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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元主体参与成为新型社区治理的重要特征，如何让社区居民肩负起社区治理责任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

依然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居民社区素养水平是阻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关键因素之一。笔者依据梳理出

的基础素养、核心或关键素养、领域或角色素养三类理论解释，诠释了社区治理语境的居民社区素养概

念内涵。然后进一步围绕社区治理实践，探讨了培育居民社区素养的具体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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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new type of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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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ty governance. How to make community resident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still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Community literacy level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hindering residents' participa-
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thre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basic literacy, 
core or key literacy, domain or role literacy, the author interpret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of res-
idents’ community literacy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n,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residents' community literacy around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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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仍然存在基层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治理参与机制还不健全等问题(单菲菲，

2016)。可能的原因在于，对于宏观体制和微观主体有效对接的机制缺乏探讨(梁贤艳，江立华，2017；杨

莉，2018)。值得注意的是，促进社区治理的居民主体参与应当充分考虑并发展居民的能力水平。有鉴于

此，笔者使用社区素养(Community Literacy)表征居民适应并参与社区治理的个体综合能力结构与水平。

素养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都广泛使用的研究术语，但系统地、深层次考察居民社区

素养的研究极为匮乏。值得欣慰的是，成果丰硕的相关研究文献可以为居民社区素养的评价提供借鉴。 
与中文里的“学养”与“修养”等概念类似，“素养”一词在中文语境中一直具有文化教育内涵，

既可以表述人的学识态度，也可以意指行为举止得体；而且除了个体层面的素养属性，还包括群体层面

的素养内涵。然而，尽管“素养”的概念解读不胜枚举，但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在英文里，素养可

以对应“Literacy”或是“Competence (胜任力)”，也有人主张使用“Ability”或是“Skills”(技能)进行

表述，更有学者主张采用更能体现教育的过程性与丰富性的“Bildung”(教养)。这些用来指称“素养”

的词汇，到底存在怎样的内涵关系或学理逻辑，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区分。 
同时，素养驱动的教育变革风靡于全球教育的终身学习和成人教育领域，使得很多研究者将素养视

为教育或学习的结果。但素养并非学习结果本身，而是超越学习内容的。更为重要的是，与包括先天、

非教育的因素“素质”有所不同，素养的内涵当与特定的情境密切相关，不可能存在脱离具体情境的素

养。就评价而言，素养本身并不是直观可测的具体实在，更可能是具体的知识、技能与行为测评的构念

推论。有鉴于此，笔者接下来将梳理区分素养的不同理论主张，并结合社区治理语境诠释社区素养的概

念内涵，并进一步探讨居民社区素养的实践策略。 

2. 社区治理语境的居民社区素养的概念内涵 

2.1. 社区治理语境的居民社区素养的概念内涵 

虽然“素养”的概念解读颇为纷杂，也没有形成公认的概念框架，但概括来说可以存在基础素养、

核心或关键素养、领域或角色素养三类理论解释。这为我们诠释社区治理语境的居民社区素养概念内涵，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1120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视湘，董洪杰 

 

 

DOI: 10.12677/ap.2020.1011206 1770 心理学进展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早期的研究者关注素养的基本文化内涵，体现在人口素质研究或是劳动者素质的研究。人口素质或

人口质量是经由对人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等的产物，体现的就是人力资本积累量的多少(赵秋成，2000)。
劳动者素质则指劳动者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后天学习、实践和锻炼所获得的体质、品德、知识、技

能水平的总和(辛贤，毛学峰，罗万纯，2005)。总体来看，基础素养表述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

“读写算”等状况，关注身体素质、教育素质和科技素质等代表指标(盖雅明，王洪宁，2014)。值得注意

的是，基础素养并不局限于个体素质，而且关注构成劳动者总体的素养状况即群体素质。 
与基础素养的理论主张不同，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ies)只关注“少数关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

