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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的心智及其生物基

础，使得其研究途径变得异常复杂。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是大量借鉴了

其他学科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同时，心理学家发展出各种精巧的实验设计和实

验范式。"#世纪末认知神经科学及其方法学的发展是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结构方程模型、多层分析技术等多元统计方法的发展将心理学

研究拓展到教育、管理、经济、医药、社会等应用领域。中国心理学坚持实证研

究、追踪国际前沿和为社会服务，其重要科学和应用价值已经显现出来，但在科

研人员数量、追踪研究、疾病心理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亟待加强。

【关键词】心理学实验，方法学，实验设计，实验范式，多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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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实验方法：
科学心理学发展的根本!

科学研究是以人类认识和改变客观世

界为出发点，揭示物质现象的内在规律为己

任，寻求这些规律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为根

本。其中，有些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比较简单

明确，易于揭示。而有些则相对复杂隐晦，

需要借助系统、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

得以澄清。因此，研究方法在人类认识自然

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更新迭

代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心理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密切相

关，但也有别于其他学科研究。它鲜明的特

点是方法的独特性。心理学的发展史几乎

就是一部心理学方法的发展史。每个重大

的心理学发现都离不开心理学研究方法的

重大突破。心理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创立奠

定了心理学的科学基础，科学的心理学研究

又促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熟

练掌握、运用各种心理学传统的、经典的、现

代的各种方法与技术，是有效进行心理学研

究的重要前提。同样，高水平的心理学研究

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研究方法，利剑在手，

才能搏击长空。

$心理学研究的特点

心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与物理、生物

等其他科学一样，心理学探讨事物的本质与

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MethodologyofPsychological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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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探讨人的心理本质、心智的起源，是科学家

长期的梦想。早在!"""年前，哲学家就开始了对

心理现象本质加以思考。科学心理学的重要标志

是强调实验方法的使用和对环境变量的控制。科

学心理学的诞生以#&%'年冯特（($()*+,）在莱比

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意在表

明心理学也可以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能够采用

实证的方法加以研究。与其他科学类似，心理学

研究需要一定的理论框架，需要收集数据，检验假

说，探讨因果关系，需要一定的变量控制机制。然

而，与其他科学不同的是，人的心理现象更加复

杂，如果说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涉及的是与

“物质”有关的现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则涉及了

与“精神”有关的现象，以及物质与精神现象之间

的关系。研究对象难以直接观察，影响变量繁多，

大量无关变量影响探讨因果关系。#""多年来，心

理学家在研究途径、实验设计与统计方法等方面

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心理学科的发展与方法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学和技术发展密不可分。

为了揭示人的心理现象，心理学家探索了各种研

究途径，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思想和技术。心理

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不断革新与改进，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心理学研究的科学程度，起到了推动

