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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学类本科专业方法类基础课程的体量较大，学习时间跨度较长，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与能力体系存

在困难，限制了学生开展创新性研究与探索，不利于专业核心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形成。同时课程间教学

内容内在联系性和协同性往往体现不足，教师教学活动组织缺乏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教学效率偏低。

这都常常是在心理学人才培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对于地方高校，这类问题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我们通

过“整体设计、层次递进”的课程群建设探索，推行“理实结合，助推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以“整

体布局，联合协力”为方针进行课程群建设，以“资源共建，任务导向”、“以赛促创，以创促学”作

为支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方法类课程教学存在的知识体系分散，能力培养不足，学习效率偏低、

成果不稳固，难以与创新实践相结合的情况。这些做法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院校师资队伍受限、学

生学习能力差异明显、通识基础课支撑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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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hodology courses of psychology undergraduates are large in volume and have a long 
learning time spa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form a systematic knowledge and skill set. 
This limits students’ ability to conduct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and is detri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competencies. Additionally, the intrinsic con-
nectivity and synergy between course contents are often lacking, and teachers’ instructional activ-
ities lack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nd top-level design, resulting in low teaching efficiency. These 
are longstanding issu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psychology talent. Fo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se problems are even more pronounce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an “overall design and 
hierarchical progression”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course groups, we promote the concept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at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drive innovation”. The course group con-
struction i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overall planning, collaborative effort”, supported by “re-
source co-construction, task-oriented” and “competition-driven creation, creation-driven learn-
ing”. To some extent, this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issues of methodology courses, 
such as fragmented knowledge systems, insufficient skill development, low learning efficiency, 
unstable outcomes, and difficulty in integrating with innovative practices. These measures have 
also partially addressed problems in local institutions such as limited faculty resources, signifi-
cant disparities in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ies,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rom general foundat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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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心理学兼具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性质，服务社会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更广泛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1] [2]，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特别是大力加强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和服

务是国家新时期的重要工作。此外，各地方发展新兴产业、巩固升级优势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的发

展要求，特别是近年来蓬勃发展新型互联网 + 智能制造业在人机交互、人因工程、用户研究方面均存在

广泛的发展机会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对心理学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 
本科阶段应用心理学的人才培养则是提升心理学类人才队伍质量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国家大力推行

“四新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背景下，适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提升心理学人

才培养水平，特别是创新研究能力和创新应用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这些要求无不依赖于心理

学基础核心素养和研究方法技能的掌握。但在传统的心理学类专业培养、课堂教学过程存在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影响了专业人才培养提升与研究应用能力导向的培养模式建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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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学方法类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心理学方法类基础课程除包含心理学学科知识体系、方法论和学科基础理论的内容外，主要包含了

研究方法和应用技能相关课程，如心理与教育统计、实验心理学、心理测量、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

实验技术等多门课程。这些课程一方面学习难度较大，学习周期较长，同时又是所有心理学专业的核心

课程，特别是需要强调构成心理学专业学生核心素养、关键能力的培养。在传统人才培养过程中这类课

程设置和教学实施过程常存在如下问题： 

2.1. 时间跨度长，相互支撑弱 

心理学为生命科学相关交叉综合性学科，涉及心理、生理、教育、社会、人文、医学等众多学科门

类，基础课涉及范围广，体量大且，各分支学科特点各异。这就造成了心理学类专业自身基础课程的体

量较大，学习的时间跨度较长。高校在低年级人才培养过程中又多强调宽口径、通识学习和培养，这一

要求与心理学本身交叉学科的属性相叠加，进一步延展了通识培养学时和内容，学习深度往往不足，使

学生在初期难以对专业领域形成深入认识，对于专业能力和探索创新意识缺少足够的支撑作用，限制了

学生及早开展创新性研究与探索[4] [5]。地方综合性高校学科门类复杂，通识基础课差异较大，教学水平

相较国内重点院校也有很大差距，往往不能满足心理学学科基础课教学需要。 

2.2. 教学不系统，能力生成不足 

心理学方法类课程涉及数理统计、心理的科学测量、心理实验设计实施、多学交叉研究方法等多门

类，如加上其中包含的心理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统计学理论、测量理论、实验设计及数据分析方法与

