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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进展与展望
·

中国心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杨玉芳

( 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
,

北京 100 101 )

〔摘 要〕 现代心理 科学的发展历史只有一百 多年
,

其许多理论 已成为某些高新技 术的重要知识

基础
,

有多名心 理 学家获得 了诺贝尔奖
。

在近 二十多年的发展 中
,

我国心 理 学在认知心理 学和认知

神经科学
、

生物心理学
、

发展 与教育心 理 学
、

组 织管理 心理学等领域中
,

基础 与应用研究都取得 了一

定的成就
。

展望 21 世纪
,

可 以预见到 中国 的心 理 学可以为国家知识 创新工 程
、

为我国 约经济和社

会发展做 出贡献
。

[关键词〕 心理学
,

中国
,

现状
,

发展趋势

心理学是一门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科

学
。

心理学研究的主要 问题是脑与 思维的关系
,

人

类心理和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及其在社会环境中

的发生
、

变化规律
,

这是 生命科学 中最复杂
、

最具挑

战性的问题之一
。

由于心理学与人的知识的获得和

人类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
,

它必将成为 21 世纪最具

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之一
。

现代心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只有一百多年
,

其许

多理论 已成为某些高新技术的重要知识基础
。

自从

1901 年诺贝尔奖创建以来
,

已有多名科学家 ( aP vl vo
,

19 04 ;
玫 k e sy

,

19 6 1 ; I灭 )r e
nz

,

197 3 ; iS 仃幻
I飞 ,

1 97 8 ;

SP
e

哪
,

19 8 1 ; K a n c le l
,

2 0 0 0 )因其与心理学有关的突

出科学贡献而获得了这一殊荣
,

特别是 2 0 02 年以色

列裔美国心理学家 1〕a n i el aK hn
~

获得 了诺 贝尔

经济学奖
,

这些科学家的获奖有力地说 明了心理学

为人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

国外心理学研究的回顾与近期进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
,

心理学是一门非常重要 的学

科
,

每年都能得到高额的研究资金
,

且呈逐年增长的

趋势
。

以心理学 研究 水平最 领先 的美 国为例
,

仅

W isc on is n 一

呱 id洲 大学心理系 2 00 0 年就得到了联邦

政府 1 7 70 万美元的资助
,

在整个联邦政 府资助中

排名第二川
。

心理学的学科分支很多
。

还是以美国为例
,

美

国心理学会按专业下设 55 个分会
,

每个分会都有自

己的专业期刊
,

由此可见 心理学研 究问题的广泛
。

然而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水平并不均衡
,

学科地位

也不一样
。

本文仅论述心理学 中最具代表性的 4 个

专业领域
,

大致可以看出心理学的发展全貌
。

1
.

1 认知心理学

20 世纪 50 年代
,

心理学 中占统治地位的行 为

主义 日趋没落
,

一些新兴学科如控制论
、

信息论
、

计

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的兴起
,

引发了心理学的
“

认知革

命
” ,

产生了认知心理学
。

认知心理学运用信息加工

观点来研究认知活动
,

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感知觉
、

注意
、

表象
、

学习记忆
、

思维和言语等心理过 程或认

知过程
,

以及儿童的认知发展和人工智能 (计算机模

拟 )
。

所谓信息加工观点就是将人脑与计算机进行

类 比
,

将人脑看作类似 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 系统
。

但是这种类比只是机能性质的
,

也就是在行 为水平

上的类比
。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
,

认 知心理学取

得了许多突出性的研究成果
,

如 iG bson 提 出了生态

光学理论扩n e i

~
关于注意的特征整合论

、

(玉份 f 等

人的内隐记忆研究
、

uT vil gn 等人语义记忆和情景记

忆的研究
、

弘
e padr 等人关 于表象 的研 究

、

N
~ 11 和

iS
~ 对信息加工 系统结构的研究等

。

这里需要特

别提到 iS

~
,

他虽然获得的是 19 78 年诺 贝尔经济

学奖
,

但是他对认知心理学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如

他提出的
“

物理符号 系统
”

假设
,

在研究具体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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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和研究抽象 书件的心理学之间架起了桥