整个学科发展的作用，方法学的发展反映并促进

了心理学重要理论、学派等的发展。

!$#揭示客观外界与心理关系的早期途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能否

描述客观外界与心理的关系。#'世纪-"年代韦柏

（.$/$(0102）通过触觉的差别阈限测定实验发现

了客观外界刺激强度水平与人的感官差别阈限的

大小之间存在固定的数学关系。韦伯定律34567

6第一次定量化地揭示了生理与心理世界之间的

相互关系。费希纳（8$9$:0;<*02）进一步解决了

人对外界物理刺激的感觉阈限的测定问题，他提

出的绝对感觉阈限和差别感觉阈限概念、感觉阈

限测量的经典方法至今仍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

置=#>。费希纳对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间关系的定量

描述开辟了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之路，也奠定了后

来在心理学领域广为人知的心理测量学的基础，

让心理学有资格正式迈进科学领域的殿堂。正如

波林（.$8$?@2A*B）=!>总结到：“没有费希纳……也

许仍然会有以后一种实验心理学……可是，在实

验体系中，却不可能出现如此广泛的科学范畴。

因为，如果测量不能成为科学的工具之一，我们就

很难认为某个课题是符合科学的……人们也许可

以称他做实验心理学‘之父’……”。

#&%'年，冯特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使

用实验的方法探讨心理现象。经典的实验心理学

研究借鉴了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的思想方法，认

为复杂的心理可以分解为元素，可以建立外界物

理变化与感知变化的公式等。然而，当时研究者

认为高级心理过程不能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

因此研究结果主要依靠被试的主观报告。艾宾浩

斯（/$.11A*B<C)D）因解决了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作

为高级心理过程之一的记忆而被载入心理学史

册。他使用无意义音节作为刺激材料，控制了被

试经验、文化、教育等带来的额外变量的影响，他

提出的节省法测量学习和记忆效果使作为高级心

理过程的记忆能够被精确地量化，奠定了高级心

理过程量化研究的基础。

!"世纪初，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出现

了一批因动物心理实验而闻名的心理学家，这些

心理学家被与他们偏爱使用的特定动物关联在了

一起。如桑代克（.$E$9<@2*+AF0）的猫、巴甫洛夫

（G$H$HCIJ@I）的狗、斯金纳（?$:$KFA**02）的鸽子、

托尔曼（.$3$9@JLC*）的白鼠、柯勒（($M@<J02）的

黑猩猩。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方法论上深受进化论

问世以来的动物心理学的影响，认为人和动物在

心理上没有质的差别。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强调研

究可直接观察的外显行为N阐明能客观地加以测

量的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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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省，主张采用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

言语报告法和测验法。他们的实验将科学

研究的客观性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认知科学及认知神经科学途径

!#世纪$#年代，受信息论、系统论、计

算机科学影响，信息加工的观点被引入心理

学，产生了认知心理学。早期的认知心理学

家，如布鲁纳（%"&"'()*+(）、米勒（,"-.//0

+(）、乔姆斯基（1"2345678）、波斯纳（-"9"

:46*+(）、奈瑟（;"1+.66+(）等，他们突破了行

为主义的局限，继承了实验心理学的传统，

吸收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

套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实验、模拟、理

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知心理学家

将大脑的信息加工与计算机进行比较，更关

注复杂的心理加工，关心大脑如何将感官刺

激转化为行为，揭示其内部加工阶段过程、

信息的复杂程度等，并认为信息加工研究可

以 在 不 了 解 硬 件 的 情 况 下 进

行<=>。另一方面，认为大脑运用先天的能力

解构外部世界，从而建立一个内部表征或外

部世界的认知地图。认知心理学发展了许

多新的研究方法，在探讨人类复杂的心理现

象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仍然停留在描绘

介于感觉输入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内部表

征。大脑仍然是个黑箱。

!#世纪?#年代，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

学的结合成为重要趋势，将探讨大脑加工过

程的生物学方法引入认知心理学，产生了认

知神经科学。用电生理方法研究感觉信息

如何在动物大脑中表征，用成像方法研究正

常人的感觉和其他复杂心理过程。脑成像

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家实现了观察人脑认知

活动的梦想。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

（:46.@(4*A5.66.4*B454C(DE38，:AB）通过

测量脑的能量消耗、功能性磁共振技术

（F)*G@.4*D/5DC*+@.G(+64*D*G+.5DC.*C，F-0

H9）通过测量脑血流的耗氧量，观察人在进

行认知活动时大脑各皮层区域活动模式<I>。

认知神经科学与分子生物学的结合，促使了

认知神经生物学的诞生，使科学家能在分子

水平上探索思维、记忆、意识等心理加工过

程。诺贝尔奖获得者J"2(.G7认为，意识所

涉及的是注意和短时记忆相结合的神经机

制，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K>。2(.G7

关于意识的惊人假设和通过视觉注意和短

时记忆研究视觉意识的具体建议，引起了

大批认知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计算神

经科学家的广泛兴趣。认知神经生物学试

图揭示神经细胞群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分

子传导信号通路是意识的基础，从而解决精

神的本源问题。

心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发展

密切相关。如，近K#年生物学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使从分子水平进行认知心理研究成

