组织者的工作带来更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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