梁
。

还有 B ek es y 由于对听觉与物理刺激之间关 系

的研究获得 犷19 61 年诺 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

近年来
,

由于新的技术手段 (如 E EG
、

E I护
、

G等r
、

P I刃
、

和 伽眼1)的出现
,

心理学家逐渐采用这些新的技

术手段来研究人类认知过程
。

虽然这些研究手段还

有待完善
,

但从已有的文献增长势头来看
,

已经呈现

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

这也就是当前的热点研究领域
,

即认知神经科学
。

1
·

2 生物心理学

生物心理学探索人类和动物的行为及心理活动

发生的过程
、

发 生发展规律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
。

在上个世纪初
,

几vl vo 就由于研 究消化系统而获得

厂 19( )4 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

他后来提出的条

件反射理论更是对心理学的影响很大
。

统治心理学

达 30 年之久的行为主义
,

其立论基础就是 aP vl vo 的

条件反射理论
。

20 世纪在生物心理学研究 中较有

影响的理论
,

还有 I二
a 的

“

功能系统学说
” ,

他提 出

r 大脑的 3 个
“

基本功能联合区
” ,

超越 了大脑皮质

独立区域的狭隘
“

功能定位学说
” ,

得到了较为广泛

的认可
。

除 了大脑定位研究外
,

在对大 脑功能的研

究中
,

SP e

yrr 的割裂脑研究影响最大
,

他通过对癫痈

病人的研究
,

发现 了大脑两半球功能的不对称性
,

因

此获得 1 9 81 年诺 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

对学 习和

记忆的脑活动的研究也是生物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

点领域
。

最近较 有影响的是 K a n
d e l 对记 忆的神经

生理基础的研究
。

他发现
,

短时记忆的建立不需要

蛋自质合成
,

而长时记忆的建立则需要蛋白质合成
。

K a n de l 由此研究而获得了 20 0 0 年诺贝尔生理学和

医学奖 [2〕
。

在生物心理 学中
,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 了一门

新的分支学 科
,

即 心理 神经 免疫学
。

dA
e r
等 人 在

19 7 5年发表的实验证 明了大 脑能对免疫系统 起调

控作用川
。

他们的工作引起 了国际上许多科学家的

重视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心理行为如何通过条

件反射来影响免疫系统
。

心理神经免疫学的主要研

究方向是行为
、

神经
、

内分泌和免疫过程之间的相互

作用
,

核心的问题是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双向交

流和联系回路以及相关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

1
.

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不仅研究人类个体生长的不

同阶段心理发展的特征
,

而且研究个体学习
、

知识和

技能的传授与掌握的规律
,

以及个性 的形成与社会

化
。

在 认知发展研究中
,

iP ag et 的发生认识论
、

Vo
-

g 贝斗戮 的文化发展厉史理论
、

C ho
l 釜k y 的生成转化语

法是占统治地位的 3 种理论
。

另外
,

aC t’et ll 对 晶体

智力和流体智力的研究
、

tS e xl l l〕 e堪 的三元智力理论
、

aG dr ne :
的多元智力理论也是认 知发展领 域的重要

理论
。

在社会化发展研究领域中
,

irE k 3 刃 1

的社会化

发展阶段理论水b h lbe 琅 的道德发展理论
、

aB dn u ar 的

社会学习理论
、

肠er nz 的习性学理论都有重要影响
。

其中 I
~ nz 从研究动物本能行为到研究 人的攻击性

行为
、

人类的战争等影响较大
,

并获得 了 19 7 3 年诺

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

社会化发展中其他重要的研

究还有 腼 cc o by
、

H a r
low 等 人对 依恋的研 究

、

压 lanr
n

的观点采择的研究等
,

这些领域仍是 目前研 究的热

点
。

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方面
,

建构主义的

学习理论是研究的前沿问题
。

1
.