为可能。研究人类认知心理的生物学基础，

成为科学界重大前沿问题。!#世纪之交，

科学家发现个体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是很精

确的，它们在皮层通路和皮层中过滤并转换

感觉信息。然而，输入神经纤维不是高保真

的录音机，“感觉是一个精华摘要，不是外部

世界的复制品”<$>。通过综合行为主义和认

知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新

兴的认知神经科学已经可以回答哲学家们

思索了将近!###年的问题：大脑是如何获

取客观世界的知识的？大脑中有多大部分

是遗传而来的？先天的心理功能是否使我

们以一种既定的方式感知世界？这些问题

已经不再是思辨的哲学研究课题，而已成为

当今实验研究中硕果累累的领域<L>。多种研

究技术，如脑功能成像技术、神经心理学方

法、计算机模拟、认知分子生物学、行为遗传

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出现和结合，对心理学研

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今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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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正在与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计算

机科学家、化学家携手揭开人类心理的秘密。

!$&实验室研究和自然实验研究途径

一个多世纪里，许多构思独特、设计精巧的研

究，提出了新的假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激起了

大量相关研究，不断拓展和完善着我们对人类行

为和心理的认识。在发展过程中，心理学研究逐

渐分化成两大类，即实验室研究和自然实验研

究。前者广泛应用于认知心理学等分支，采用反

应时、眼动追踪、脑电和脑成像等先进技术手段，

通过严格控制的实验环境和严谨的实验设计排除

大量干扰因素，操纵研究者关心的有限自变量的

有限水平（分类变量），探索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

的因果关系。而自然实验研究主要在不加控制或

在有限干预的相对自然条件下进行，研究者依照

实验计划对社会生活中的行为现象进行搜集、整

理和分析，该类研究广泛用于发展心理学、教育心

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其中，追踪研究作为自

然实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学、心理学、

教育学、经济学等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可以研究

个体的发展趋势及个体间发展趋势的差异，其最

重要的优势之一是能够推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系，非常好地探讨个体水平随时间的变化'()*+。

&实验设计是心理学研究的精髓

&$#心理学实验设计

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研究方法是构成科学研

究的&个基本要素。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

问题产生的根源，研究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前提，研

究假设是关于研究问题的因果关系的推论，研究

方法是检验研究假设的正确与否。因果关系在心

理学上被表达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为

获得“纯净”的因果关系的证明，主要的工作是控

制那些影响因变量的其他变量——额外变量，科

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控制也在这里得到充分的

体现。因此，围绕自变量、因变量、额外变量之间

关系展开的工作就是实验设计的过程。心理学家

已经发展出了形式多样的实验设计类型。如，依

据实验中含有自变量的数量多少，把实验分为单

因素实验和多因素实验；依据实验中每个因素上

分配被试随机化程度，又把实验分为被试内实验、

被试间实验以及混合实验。心理学研究以其精巧

的实验设计而著称，一些在科学心理学发展史上

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改变了人类的认识'#"+。

&$!实验范式的发展

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心理学中，为了验证某种

假设，以及发现某些有意思的现象，实验者会设计

具有验证性目的的实验。有些实验比较经典，被

有相同或类似目的的后来人多次沿用，就形成了

一种实验范式（,-.-/012）。实验范式就是相对固

定的实验程序，包括实验的目的、具体流程、手段

等。例如，在有关外界刺激引起个体行为反应的

心理学研究中，有些外界刺激的强度足够大，能够

达到个体的阈限水平，引起个体的主观感受。有

些刺激的强度较弱，未能达到个体的阈限水平，个

体主观上难以感受到它的存在。从科学心理学诞

生到!"世纪&"年代，绝大多数的研究侧重于探讨

阈上刺激的心理加工过程，很少涉及到阈下刺激

的心理机制。直到心理学启动范式（,.020314-.-)

/012）的创建，为研究阈下刺激的心理机制开启了

一个新纪元'##+。启动是指由于先前相关经验导致

个体对当前刺激的敏感性发生了改变。通过操纵

启动刺激的呈现时间，可以观察这种先前经验，阈

上或阈下刺激，引起的启动效应。如，567789:;<-

和 =.-0316.