素养，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关键素养”(赵富学，王云涛，汪明春，201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05)
尝试将理想的教育目的定位为“成功的生活和完善的社会”，在 2005 年的《核心素养的界定与遴选：行

动纲要》中采用“人与工具”、“人与自己”和“人与社会”等三方面的核心素养框架，具体包括“使

用工具互动、异质群体互动、自主行动”等素养指标，同时强调核心素养选择在国家、文化、价值观差

异上的多样性。李艺，钟柏昌(2015)主张从三个层次理解“核心素养”：最底层是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为核心的“双基指向”素养；中间层是以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基本方法为核心的“问题解决指向”

素养；最上层是以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为核心的“广义思维指向”素养。 
领域或角色素养的研究，开始关注特定实践领域或是角色群体的素养特征。领域素养出现于人们构

想出的新生扫盲概念，用于补偿文化知识以外在技术、信息以及生活等领域中起作用所需的特定素养。

诸如科学素养、信息素养、健康素养。研究者探讨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随着科学的内涵理解变化，

内涵趋于日益多样化(郭元婕，2004；Yao & Guo, 2018)。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则表述人们确查

找、评估以及有效生产、使用和交流信息并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力(郭朝明，2007；Mackey & Jacobson, 2011)。
健康素养被认为是健康促进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初被定义为健康领域的阅读、写作和计算技能，但

健康知识普及概念中应包括的内容并没有达成共识(Frisch et al., 2011; Wittenberg et al., 2018)。角色素养聚

焦到特定职业或角色群体的素养特征，诸如应用型人才素质、教师素质。宋克慧等(2012)将新建本科院校

培养的应用型人才素质结构解读为：基础通用素质、专业智能素质、专业情意素质、综合素质四大类。

Block，Oakar 和 Hurt (2002)分析了文化课教师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并且考察了学龄前至五年级教师在 44
种教学专业知识指标上的区别。谢安邦，朱宇波(2007)则将教师素质解读为五个方面：职业道德、教育理

念、知识、能力、教师个性品质或人格特质。也有研究者进一步聚焦到教师科学素养(章常茂，2010)。 

2.2. 居民社区素养的概念诠释 

素养的三类理论解释表述了素养内涵理解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素养在不同层面的构成。

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将居民社区素养放在社区治理的特定语境中考察，其概念内涵可以诠释为：居民社

区素养是通过日常实践的经验积累而获得的社区知识技能、情感价值以及意识倾向的综合反映，并表现

为能够从社区的角度发现、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心理品质。 
居民社区素养可以由基础社区素养、核心社区素养、角色社区素养三个维度构成。基础社区素养是

指居民对于社区生活的设施、服务以及环境的基本认知能力结构，与社区人事物相维系的情感，以及服

务社区的能力结构与心向。基础社区素养是居民终身发展、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核心社区素养可以

用于表述居民素养概念中具有统领性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也可以用于表述社区治理系统中具有居民

核心人物的关键能力结构水平。核心社区素养能够呈现社区居民的整体社区素养水平，也是社区治理进

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角色社区素养是指居民理解、接纳、履行参与社区治理角色规范的意识心向。

角色社区素养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意愿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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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结构的居民社区素养，可以展现出社区居民经过不断积累汇聚而成与社区治理要求一致的素养