技术、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临床研究方法、调研方法、个案研究方法、既往研究发现等将构成非

常庞大的知识与技能体系。方法类基础课程内涵上相互关联，但学生最初接触时，往往从其中 1~2 门开

始学习，无法获悉整个学科方法的全貌，往往学习理论而不知其与其他课程的关联，了解方法但尚无法

用于实践研究，难免觉得枯燥无趣；单一课程的教师受到学生现有知识和能力水平及学时的限制，又难

以结合实践、关联其他课程内容给予学生足够的指导。这就导致学生形成统一全面的知识与能力体系存

在困难，特别是限制了创新应用能力的生成。这是造成心理学本科生存在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断裂，方

法学习与创新研究、应用之间断裂的主因[4]-[6]。 

2.3. 协同不足，教学效率偏低 

各门方法类课程由于体量大，一般需要多名教师分别主讲，各门课各自为战，教学内容内在联系

性和协同性体现不足，教学效率偏低受。国内方法类课程的教材版本也较多，编写思路亦不一致，即

便同一门课的教材其知识体系、体例、重难点都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课程的教材之间就更难有统一体

例与承接关系，甚至某些名词、概念、理论名称都不一致，引起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上较多困难。另

外，不同课程教材中关联内容的位置和教学进度安排也不同。这些因素就导致了不同课程的教师根据

教材进行教学内容组织时，难以把关联内容跨课程相互串联，给予学生于全貌的展示和还原；学生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往往重复劳动而所得学习成果较少。如此就更难以形成在专业领域方面创新研究和

应用能力。地方高校生源情况更加复杂，学生学习能力差异也较显著，相较于国内重点院校，所遇到

的此类问题更为突出。 

2.4. 教学活动缺乏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针对上述问题，很多一线老师做过一些努力和探索，但受制于自己担任课程的教材、较大的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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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量和相对较少的课时量，难以有根本性地解决方法。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只能在某些知识或技能的

教学上，进行有限的跨课程沟通、交流，其结果往往是简单的分摊教学内容来单纯避免重复。这并不能

有效解决上述复杂问题。另一方面，正由于方法类课程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按照知

识、方法/技能的层次关系和逻辑进行设计，跨课程、分环节进行逐级递进地推进，显然有利于问题的解

决。但这在缺乏统筹规划设计和多方协调机制的条件下，一般难以推进。地方高校教师队伍相对规模有

限，在较少师资队伍和较高教学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由教师自发的教学组织也更加困难。 

3. 整体设计、层次递进的方法类课程群建设探索 

在调研国内外一些院校在方法类课程教学中的改革思路与成效后，我们大致总结为如下几类： 
采用的主要方式是整合优化课程体系，进行课程的模块化教学体系建设[5]-[7]，组建课程教学团队，

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推行项目驱动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8]-[10]，融入创新实践并与“学术导师制”联动

等[11] [12]。但这类做法也存在一些限制，如并不能很好解决课程联系和教学协同的问题，在执行过程中

也往往受到教学时数的限制，导致在模块分割下对部分难度较高、耗时的内容、方法的教学不能有效展

开，教学效果受到限制[8] [9]。 
其次是采用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如增加网络资源、进行翻转课堂教学，并在课程进行

作业、讨论环节；在课程评价时注重过程性评价，力求增加学生的有效学习投入，提升自主学习能力[7] [8] 
[11]。仍存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课程的基础性质和课程难度限制，需要学生在课堂之外投入大量时间，配合

学生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才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否则对于基础较差，学习能力水平不高的学生，会

更加难以跟上课程进度，教师教学进程推进也常存在较大困难。 
另有一些改革主要从使用网络实验资源等技术手段方面入手，对于教学带来了方便，丰富了教学手

段和学习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习效率[8] [11] [13]。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方法类课程教学存在

的上述问题。 
根据这些现有问题和改革思路，结合地方高校自身特点，在本专业建设中我们推进了如下改革措施，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类问题，提升了学生创新研究与应用能力： 

