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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新文科建设宣言和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对课程体系的指导，以“基础科研能力”和“专业应用能力”

提升为主线，心理学专业可设置七个相辅相成的专业课程群，分别为学科基础课程群、研究方法课程群、

研究工具课程群、发展与教育课程群、健康与临床课程群、应用心理课程群和交叉融合课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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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clara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nd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first-class 
major construction for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cusing on the enhancement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as the main threads, the psy-
chology major could set up seven complementary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groups, which are sub-
ject basic course group, research method course group, research tool course group,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course group, health and clinical course group, applied psychology course group,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cours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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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性和指导性政策文件出台，2023 年教育部等

十七部门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此计划中

更是明确提出，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完善《心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足以说明国家和社会对心

理学人才培养的需求和质量日益提高。 

2. 关于中国心理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1879 年，威廉·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

学的诞生。随后，西方心理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各领域关键问题均产生积极影响。1917 年北京大学首

次建立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心理学主要受苏联心理学的

影响，提出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的任务，并对西方心理学加以批判。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心理学界又全盘接收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但是，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特

色心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心理学深入探索学科本身所承载的知识、理论、方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

高中国心理学话语影响力的必然使命[1]。西方心理学话语体系和中国心理学话语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异[2]，主要体现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因此，在接受西方心理学概念和理论时，有

必要对其进行甄别和筛选，以便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和普及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中

国心理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日益获得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3]。例如，在视觉领域，陈霖院士提出了视觉

早期加工的拓扑学理论。在发展与教育领域，朱智贤和林崇德研究中国儿童的认知发展，并据此提出了

许多适应国家教育改革的方案。在语言领域，谭力海和金真教授发现了中国人大脑有独特的语言区。然

而，针对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心理与行为研究仍显薄弱，亟需实现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转型。为了深

刻理解中国人的心理特性，必须以中国人群作为研究主体，将心理学的探索扎根于中国大地上[4]。总之，

应关注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提高中国心理学话语影响力。 

3. 新文科建设宣言对心理学专业课程群建设的启示 

2019 年，教育部、科技部等 13 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首次增加了心理学、

哲学等人文学科，为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

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

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从而推动传统文科创新升级的趋势

[5]。新文科建设与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的目标和建设方式高度契合，协同推进二者建设的突破点是构建新

的专业课程群[6]。《新文科建设宣言》中指出，课程是新文件建设中最基础和最关键的要素，要持续推

动教育教学内容更新。《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推荐工作指导标准》中指出，要不断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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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构建课程体系，优化重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以上均为心理学专业课程群的改革途径指明了方向。 
课程群建设模式是将若干在知识、方法、问题等方面有逻辑联系的课程加以整合而成的系列课程，

能较大幅度地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业水平[7]。结合新文科和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对课程体系的

指导，根据国家一流课程对课程体系的要求，以“基础科研能力”和“专业应用服务能力”提升为两条

主线，心理学专业可设置七个相辅相成的专业课程群，具体如下。 
1) 学科基础课程群。本模块包括“普通心理学及实验”“西方心理学史”“生理心理学”“心理学

生物基础”“中枢神经系统解剖”和“人体结构与功能”六门课程。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包括心智和

行为的科学，心理是神经系统的功能，特别是脑的功能，因此了解心理学的神经生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本课程群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学生了解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现状，了解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认

识到心理学是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一门学科；二是帮助学生建立心理学研究的整体框架，

理解和掌握心理学的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2) 研究方法课程群。本模块包括“实验心理学及实验”“认知心理学及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

和“心理学实验设计与创新”四门课程。心理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最重要的原因是采用自

然科学的方法对心理现象进行客观且系统的研究。本课程群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培养学生科学心理学思

维，能分析、评价心理学研究的能力，提出研究问题、设计并实施实验并撰写实验论文的综合研究能力；

二是培养学生能够对心理学领域实际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方案的能力。 
3) 研究工具课程群。本模块包括“心理统计学”“E-Prime 实验设计技术”“SPSS 统计软件应用”

“R 语言数据分析”和“高级心理统计软件”五门课程。心理学需要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揭示心

理的奥秘和规律性。因此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实验程序编程和数据分析方法的训练。本课

程群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学生掌握计算机基本编程技术，能够熟练应用心理学实验软件进行心理学实验；

二是学生熟练掌握数据分析的技术，培养其解决实际数据分析问题的能力。 
4) 发展与教育课程群。本模块包括“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特殊需要儿童心理辅导”三

门课程。本课程群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学生掌握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二是学生能运用心

理学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解决学校教育在促进个体心理发展变化中的问题。 
5) 健康与临床课程群。本模块包括“健康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心理咨询与治

疗”“变态心理学”“绘画治疗”“家庭治疗”“沙盘游戏疗法”等课程。本课程群的任务有两个：一

是掌握心理健康和临床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当前研究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势；二是具备进行心理咨询、诊

断和治疗的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6) 应用心理课程群。本模块包括社会心理学，消费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应用心理是

研究心理学基本原理在各种实际领域的应用，是心理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本课程群的主要

任务是学生能够在各个领域中有效地应用心理学原理和技术，满足社会对心理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7) 交叉融合课程群。传统心理学课程设置中就包含部分交叉课程，如神经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生

理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由人工智能发展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必然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

新要求和新变革。当代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紧密相连，相互渗

透，形成一种跨界融合的趋势。因此，交叉融合课程群可以根据学院发展方向设置不同的交叉融合课程

群，如与计算机科学交叉的“人工智能导论”“计算建模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的应用”，与神经科学

交叉的“认知神经科学”，与经济学交叉的“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本课程群的主要任务为培

养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 
总之，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心理学专业七大课程群的设置注重整合，以“两种能力”提升为主线，

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学基础知识、研究能力和实际应用技能，同时强调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以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7438


罗红格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7438 117 创新教育研究 
 

适应当代社会的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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