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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专业实验实践教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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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成都

摘  要｜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人们力图寻找更多的心理资源来增加确定性以满足自身对安全感的需要。现阶段，

整个社会的心理服务需求增大，如何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是各个高校需要持续探究的问

题。本文从六个方面对当下应用心理学专业实验实践教学进行探索，如完善学校学业指导机制；开展小班实

验实践教学，精准人才培养；构建校内外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实验基础条件，营造更加开放的学

习氛围；丰富实验实践教学内容，创新实验实践教学方式；不断完善应用心理学专业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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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逐渐消散，人们的生活一步步回归“正轨”，疫情像是一件被尘封起的往事。但疫情对人们的

影响是真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习近平同志在报告“增强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部分中提到，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现阶段，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培

养合格的心理人是目前高校心理学相关专业教育需要持续不断探索的内容。应用心理学专业与心理学专

业培养目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前各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大多将二者混为一谈。如何才能培养

出高质量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

1  应用心理学专业实验实践教学现状
心理学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百年间，我国开设应用心理学专业的高校数量增多，各高校应用心理学专

业实验实践教学条件也有所改善，但教学条件仍需逐步完善。一些高校建立了专门应用心理学实验室，

但实验室往往空间不足，实验设备数量较少，而且实验室种类较为单一［1］。首先，在实践教学条件上，

有些高校建立了自己的实践基地，或与校外机构、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方便实践教学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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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的实习也提供了保障。但学校实践教学质量不高，大多流于形式。

其次，教学逐渐重视学生实验实践能力。也有研究证明，沙盘游戏实验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应用心理学专

业学生的专业认同［3］。实验教学是应用心理学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能够帮助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很多

高校增加了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实践课时［4］，教师在实验实践教学中，也逐渐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验实践能力。

但教学内容多为演示性、验证性实验项目［5］，而且教学内容较为基础，理论性较强，忽视了技能的传授。

最后，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教学内容结合高校自身优势，百花齐放。许多高校结合自身学科优势或背景，

开设了较为特色的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授课内容。例如：西南民族大学结合其民族类大学的性质开设民族心

理学课程；西南交通大学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利用工科学校的背景开设交通心理学课程，侧重于轨道、交通

服务方向的研究与教学；中国政法大学将犯罪心理学、法律心理学等课程纳入学生的限选课内容等。但在

高校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还是会把重点放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上，并不能达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

2  应用心理学专业实验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脱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提道：“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才培养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务社会、

满足人民的需要。但目前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社会诉求相背离［6］，无论从升学角度还是

就业角度来说，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与教育学、临床医学与护理、人力资源等其他专业的学生专业

相比，优势并不突出。对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为《标准》）中

所提到的实验实践教学也比较敷衍了事，教学内容往往偏离社会需要，导致毕业生掌握的技能不够成熟，

无法快速、高效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

2.2  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系统性、精准性

相较于国外心理学发展而言，国内发展开始得较晚，各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也参差不

齐。从各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大多将人才培养分为通识课、专业必修、专业限选课以及任选课四

类课程。但是培养质量却有着云泥之别，有些高校将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提高学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

将应用心理学与学校特色相结合，开设具有学校特色的应用心理学课程。而有些学校则致力于帮助学生

“完成学业”。从实践教学课程学分比例来看也存在着差异，比例在 15% ～ 20% 不等，但这些都没有

达到《标准》中所提及的“实践类课程在总学分中所占的比例不低于 25%”这一标准。

此外，应用心理学专业有很多分支，比如管理心理学、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等，不同分支学科

对学生专业实践技能的要求各不相同［7］，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接受过系统培训的精准型人才。但高校的

人才培养中往往是目标模糊的，缺乏人才培养的精确定位。同时大部分高校采用统一的教学标准，忽略

了学生实践能力和个性化的培养［8］。调查发现，河南省许多地方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定位缺乏精

准性，普遍存在“万金油”式的培养［9］。由于人才培养缺乏精准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受到系统地训练，

最终会导致学生就业难，社会需求也不会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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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内容偏基础、偏理论、少应用

教学内容侧重于传授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课程的设置中，理论课程的学习课时

分配较多，实验与实践学习偏少［10］，有些学校甚至以考研为导向进行授课，将学生看作机器，进行知

识的灌输，失去了大学本身的意义。美国著名教育家福莱克斯纳主张大学要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很多

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如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若只是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学生永远无法完成向专业

应用型人才的转变。

此外，现在高校较多出现科研漂移现象，已经严重影响教学活动的高效进行［11］。高校过度重视科研，

学校聘用教师时更关注学历、科研成果等，教师大多为研究型人才，他们更擅长科学研究，其自身缺乏

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长此以往，大学很难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

2.4  基础教学条件不够完善

目前，各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实验条件欠缺，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应用心理学对实验设施的要求

很高，但往往由于资金不足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实验，阻碍实验教学的发展［6］。《标准》中提道：心

理学实验常用传统仪器设备和综合实验台类应达到每 3 人一套（台）［12］。然而很多学校应用心理学专

业实验设备，比如：心理测评工具、沙盘治疗工具、人力资源实训软件等一些比较基础的实验仪器设备，

还没有完全按照要求落实。实验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实验教学就注定会变得枯燥乏味、流于形式，高质

量的人才培养就更加无从谈起。此外，多数实践课程也流于形式，且形式单一［13］，缺乏对实践效果的

有效考核。教学内容、形式单一，对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因此，对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总体评

价较差、满意度也比较低［14］。

3  后疫情时代对应用心理学实验实践教学的探索

3.1  完善学校学业指导机制

学业指导是学校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结合学生的学习背景、能力素养、兴趣习惯，为学生提供学习

