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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历程及对策探究 
◆孙  玥 

（沈阳城市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在我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竞

争压力加剧，个体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心理服务需求不断增大，对

应用心理学人才培养提出“数量”和“质量”的期许。本文通过研究我
国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积极探索推动应用心理学专业发

展的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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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发展历程 
应用心理学专业是培养应用心理学人才的摇篮，梳理其发展

脉略有助于提高我国应用心理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应用心理学在探索中逐步发展 
心理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心理学

的学府，1900 年起开设心理学课程，1917 年在校长蔡元培先生
倡导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心
理学的开端。1933 年，北平师范大学设立教育心理组，出现最
早的心理学专业雏形。1952 年全国院校调整，将清华大学、燕
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心理学师资并入北京大学，合成哲学系心理
学专业。1977 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内第一个心理学系。1993 年
国家颁布《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取消工业心理学专业，改设
应用心理学专业。由此，应用心理学专业作为独立学科而诞生。 

（二）应用心理学作为当代新兴学科蓬勃发展 
应用心理学专业从 1993 年设立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六载

春秋，这二十六年中，应用心理学专业从无到有，从薄弱到逐步
发展壮大。一直秉承“高质量、有重点、创特色”的专业发展思
路，着重突出心理学的“应用性”。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网上的数
据，1998 年我国开设应用心理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共有 12 所，到
2002 年我国开办应用心理学专业的高校增加到 22 所，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开办应用心理学专业的高校达 275 所。开设应用心理
学专业的院校类型也由原来的师范院校和综合院校，扩展到今天
的医科、理工、农林、财经、政法、体育、民族、外语等多种院
校类型。同时，民办高校、独立学院也开始招收应用心理学专业
学生。应用心理学专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快车道。 

二、我国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现状及创新路径探索 
（一）发展现状 
我国应用心理学专业具有应用领域广、发展空间大、发展速

度快等特点，总体上呈现可喜的发展前景。但也存在着若干发展
藩篱，如东、中、西部地区的应用心理学专业点分布不均衡、高
校间专业知识共享率低、教师和学生专业知识的使用频率不高，
专业建设知识分布分散等。 

（二）发展对策探究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大的师资队伍是专业培养的发展动

力。一是优化师资队伍结构。积极引进高水平的专业师资，为专
业发展注入新鲜动能，推动教育教学工作更上一层楼。二是重视
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加强对专业教师的培训，支持教师外出访
学，学习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和技能。三是增强专业教师间的教
学互动和教学合作。坚持资源共享，发挥自身特长，促进共同成
长。 

2.设定合适的培养目标。合适的培养目标是专业培养运行的
导向，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一是专业培养目标要
做到具体、细致，有明确针对性和较强可操作性。要根据国家对
高级专门人才的总要求，结合专业教育的特点，吸收借鉴专业发
展经验，广泛调查、预测社会期待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教育政策
等考虑来制定。二是养目标定位要强调偏向性。要立足学自身特
点来明确办学定位，探索培养目标，突出学校办学特色及优势。 

3.创新培养模式。特色的培养模式是专业培养的成功钥匙。
只有富有特色的专业培养，才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一是培养方向、
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本校以及社会
优势资源，在合适的培养目标导向下，需要将培养方向进一步明

确和细化，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使其具备的能
力与工作需求相匹配。二是鼓励学生跨系选修课程。注重对学生
进行英语、人文、计算机等方面学习，把专业培养和职业需求接
轨。三是突出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应用性”。在课程设置、期末
考核等方面，要听取专业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经验和意见，提高
应用心理学专业培养的有效性；把本科生的科研能力纳入专业培
养，鼓励学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聘请国内外心理学专家，举办
前沿专题性专业学术讲座，定期举办心理沙龙。 

4.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合理的课程体系是专业培养的重要
条件。优秀的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需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因此
课程设置必须要协调好“最优化”和“量力性”关系。一是设立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强，选择适合学生、与人才
培养目标相匹配的教材。二是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给学生提
供更多课程内容选择，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内
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三是增加课程的“实操性”。开发实践
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加学生实践机会。 

5.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专业培养的有力保
障。一是加强应用心理学模拟实验室和网络实验室建设。引进先
进、实用、符合课程建设需要的心理学软件、直观教学用具和基
础教学设备，加强实践技能课的教学场地建设。二是加强专业资
料室建设。收录专业前沿学习资料、名师专家课程视频、专业先
关权威资料等。 

6.完成高质量的专业教学。一是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要求，秉承“立德树人”的教
育目标，加大教学资金投入，将教学质量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
容。二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了使应用心理
学专业的学生增强对社会的适应性，提高就业能力，应加强对学
生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毕业后可以结合自己的事业进
行科学研究，以科研能力促进事业的良性循环。三是建立品牌专
业。树立大品牌专业思想，立足学校优势，培育发展特色，加强
校企交流合作，共建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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