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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aspects of metrolog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apers on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re-
search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since 1983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papers’ annual dis-
tribution, development trend, subject classification, paper numbers, author analysis, the order of 
journals and papers’ numbers, etc. According to three research types, namely theoretical research, 
survey research, experiment research, we analyzed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object of study of the 
relevant papers published aft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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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从计量学方面对1983年以来发表的关于社区心理研究的论文的发表年度分布、发展变化趋势、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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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及论文数量排序、作者分析、期刊及论文数量排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对2009年以后发表的相关

论文，依照理论研究型、调查研究型及实验研究型这三种研究类型对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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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文献分析，研究主题，研究对象 

 
 
 

1. 引言 

社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由许多家庭、机关和团体组成，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之一，是与人

们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场所，也是进行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的场所(李春玉，2010)。为了解目前国内关

于社区心理研究的现状，本文对 1983 年以来有关社区心理研究的期刊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以近

5 年来相关文献为分析重点，试图将社区心理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当前进展结合起来。 

2. 研究方法 

以“中国知网”所囊括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资源平台，运用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方

法，在 1983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时段内，选取“社区心理”作为主题检索词，进行覆盖

全部学科领域的精确匹配检索，并对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樊富珉，张天舒，2009)。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概况 

1) 以“社区心理”为主题检索词对 198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出版的期刊进行检索，

共检索文献 327 篇，按发表年度分布见表 1。 
由表 1 中的数据可以得到如图 1 所示的发展趋势图。 
如果将 1983~2014 年分为 1983~1998 年、1999~2008 年、2009~2014 年三个时段，则不同时段社区心

理研究论文发表情况如表 2 和图 2。 
由上可见，对于社区心理的研究呈现明显的递增态势；2009 年以来的六年内，无论是论文的总体数

量，还是核心论文的数量，都是前两个时段的论文数量总和的两倍左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近年来

对社区心理的关注和研究不断增大。 
2) 社区心理研究的学科分类及论文数量排序 
依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所提供的学科分类检索，对 1983 年以来的社区心理研究论文进

行归类，所得结果见图 3。 
3) 发表社区心理研究论文的期刊及论文数量排序 
1983~2014 年以“社区心理”为标题的心理学论文发表期刊，见表 3。 
4) 社区心理研究论文的作者分析 
社区心理研究论文的作者以高校的教研人员为主，其次是医务人员(见表 4)。这些作者的研究工作大

力推动了社区心理研究的不断发展。 

3.2. 2009~2014 年以来社区心理研究论文分析 

1) 社区心理研究的论文概貌 



马淑琴，程一尘 
 

 
524 

Table 1. In 1983-2014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each year 
表 1. 1983~2014 年各年份社区心理研究论文发表一览 

年份 1983 1985 1986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总篇数 2 1 3 3 2 1 2 1 1 1 

核心篇数 2 1 3 1 2 1 2 1 1 1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总篇数 2 3 2 5 5 4 6 7 9 9 

核心篇数 1 2 2 1 3 3 3 4 3 5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总篇数 12 12 17 22 42 25 31 55 42  

核心篇数 4 5 2 6 7 11 11 22 13  

 
Table 2. The published papers in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表 2. 三个不同时段论文发表情况 

年份 总篇数 核心论文总篇数 

1983~1998 24 20 

1999~2008 86 33 

2009~2014 217 70 

 
Table 3. In 1983-2014, the list of journals published the papers with “community psychology” as the title  
表 3. 1983~2014 年以“社区心理”为标题的心理学论文发表期刊一览 

编号 期刊名 篇数 

1 中国全科医学 38 

2 心理科学 9 

3 中国民康医学 8 

4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7 

5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 

6 心理科学进展 6 

7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5 

8 医学与社会 5 

9 学理论 4 

10 社会工作 4 

11 实用心脑肺血管杂志 4 

12 上海精神医学 4 

13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4 

14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 

15 医学与哲学(A) 3 

16 社区医学杂志 3 

17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3 

18 社会心理科学 3 

19 中外医疗 3 

20 中国误诊学杂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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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analysis of authors of the community psychology research papers 
表 4. 社区心理研究论文的作者分析 

人员类别 
职务 

党政人员 教研人员 医务人员 其他 

作者人数 3 85 34 0 
 

 
Figure 1. A trend chart of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in 
1983-2014 
图 1. 1983 年~2014 年社区心理研究文献趋势图 