4 组织管理心理学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包括个体
、

群体和组织 系统 3

个方面的内容
,

研 究个 人决 策
、

价值观和工作满意

度
、

激励
、

团队及其沟通
、

领导
、

组织结构和文化等
。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
,

组织变革 已成为全球化

经济竟争中管理心理学研究的首要 问题
,

这方面研

究主要探索组织变革的分析框架
、

理想的组织模式
、

干预理论 以及变革代理 人的角色
。

w ie ck 和 uQ inn

提 出的
“

连续性变革程序
”

是 目前最新的理论
。

该理

论强调变革应是连续性
、

发展的
、

渐进的变革〔4 J
。

与组织变革密切相关的是领导行为研究
。

目前

最有代表性的是 iF el dl e r 提出的认知资源利用理论
,

它强调决定领导成效的关键与其说是领导个人的智

力和才能
,

不如说是使认知资源得以利用的条件 ! 5〕。

在组织变革中
,

管理决策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

在经

济组织内的决策过程研究中
,

iS

~ 提出了有限理性

学说
,

开创 了行 为经济学的研 究领域
,

获得 了 19 78

年的诺 贝尔经济学奖
。

近年来
,

aK hn ~
n 和

产

n 丫 e s助

等人在 iS二
n 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前景理论
,

以解

释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行为
。

aK hn
e -

am
n 因此获得 2 0 02 年的诺 贝尔经济学奖 [ 6〕

。

2 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现状

心理学于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
,

在 100 年来的发

展过程中
,

由于历史原因
,

曾遭受了两次大的摧残性

冲击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
,

我国心理学得到稳定
、

迅速的发展
,

形成了一支有一

定规模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
。

目前
,

全 国共有 5

个研究机构和 17 个心理学系
,

从 事心理学研究和教

学的心理学工作者约有 5 00 0 名
。

中国心理学会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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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10年加入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
,

先后 与美国
、

德

国和澳大利亚等心理学界建立了长期合作与交流的

关系
,

并获得 r 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 ( 2 004 年在

中国北京举行 )的主办权
。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令世

界同行瞩 目
。

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步提高
,

心理

学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

国家科技部 已把心理科学列为 21 世纪重点发

展的学科之一
。

2
.

1 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心理学研究在我国开展较早
。

相对于其他

心理学分支来说
,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水平较高
,

研究

队伍也较整齐
,

是我国心理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

几十年来
,

我国认知心理学家 已在不少领域取得 了

成果
,

如颜色视知觉
、

汉字认知
、

汉语理解 已形成我

们自己的研究特色
。

在最新的研究热点领域认知神

经科学中
,

我国心理学家非常活跃
,

他们在视知觉组

织
、

注意
、

汉语认知等方面展开了大 量的研究
,

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
。

20 02 年 8 月
,

中国科学 院 (心理

研究所 )在青岛成功举办了认知神经科学 国际会议
,

20 02 年 10 月
,

北京大学 (心理 系 )成功举办了学习与

记忆的认知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
,

国际上一些知名

的心理学家参加了会议
,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认知神

经科学的发展
。

2
.

2 生物心理学

生物心理学是研究脑和行为的科学
,

具体来说
,

就是研究脑和边缘神经系统 怎样产生行 为
,

以及行

为怎样调节脑和机体的功能
。

我国生物心理学的研

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北京大

学等大学的心理系中
,

特别是 19 94 年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脑
一

行为研究中心的成立
,

为凝聚生物心理

学的研究队伍
、

集中研 究生物心理学的问题提供 了

交流平台
。

我国生物心理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
。

最近主要的研究集中在 4 个领域
:

( 1) 应激的行为和

生理研究 ; ( 2) 条件化和免疫研究 ; ( 3 )记忆与学 习的

生理基础研究 ; ( 4) 药物成瘾
。

某些研究 已达到国际

水平
,

如在激素
、

递 质和行为的研究 中
,

首次在国际

上揭示了应激诱发行为的生物学机制
。

但是
,

对行

为的脑机制研究
,

还处于 初级阶段
,

还需要深入
、

系

统的研究
。

2
.