'#!+先给被试短暂阈下呈现（#%毫秒）一

幅视觉启动图形（猫），相隔&#%毫秒后再呈现一

个视觉目标词（如狗）。目标刺激分为人造物（如

器皿、交通工具等）和自然物（如哺乳动物、蔬菜）

两个语义类别，被试的任务是判断目标词是人造

物还是自然物。结果发现，被试对目标词的反应

时间受启动类型的调节：完全相同启动（如

5>1)/>1，?&@毫秒）与类别相同启动（如5>1):-A，

?!(毫秒）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它们均显著快于

不同类别启动（如5>1)B0C6，?@(毫秒）。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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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尽管启动图形处于阈下加工状态，但它

的语义得到了激活和扩散。启动范式目前

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感

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维等，使人们对这

些领域的阈下无意识加工过程有了较深入

的了解。研究者还使用!"#$、%&'、&#%(、

单细胞记录等技术直接记录了阈下视觉刺

激引起的大脑神经信号的降低)*+,。

在婴儿知觉和认知发展领域，-.世纪

/.年代，心理学家从信息加工角度发展的

新研究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对婴儿早期知觉

发生发展的认识。利用婴儿喜爱熟悉的或

复杂的视觉刺激的特点，通过系统操纵呈现

给婴儿的刺激，使用视觉偏爱（01(234567!768

79:7）范式，记录婴儿在关键刺激上的注视

时间和频率，可探讨儿童早期认知的形

成 )*;,。使用新奇偏爱和习惯化（<=>74?@

567!7679:739AB3C1?3?1=9）范式，可探讨儿童

早期知觉辨别的形成。在过去几十年中，这

些便捷可靠的研究范式使研究者有机会“观

察”了大量的视知觉发生发展过程，如婴儿

视觉敏感度、模式知觉、面孔知觉等。研究

范式还扩展到婴儿注意、记忆、语言习得、物

体知识、分类、概念形成等广泛研究领

域)*D,。同时这些研究范式允许观测的研究

对象的年龄越来越小，使我们有可能探讨知

觉和认知的起源。认知起源的研究也受到

新方法技术的极大推动。如，半个多世纪以

来，乔姆斯基提出的先天语言装置的假说吸

引了无数研究者。-.**年，一项新生儿的

!"#$研究给出了有意思的回答)*E,。研究者

让出生两天的新生儿在机器中“听故事”，设

计正常语言、只有语调（B2FF7A(577:B）和

拉平调（!43??797A(577:B）的+种条件。结果

发现婴儿出生就可以接受语言输入。新生

儿脑皮层对正常语言有反应，对只有语调和

拉平调的语言刺激不反应。语言刺激主要

激活了颞叶，而额叶没有激活。新生儿的语

言激活脑区是双侧的。新生儿颞叶和额叶

脑区的腹侧通路白质纤维束连接已经形成，

而背侧通路还不完善。这项研究大大推进

了我们对语言习得的先天与后天争论的认

识。

;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是揭示心理学

现象本质的保证

;G*数据采集技术

心理学研究趋向和方法论的每一次变

革，都得益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研究

方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整个

学科发展的作用。在数据采集方面，反映内

外部刺激引起的心理活动的外部指标有多

种，如反应时、正确率、心率、血压、呼吸、脉

搏、神经递质成分、激素含量、神经活动的频

率与强度、血氧含量等等，对这些指标加以

客观、准确、有效地记录是研究者所期望

的。因此，记录手段与技术的改进也一直伴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进程，甚至推动着心

理学研究向更深层次的迈进，这可以从反映

人类心理活动的经典指标之一——反应时

记录手段的不断改进中得到清晰的证明。

早期记录反应时的直尺计时器，是简单机械

计时器的一种。后来发展出复杂机械计时

器、电子计时器，使得反应时的记录越来越

精确。尤其是计算机的出现让心理学实验

的普及成为可能，今天，大多数心理学的实

验可以通过心理学专用实验设计软件进行

编程，并在计算机上得以实现，它能自动化

地呈现刺激、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使实验控制更加流程化。

近二三十年，心理学实验技术得到了迅

速发展。尤其是一些高端技术手段被大量

采用，如!"#$、&#%(、%&'、近红外功能性光

学脑成像技术（!29:?1=9349736819!6367A(57:8

203

心理学实验方法：科学心理学发展的根本



!"#!