结构，而且能够表征从全体居民到特定居民再到专用素养的聚集过程。当居民在融入社区生活的过程中，

逐步具备了基础社区素养、核心社区素养、角色社区素养，一方面使得社区治理的居民主体特征更为充

实，能够有效稳固社区治理的居民参与机制；另一方面，也能够促成社区治理居民主体逐渐出现自内向

外的渐进整合过程。 

3. 社区治理语境的居民社区素养实践 

3.1. 基础社区素养：普及居民的社区素养实践知识 

培育与提升居民的基础社区素养，往往通过社区教育的知识学习载体活动来进行。但是目前社区教

育的突出问题在于：作为居民素养媒介与工具的知识成了社区教育的中心目的，而居民的社区素养却被

弱化与忽视。从学习结果上来看，社区治理语境的居民社区素养不应局限于以符号、事实为特征的言语

信息学习，还应涵盖居民对于对人、事、物的态度学习，以及对于理解、辨别与运用社区治理原理规则

的智慧技能学习。从学习方式上来说，社区素养是超越学习内容的，而且应当与特定的社区治理情境密

切相关。居民的基础社区素养的提升无法以文本讲授的方式实现，而是应当注重普及居民的社区素养实

践知识。 
基础社区素养关注居民理解社区、情系社区、服务社区的能力结构与心向，但这几个方面在社区教

育中涉及都非常不充分。培育居民基础社区素养，一方面应充分重视增进居民对于所属社区的理解，为

居民提供便捷的机会去理解社区的环境与设施，熟悉社区的机构与服务、熟识社区的居民与邻里。另一

方面应格外关注居民的社区情感培养，通过社区建设与活动策划提升居民的社区安全感、归属感、幸福

感与责任感。此外，还应注意通过社区活动的参加增进居民与社区的情感纽带，激发居民充分发挥自身

能力来解决社区问题的意识。实现社区居民由原来的偶然“参加”转变为主动“参与”，进而能够身体

力行地服务社区，最终促成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3.2. 核心社区素养：凝聚居民的社区素养实践智慧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多元化的意义内涵，即可以是居民对公平、正义等公共精神价值的追求，也

可以是出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关注，甚至可以是退休居民重返社会生活的兴趣选择，或是仅仅是围

绕信息利益的工具理性。虽然居民赋予社区治理参与的意义各不相同，“但在个体行动、制度和文化层

面的社区治理意义上都有着相同的目标，即满足居民的需求、达致有效的治理”(刘怡然，2018)。 
核心社区素养可以用于表述居民素养概念中具有统领性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总体而言，越是能

够凝聚居民的社区素养实践智慧，有效延续居民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展现居民的核心社区素养，社

区治理越容易取得成效。同时，凝聚居民的社区素养实践智慧是促成社区治理的群体动力的重要条件，

社区素养集中体现在心系社区建设发展的关键人物身上。社区关键人物居于社区资源、技能、权力、信

息、影响力等方面的枢纽位置，社区关键人物关心、参与推动社区治理，有助于激发社区居民关注社区

发展的责任感、义务感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3.3. 角色社区素养：深化居民的社区素养实践经验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从“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的居民本应成为社区生活与

社区治理的主体，但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普遍低迷。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平日忙于事业家庭

的居民投入公共生活的意愿不足，往往依据个体需求而不是社区需求参与社区治理；另一方面在于行政

化的公共供给模式使得居民缺乏参与社区治理经验，而普遍不具备参与社区治理的个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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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呈现“有心无力、无心无力”的境况，那么在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结构中，居民应当如何确立社

区治理的主体角色，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非常值得深入探讨。丰富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实践

和经验，能够切实提升居民参与途径和实效。培养居民的角色社区素养，人们才可能更好地理解所属社

区的问题与优势；参与社区管理与社区文化活动，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作为社区居民对于改善自身社区生

活条件所能起到的作用。 

4. 结语 

社区素养描绘了居民内在的品质秉性，是居民文化素质与社区实践培育的综合产物，是社区居民主

体与社区教育价值的综合反映。可以看出，社区素养代表了社区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的典型特征，体现居

民对于社区治理的作用贡献；社区素养也潜在地决定着社区治理的发展水平，又是社区治理成效在居民

身上的具体体现。通过厘清社区素养的概念结构，清晰地界定和描述居民社区素对于人的社区治理的价

值和意义，能够充分体现居民主体属性对于社区治理的应有贡献，也将有助于促使社区治理真正回到服

从服务于居民发展的方向和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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