 

 
Figure 2. The histogram and pie chart of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 2. 不同时段社区心理研究论文发表情况直方图和饼图 

 

由于论文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衡量文章是否运用明晰的测量工具以及研究对象的清晰程度、

论文对测量工具的设计和实际操作情况以及检视是否主要探讨一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将论文分成理论

探讨型、调查研究型、实验研究型、经验总结型和其他五种类型，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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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of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re-
search paper  
图 3. 社区心理研究论文不同学科数量示意图 

 
Table 5.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research papers in 2009-2014 
表 5. 2009~2014 年社区心理研究论文的分类 

 理论探讨 调查研究 实验研究 经验总结 其他 总篇数 

核心期刊 25 9 6 4 26 70 

一般期刊 74 24 26 11 13 147 

论文篇数 99 33 32 15 39 217 

百分比(%) 46 15 15 7 18  

 

就核心期刊和一般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分别是 70 篇(32%)和 147 篇(68%)。理论研究是整个

社区心理研究主题的重点，共 99 篇(46%)论文，其次是调查研究 33 篇(15%)和实验研究 32 篇(15%)。一

般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均远大于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约为核心期刊论文数的二倍左右，见表 5。 
2) 社区心理理论探讨型论文的特点分析 
理论探讨型论文所关注的主题主要有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体系以及有关社区心理学的概念、体

系及应用。一般期刊关注的主题还有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现状、社区心理矫正、社区心理咨询与治疗及国

内外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比较研究等方面。核心期刊关注的主题还有一些近年来国际上新兴的研究主题，

如地方依恋、民族心理学、批判性心理学、和平心理学等，见表 6。 
3) 社区心理调查研究型论文的特点分析 
社区心理研究调查型论文的主题主要关注社区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现状。

一般期刊社区心理研究调查型论文关注的主题还有心理护理和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及能力等方面，见

表 7。 
4) 社区心理实验研究型论文的特点分析 
社区心理实验研究型论文关注的主题相对比较狭窄，集中在心理护理、心理干预方面，见表 8。 
5) 社区心理研究调查研究型和实验研究型论文所用测量工具 
社区心理调查研究型和实验研究型论文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见表 9。 

4. 几点结论 

1) 我国社区心理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 
考察我国 30 多年社区心理研究的文献可见，我国学术界对社区心理研究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早，且

2000 年以后，社区心理研究明显增加，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社会的变迁，学术界对社区心理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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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papers on community psychology  
表 6. 社区心理研究理论探讨型论文的研究主题和对象分析 

研究主题 研究对象 一般期刊 
论文篇数 

核心期刊 
论文篇数 

心理健康服务能力 全科医生  1 

心理健康服务模式 社区居民、上海市老年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高校学生社区、深圳 14 5 

心理健康服务现状 上海、福建、老年人 8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社区、山东社区、广安地区、高校、沿海地区 8 5 

心理健康现状 社区 2  

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历史  2  

国内外心理健康服务比较 美国 7  

心理矫正 社区服刑人员、上海、湖南 9 2 

社区心理学 中国大陆社区、农村中学生、农村弱势儿童、高校 10 6 

地方依恋   2 

危机干预 自杀者、老年人、中年人 3 1 

心理咨询与治疗 社区居民、咨询师、咨询室 10 1 

民族心理学   1 

批判性心理学   1 

和平心理学  1  

 
Table 7.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investigation research papers on community psychology 
表 7. 社区心理研究调查型论文的研究主题和对象分析 

研究主题 研究对象 一般期刊 
论文篇数 

核心期刊 
论文篇数 

心 
理 
健 
康 

状况及相关因素 老年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恶性肿瘤患者、糖尿病人、冠心病患者、 
癫痫、流动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吸毒人员、福建、城中村 

6 6 

知识知晓率 深圳 1  

心 
理 
健 
康 
服 
务 

现状 北方三市、重庆市、济南市、赤峰市、北京市、 
柳州市、福建省、沿海大城市、老年人 

4 2 

模式 潍坊、广州 1  

需求 上海市社区就诊居民、北京市农村社区、沿海大中城市、深圳 3  

能力 社区医生 2 1 

心理护理 老年人 4  

心理干预 重点人群 1  

心理辅导 扬州 1  

社区矫正 社区服刑人员 1  

 
兴趣越来越浓厚，研究力度不断加大，且向着具体化、精细化的方向纵深发展，既有理论层面的反思，

又有实践层面的测量与调研。 
2) 社区心理研究呈现出以心理学、医学为主且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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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papers on community psychology 
表 8. 社区心理研究实验型论文的研究主题和对象分析 