年$第
!%

卷$增刊

心
理
学
研
究
方
法
论

M
e
th
o
d
o
lo
g
y
o
f
P
sy
ch
o
lo
g
ic
a
lS
ci
e
n
ce

&'()*(+,，-./0）、脑 磁 图（12345&(54*5+627(3'28

+6,，19:）、快速经颅磁刺激（;'24)*'24<271238

45&<*=&<>?72&<(4，;1=）技术、眼动记录技术、生理

多导记录技术、生物反馈技术乃至基因技术等

等。这些技术使人们得以精细观察来自外部刺激

引起的脑内不同区域的神经活动规律，从而更好

地理解脑与行为的关系。如，在经典的“后续记忆

效应”的研究中，在最初的学习阶段，通过采用

90@技术记录被试在学习语词或图片过程中诱发

的90@)波形，预测在随后的记忆测验阶段哪些

“学过了”的刺激能够被记住。作为记忆的编码阶

段很早就被研究者所关注，但采用正确率等的技

术指标却无法揭示同样程度的学习为什么有些刺

激能够被记住，而有些刺激不容易被记住A#%8#BC。

D$!多元统计方法

无论是实验室研究还是自然实验研究，都要

基于对实验数据的恰当处理、分析和统计，得到实

验结果进而得出理论上的推断。因此，统计方法

是心理学研究极为重要的方法学基础，也是使心

理学由对现象的简单描述或思辨升华为真正科学

研究的重要依靠。由于涉及的变量较少，实验室

研究往往采取较简单的方差分析方法（E427,)<)