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我国发展心理学近 20 年得到了迅速发展
,

研究

问题涉及认知发展 (包括数
、

空间
、

时间
、

速度
、

因果

关系
、

记忆
、

分类
、

推理
、

思维
、

绘画
、

朴素理论
、

心理

理论
、

元认知等 )
、

语言发展 (语音
、

语 义
、

语用
、

句法
、

词汇和句型等 )
、

社 会性发展 ( 自我
、

攻击性 行为
、

欺

负
、

合作与分享
、

友谊
、

人格
、

道德
、

亲子关系等 )的各

个领域
,

在研究范围和深度上都有极大提 高
。

除了

研究常态儿童的发展问题外
,

我国的发展心理学家

还对超 常儿童
、

弱智儿童
、

独生子女问题 7[] 展开研

究
,

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 国际同行的关注
。

研

究对象的年龄范 围
,

从重点研究学龄前和学校儿童

向两端扩展
,

既研究婴儿
,

也研究老年
,

真正做到 了

从毕生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理发展
。

2
.

4 组织管理心理学

过去 20 多年里
,

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
,

这些变革对我国的组织

管理心理学
、

人力资源管理 的研究和应用提 出了新

的研究课题
,

促进了我国的组织管理 心理学的快速

发展
。

近些年的研究和 应用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

( 1) 领导能力的评价和选拔
。

( 2) 员工
一

职务
一

组织匹

配的人力资源管理
。

( 3) 文化和社 会变迁 中的组织

能力
。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
,

我国组织管理心理学

的研究问题与经济改革 和社会变迁密切联 系
,

更加

关注国家 目标
。

目前国家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
、

住房制度改革
、

薪酬结构水平 等重大管理决

策
,

这些决策研究都有心理学家的参与和指导
。

在近二十多年的发展 中
,

虽然我国心理学 在基

础与应用研究方 面都取得 了可喜 的成就
,

某些领域

的研究 已达到国际水平
,

但是
,

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受

到干扰与冲击
,

导致 我国心理学在各个领域的研 究

中
,

未形成达到国际水平的理论体系
,

而且总体研究

水平
、

人员队伍
、

经费支持和设备条件与国际先进水

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

如在发达国家
,

每百万 人约

有 500 位心理学家
,

在发展中国家
,

每百万人约有心

理学家 100 名
,

而我 国每百万 人中 只有心理学 家 3

名
,

这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很不相称
。

3 我国心理学的未来与展望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
,

心理学一方面

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
,

另一方面其 内部各分支领域

分化综合
,

使心理学研究得以深 入
。

这种 多学科交

叉和多层次整合的发展特点
,

既拓宽和深化了 自己

的研究范围
,

也促进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发 展
。

我国

心理学各主要分支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可以作如下概

括
。

3
.

1 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以惊人的力量推动着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
,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

认知心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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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必须顺应信息革命这个历史要求
。

有两个方面 心理健康以及心理疾病有关
,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

有

的问题需要认知心理学家来解决
:

一个是复杂信息

的处理和加工
。

各种先进的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每

天为个人和组织机构提供海量复杂的信息
,

如何更

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对个 人发展和组织机构的运转

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

在真实背景下研究复杂众多

的信息如何能为人所知
、

被人所用
、

人与机器怎样才

能更好地交流
,

这将成 为认知心理学的一大重点研

究领域 ; _二是人机交互
。

现代工业 日趋智能化
,

既要

研究在新型机器设备条件下人的认知和操作活动的

变化特点
,

同时也要研究如何根据 人的心理活动特

点来设计更具人性化的新型机器
。

加强人机交互方

面的研究
,

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工业设计
、

航空航夭

工程
、

信息工程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

这是时代和国家

对我们心理学家提出的要求
。

意识与脑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科学和哲学问

题 [” 1 近年来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采用无创伤性活

体技术直接对人的复杂神经活动进行研究
,

有望揭

开意识与脑的关系之迷
。

我国政府已经把认知科学

纳入 r
“

十五
”

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
,

一些来自不 同

领域的科学家联合起来
,

共同探讨
,

将极大地推动我

国认知研究的发展
。

3
.