研究主题 研究对象 一般期刊论文数 核心期刊论文数 

心理干预 

老年人  2 

社区居民 1  

外来女劳务工 1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 1  

COPD 患者  1 

心理护理 

老年脑血管意外病恢复期患者 1  

糖尿病患者、老年糖尿病患者 2  

肿瘤患者及家属 2  

脑卒中后偏瘫患者、抑郁症患者 3 1 

精神分裂症患者 1 2 

焦虑症 1  

围绝经期妇女 1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 1  

心绞痛患者 2  

高血压患者、空巢老年高血压患者、老年高血压患者 3  

内科疾病患者 1  

抑郁症患者、空巢老人抑郁症患者、产后抑郁症 3  

心理矫正 吸毒人员 1  

危机干预 模型 1  

 
Table 9. The list of measuring tools which are adopted in the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表 9. 社区心理研究所采用的测量工具一览表 

编号 名称 一般期刊论文数 核心期刊论文数 

1 自编《心理卫生服务现状调查问卷》 1  

2 自编《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1  

3 SCL-90 11 3 

4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 2 1 

5 SDS 13  

6 SAS 10  

7 孤独感自评量表(UCLA) 2  

8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3  

9 自编《心理问题识别能力调查问卷》  1 

10 钮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  1 

11 《精神卫生服务求助方式、求助态度 
及相关知识问卷》(MSK) 

1  

12 《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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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  1 

14 《日常生活能力》(ADL) 1 1 

15 《上海市普通市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 2  

16 《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WHOQOL-100)  1 

17 《社区心理辅导室建设达标调查表》 1  

18 自编《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现状调查问卷》 1 1 

19 自编《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查问卷》 1  

20 《Morisky 服药依从性量表》  1 

21 《心理一致性量表》  1 

22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GQOLE-SL) 1  

23 《儿童行为量表》(RUTTER) 1  

24 《一般健康问卷》(GHQ) 1  

25 《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 1  

26 《生活事件量表》(LES) 1  

27 《总体幸福感量表》  1 

28 《心理健康状况量表》(WHO-5)  1 

29 自编《重庆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现状评价问卷》  1 

30 自编《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现状评价及期望调查

表》 
 1 

31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3 1 

3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1  

33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 1  

34 《重点人群心理卫生知晓率调查问卷》 1  

35 《Olson 婚姻质量问卷》(ENRICH) 1 1 

36 《危机脆弱性评估问卷》 2  

37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 1 1 

38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2 1 

 

在近五年来关于社区心理研究的论文呈现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态势，论文所发表的期刊以医疗卫

生类期刊居多，同时心理学类、教育学类、社会学类等期刊也给予了积极关注和不同程度的反映。在历

年来各类期刊对社区心理研究的刊载中，以《中国全科医学》、《心理科学》、《中国民康医学》、《中

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发表为最多。 
3) 社区心理研究呈现即相对分散有相对聚焦的特点 
在研究对象方面，既将不同人群纳入考察的视野，又将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凸显出来；在测量工具

方面，既存在采用测量工具多样化的研究态势，又有着选择特定测量工具或者根据需要自行编制量表的

研究偏好；在研究主题方面，既发散到一定的探究范围，又将主要兴趣集中到社区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

因素、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现状、体系及模式、社区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应用、社区心理护理等方面(杨
丽萍，珀金斯，D. D.，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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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区论文作者以医护人员和高校教师为主 
从研究队伍来看，大量医护人员、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社区心理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心理

研究的不断发展。 
5) 社区心理研究论文发表期刊类型和层次有待提高 
虽然社区心理研究呈现多学科发展态势，但从学术论文发表期刊类型和层次来看，我国社区心理研

究的专业性仍有待提高。虽然学术论文的总量达到三百余篇，但探讨社区心理研究的总览性和反思性的

论文尚不多见，而且论文作者多为高校师生和医务人员，论文内容以理论探讨性质为主，缺少社区工作

人员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参与研究和成果报告。因此，加强社区心理研究的实践性成为我们必须

面对的重大课题(姚鲲鹏，张庭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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