上的咨询与指导，并帮助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学习规划，从而引导学生有效地完成学业的教育活

动［15］。由于我国学业指导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业指导，

对于自己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业意向知之甚少；对于未来没有规划，也不了解学校的培养方案；在

选课、实践等过程中被动地等待安排。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业指导能够帮助学生系统地认识专业，并对未

来进行规划，及时跟进了解学生的职业规划，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学业指导，根据学生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指导学生选择感兴趣、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

3.2  开展小班实验实践教学，精准人才培养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大学教学小班化进行了分析与探索，从调适取向来看，小班比大班更利于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提升教学效果［16］。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在大学数学的课程中，接受小班教学的学

生总体成绩优于大班学生［17］。应用心理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注重通过实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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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与创新能力。大班教学中，由于教师精力、能力有限等，导致内容传

递程度低。小班教学能够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和思想碰撞，教师也可以在实验实践教学中尽快了解

学生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对学生的监督作用也较强。

3.3  构建校内外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体系

大部分高校的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都是学校独立培养，这有助于学校更好地管理学生，但学

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就变得单一，并不能达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各高校可以根据本校人才培养目

标，选择合适的校外组织进行联合培养。通过与校外企业、医院等组织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帮助学生积

累实践经验，探索就业方向，解决学生就业难题。同时也可以更加合理地分配资源，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3.4  完善实验基础条件，营造更加开放的学习氛围

应用心理学专业所需要的实验设备并不完全等同于基础心理学所需要的实验设备，各高校要在已有

实验设备基础上完善实验设备。虽然现在的心理学实验具有计算机化的特点［18］，但一些心理测评工具、

沙盘治疗工具、人力资源实训软件等基础设备要尽快完善，让学生能够通过实验教学更好地掌握专业知

识与技能。且实验设备要与时俱进，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购入较为前沿的实验

仪器或相关设备，或与校外组织长期合作，为学生提供更优的实验条件。

除此之外，实验教学要“走出”课堂，实验设备的使用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师要鼓励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主动了解、学习实验设备的使用方法。经过学习后根据课题、项目需要或自己的兴趣，向管

理员报备后使用相关实验仪器。即使有些实验设备学校暂时没有，例如核磁共振等，学校可以与医院或

相关企业合作，组织学生集体观摩、学习。

3.5  丰富实验实践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

应用心理学专业注重培养社会服务型人才，所以教学过程所授内容要更多地联系生活实际。美国密

歇根州立大学开设有关于网络成瘾、婚姻、家庭暴力、亲密关系等主题的心理学课程［19］，主题更加贴

近生活，同时也更加生动有趣，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且随着实验实践教学研究不断深入，高校的

实践教学不能仅局限于案例分析，服务性学习、项目式学习、导师制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方式。国外一项

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式学习与服务型学习在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方面有显著成效［20］。将不同实验实

践教学方式与传统课堂相结合，不仅帮助学生头脑中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互相融合与促进，而且能

够为学生积累实践经验，在服务活动中不断成长。

3.6  不断完善应用心理学专业教学体系

首先，从事应用心理学教学工作的教师要定期研讨授课体系，不断优化培养方案，将培养方案落到实处，

并对每一阶段教学目标是否达成作出总结。学术界关于应用心理学专业实验实践教学的探讨成果虽然不多，

但一些探索成果较为新颖，有望将其落到实处，做进一步的探究。然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很少有学校

将这些方案落实到日常教学中，学术研究与实际教学活动之间的壁垒深厚，人才培养质量就会一直原地踏

步。因此，学校可以在教学中不断试验，建立试点，在探索中总结经验，调整教学目标，优化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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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优化成绩评定方式，加大实验实践教学课程的比例。大多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实验实践课程

与理论课程一起进行，期末成绩的评分方式往往是平时表现与期末考试按照一定的比例相加，在此过程

中实验与实践的重要性不曾突显。为了突出实验与实践的重要，各学校可以根据培养目标，适当增加实

验实践教学方面在成绩评定中的比重，提高学生对实验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

最后，完善并落实评价管理监督机制，构建学生—学院—学校—社会四级评价管理监督体系。评价

机制能够帮助学校不断完善应用心理专业实验实践教学体系，为培养高质量应用心理学人才提供保障；

完善的管理制度使得实践教学能够有效展开与落实［21］；管理监督机制的存在能够适当避免实验实践教

学走向形式主义。在教学活动中，学生是知识的接收者，其能力是否提高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学校在学生毕业后可以对学生进行追踪调查，通过用人单位对学生专业能力的评价不断完善教学体系；

学院要对教学效果进行自评，定期对教学效果进行反思，就每一阶段的教学目标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是

否需要及时调整等问题进行研讨活动；学校从课堂氛围、教学内容等方面出发，参考学生的评价对学院

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与监督；学校的教学质量能够在社会对学校专业的评价中得到反馈，这也从侧面体

现了社会对学校的评价、监督作用。因此，我们要从学生、学院、学校、社会四方面出发构建学生、学院、

学校、社会四位一体的评价监督机制，为培养高质量人才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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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f 
Applied Psycholog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Hao Ziyi Wang Xiaorong Deng Hang Huangfu Wenhao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Center,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People try hard to search more mental resource to provide certainty for satisfying the need of 
security of themselves, when deal with the recurrence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lif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 the whole society, there is 
a question, how to train more excellent applied psychology professionals, nee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persistently. We will explore the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f applied psycholog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from six aspects during this paper. Such as improve the academic guidance 
mechanism, using small-class teaching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process to cultivate 
talents accurately, establish a system of joint training of talen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build a more open study environment, enrich the content of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courses and innovate the method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system 
of applied psychology.
Key words: Applied psychology;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Talent cultivation; Improvement of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