3.1. 导向明确的课程体系整体化改革 

以“明晰培养主线，注重学习成效，直指实践创新”作为整体设计思路，层次递进地设置各们方法

类基础课程。聚焦将方法类课程在“理”的属性下与其他各类通识基础课(如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线性代数)进行统合，形成比较整体的跨课程能力培养体系。同时，以学生创新研究和应用能力为导

向，“理实结合，助推创新”，强调尽早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尽早鼓励学生将理论结合实践，尽早使得

学习成果支持自主学习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形成。这样就承接了通识课程、基础课程的学习成果，使其能

更好地为学生专业能力形成服务，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通识基础课学分高支撑弱的弊端。 

3.2. 能力、素质对标的教学内容优化 

以专业能力形成、综合素质发展的效率为标准，反向设计、优化多门课程的共有知识体系。优选最

新课程教材，更新课程内容，提升课程内部一致性、逻辑性、实用性，删减难度过高且实用性不强的理

论内容，注重逻辑思维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提升方法类课程的实践学时比例，在此基础上，通过方法类

课程群的共同设计和联合形成合力，提升教学活动的效率与收益，促进了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3.3. 联合协力的课程群整体教学组织建设 

从方法类课程之间的承接关系入手，以“整体布局，联合协力”的方针进行课程群建设，以数理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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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数据理解与分析、实验设计与方法、测量技术、研究设计与选题、实验技术、创新研究应用为能力

形成的主线逻辑，跨课程进行总体教学设计，分层递进实施该类课程的整体教学。形成跨课程的教学组

织和协调机制，使前后课程不同教师的教学连续、有序，实现知识、方法中重难点的协同突破。改变原

有方法类课程间较为割裂，内容体系混乱、断裂的问题。 

3.4. 持续支撑的网络教学平台资源共建 

针对方法类课程教学内容体量大、难度高，学习成果往往不稳固的问题，推行课程间“资源共建，

持续支撑”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在课程建设时考虑知识和方法向其他课程的渗透，使学生在少数课程

学习后即可进行初步的研究探索。另一方面，充分使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心理学专业创新创业

教学平台，打破课程与课程之间的隔离，针对与能力形成有关的重要内容共同建设线上学习、演示资源，

并且在结课后持续对学生开放，巩固其学习成果；设置涉及多门课程要求能力综合运用的学习任务，使

学生能不断地跨课程进行自主反刍学习。 

3.5. 创赛机制、导师制支撑的课外创新实践 

推动“以赛促创，以创促学”良性机制，将方法类课程的教学成果通过课外创新创业实践予以应用

和巩固。设置校、院、系各级比赛和创新创业项目，充分开放学科实验室给大二以上本科生，落实以创

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本科生导师制，并以本–硕联合组会机制为支撑，鼓励学生进行各种课外科研实践

探索。再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往届优秀论文、比赛作品、成果展示，助推学生创新意识和科研思维提升，

并进一步提高其研究和实践能力水平，将方法类课程教学与“理实结合，助推创新”的人才培养整体过

程更好融为一体。 

4. 结论与建议 

心理学方法类课程教学是应用心理学专业核心素养和能力形成的重中之重，是专业思维、创新意

识、研究能力形式必经环节。通过我们“整体设计、层次递进”的课程群建设探索，一定程度上改变

传统方法类课程知识体系分散，能力培养不足，学习效率偏低，学习成果不稳固，难以与创新实践相

结合的情况；另外一方面，这些做法也改善了地方院校本科心理类专业师资队伍受限、学生生源和学

习能力差异明显、通识基础课支撑不足的问题。在此方法类课程建设成果的支撑下，本专业 2021 年入

选省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培养本科生近年来主持多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创新创

业项目，获得全国高校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创新创业论坛三等奖 2 项，全国大学生心理辅导课教学创新

展示会特等奖 1 项，并获得多项行业项目与奖项，学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心理健康事业能力得

到显著提升。 
在课程群改革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学生基础水平或学习投入不如预期，专业教师

教学投入需求较大，学生课外时间占用和学业压力较大，与行业直接对接的实践机会缺乏，部分创新

成果的应用性体现不足等。这些问题也提示了我们需要继续优化课程群改革模式，提升课程的科教和

产教融合水平，特别是在将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方面寻求突破。未来我

们将更进一步聚焦高级应用研究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地方高校心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事业

继续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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