2 生物心理学

当今生物心理学 的研究 已从经典的刺激
一

反应

公式化研究或脑机能简单定位的研究深入到细胞和

分子水平的研究
,

即从心理
、

行为高层次向下追究其

细胞和分子机制
,

或从细胞
、

基因和分子事件的基底

活动向上探讨心理与行为模式
。

心理学与生物学
、

医学和神经科学等结合
,

应用多种高新技术
,

为深入

认识脑功能及其与行为的关系展现了乐观前景
。

未

来需要重点开展的基础研究包括心理神经免疫学
,

即研究脑
、

行为与免疫的相互作用 ;行为神经科学
,

即研究与环境记忆
、

情绪
、

应激事件及个性易感等心

理因素有密切联 系神经生物学机制
;
药物渴求和复

吸现象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等
。

随着我国对心理健康的 日益重视
,

有关心理健

康的生物心理学研究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

如探

寻不同心理疾病 有关的易摧性 ( vu lne ar ibl iyt )基因
,

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可以包括
:

基本遗传数据与心理

健康的关系
、

脑和心理障碍遗传学
、

导致心理障碍的

遗传图潜
、

人类心理健康的时钟基因
、

识别与建构心

理障碍的遗传与环境危险因素
、

行为的基因组等 ;还

要进一步研究脑与心理健康 的关 系
,

例如知觉
、

注

意
、

记忆
、

语言
、

行为和情绪
,

这些高级心理活动都与

助于阐明心身交互作用的原理及心身疾病的发病机

理
。

3
.

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我国近几十年有关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积

累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但还有

许多方面有待改进
。

从研究问题的广度来看
,

各领

域的研究还不够平衡
,

如有关婴儿心理发展的研究

还偏少 ; 在道德发展方面
,

更多研究道德发展的认知

因素
,

较少涉及道德发展的情感和行为因素
。

从研

究的深度来看
,

虽然有些领域的研究
,

如认知发展
,

已在心理的发展机制水平上开始研究
,

与国际水平

差距不大
,

但还有许多领域的研究不够深入
,

仍处于

描述的水平上
,

如社会性发展
。

从研究方法来看
,

采

用横断比较研究较多
,

采用纵 向追踪研究较少
; 定量

研究较多
,

定性研究较 少
。

这些问题都是未来研究

中函需解决的问题
。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

有待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家们进行研 究和解决
,

如从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过程中的心理问题
、

创新

能力的培养
、

学生动手 能力的提 高
、

道德教育等
,

我

国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家应该重视研究这些问题
,

以满足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
。

在我国
,

早期教育引

起 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

但早期教育中的许多心理问

题还远没有研究清楚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
,

改变

了教育模式和人们的生活
,

这会给儿童
、

青少年甚至

成人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

如何利用积极影响
,

预防

消极影响
,

这些问题都将是对我国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家的一种挑战
。

另外
,

中国儿童智力的发展
,

其语

言能力和算数能力的卓越表现
,

已引起世界范围的

关注
。

国际上已经发表的许多跨文化研究结果证实

了这一事实阴
。

这可能与我国传统的认知理论及优

秀的教育制度有关
,

值得我们总结
。

3
.

4 组织管理心理学

中国加入 V了1飞)
、

西部大开发战略
、

信息网络的

建立以及管理体制的转换
,

这是我国组织管理心理

学发展的大背景
。

在这个背景下
,

我国的组织管理

心理学仍将继续进行领导能力
、

人力资源管理和组

织文化方面的研究
,

但需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
,

提高

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
,

如强势经济文化与弱势经济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国际间人才竞争本地化
、

跨国管

理与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与适应
、

企业民族品牌建设

等
,

从而为国家制定公共政 策和国有企业改革提供

科学建议和技术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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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息技术进入商业和管理领域时
,

不仅改变

了人们沟通的方式
,

而且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
、

组

织结构
、

管理和经营方式及交易方式
,

对信息化条件

下个体与组织的行 为适应问题
、

虚拟 团队和虚拟组

织的建设和管理进行研究也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而成为研究的热点
。

21 世纪将是 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
。

作

为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开展心

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
,

传播心理学知识
,

应用心理学

成果
,

是时代赋予我国心理学家的艰巨 任务
。

不仅

心理学的知识创新可以提升我国的整体知识创新能

力
,

而且创新能力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

其研究成

果也将推动其他学科的创新和整个民族创新能力的

发展
。

随 着中国加入 V四 ( )
、

西 部大开 发战 略的 实

施
,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都将给 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带来冲击
,

必将 出现许多与心理学有关 的新

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

有待心理学家的研究和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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