(-F2'<24*5GE.HFE）作为统计手段；而自然实验

研究则依靠更为复杂的回归分析、结构方程等统

计方法。

!"世纪%"年代以来，随着多元统计方法和计

算机软件的迅速发展，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探寻多

个自变量与多个因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或因果关

系的方法与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新一代统计

分析方法最突出的发展是结构方程的发展和应

用。很多心理、社会研究中涉及的变量，即潜变量

（如学业成就），难以准确、直接地测量，而结构方

程模型中可以通过测量外显变量（如语文、数学、

英语成绩）作为潜变量的指标，分析涉及潜变量的

复杂关系A#IC。结构方程模型拓展了心理学研究的

思路，使研究者有可能提出和检验更丰富的假说，

使多变量、交互作用、多指标、潜变量的探索成为

可能。结构方程模型既可用于实验设计的研究中

也可用于非实验设计的研究中。

!"世纪B"年代后，大量计算机程序的发展使

结构方程模型的使用扩展到发展心理学、行为遗

传学、教育、公众健康等领域。另一个突破性发展

是多层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教育、管理、经

济、医药、社会领域研究中，取样常常包含嵌套结

构，传统分析方法简单忽略数据的层次结构导致

估计误差A!"C。例如在跨文化研究中，探讨国家经

济发展的差异如何与成人教育程度相互作用以影

响生产效率，这个数据的重要特点是它的层次结

构，当考虑国家水平的经济指标和教育的家庭信

息与个体生产效率的关系时，家庭是嵌套在国家

里的。多层分析技术解决了困扰社会科学多半个

世纪的生态谬误问题，大大减少由于忽略取样的

嵌套结构引起的统计误差。

D$J实验设计与统计方法的融合

D"年前，人们认识到多重回归和方差分析本

质上属于相同的数学模型，后者是前者的特例，二

者均属于一般线性模型（:545'27K<452'1(L57G

:K1）。:K1还包括多重回归和方差分析的多因

变量扩展，典范回归（*24(4<*27'53'5))<(4）和多元

方差分析（1E.HFE）及探索性因素分析A!#C。因

此，从统计方法上来说，实验室研究和自然实验研

究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从研究的需要上

来说，使用方差分析为主要统计方法的实验室研

究，往往考察的是自变量的有限几个水平。例如，

在语言加工的研究中，以往以词频作为自变量的

研究通常将频率人为地划分为高频、低频两类，以

符合方差分析对自变量的要求，但却抹杀了频率

为连续变量的本质。因此，研究者迫切需要新的

统计方法帮助他们把握在自变量的整体范围内因

变量的变化轨迹，以获得更全面的因果关系。事

实上，近年的一些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开始将两类研究进行有机的结

合。在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尝试在实验中加入

连续变量（而非传统使用的分类变量），以把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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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在更大范围内对因变量的影响。显然，

如果没有得力的统计方法加以支持，这些结

合的尝试不可能获得成功。研究者近期在

许多研究领域，如生物、农业、经济等领域，

追踪数据、重复测量、区组设计、多层次数据

等，常用的一种统计方法就是线性混合模型

（!"#$%&'"(')*$+,-!''）。线性混合模型

也是属于一般线性模型范畴内的一类数学

模型，不仅可以与传统的方差分析一样包含

固定效应（."($*$..$/0,），同时也可以假设在

被试和项目等多个水平存在随机分布（&%#1

*)2$..$/0,），进而减小统计残差3445。此外，

一般线性模型的自变量既可以是分类变量，

也可以是连续变量，它更适用于更一般、更

自然的实验数据分析。例如，在678、97)8、

:%#和;+"$<+的研究中34=5，利用一般线性模

型考察了汉语阅读中视觉复杂性对前视野

词汇切分的影响，发现在复杂性提高时词汇

切分加工更容易失败。其中，视觉复杂性以

笔画数作为指标，以连续变量的形式进入方

程。如果将这个变量转化为分类变量（分为

高复杂性和低复杂性两种），则会丢失变量

的很多信息，难以反映变量的本质。

>心理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发展和

展望

回顾中国心理学近百年的发展，一个重

要特点是，我国心理学坚持实证研究、坚持

追踪国际前沿和为社会服务，使中国心理学

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特别是改革开

放后的=?年间，我国心理学家紧跟国际前

沿，一些研究领域在研究思路、水平和成果

上都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在一些研究上获

得重要的原创性成果。如中科院脑与认知

国家重点实验室陈霖院士提出的拓扑性质

知觉理论34@14>5，就“知觉过程从哪里开始”的

根本问题，向近代占统治地位的“由局部性

质到大范围性质”的理论提出挑战；中科院

神经所郭爱克院士团队系统性地开创了果

蝇的“认知”研究34A14B5，在探索“智与愚”的神

经生物基础的科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科学

意义。

近年来，国内建立了一批大型心理学研

究平台。4??>年初以来，新建了一批国家重

点实验室、中科院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及各高校实验室或实验中心。

这些研究平台为我国心理学开展高水平的

研究工作，吸引优秀国内外人才，组建有特

色的研究队伍，建立跨学科合作，开展团队

攻关，提供了重要保障。各高校、研究所设

置了更加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统计课程，大量

的方法学、统计教科书的出版，中国心理学

会、香港中文大学等单位及国际专家进行的

方法学和统计培训，为青年教师、研究生队

伍提供了更加专业化的研究训练并深化了

他们对心理学科学性质的认识。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核磁共

振成像、脑电、近红外、眼动等高端心理学实

验设备开始服务于国内许多心理学研究机

构，为国内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

过去C?年，拥有DEF,数量由几台跃升为百

台。更加昂贵的.'EG设备，在本世纪初期

只有中科院生物理所拥有C台专用设备，但

到4?CC年，国内可用于心理学科学研究的

.'EG设备已达两位数。尤其近>年，国内心

理学界在国际心理学影响较高的学术杂志

发表了很多优秀论文，这些高端设备功不可

没。

然而，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的研究设备总体水平还相对落后，

需要得到国家进一步的重视和支持。我国

心理学研究队伍总体上偏小，在各个研究领

域分支上的研究者相对较少，难以形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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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持续性、深入性的研究，缺乏一些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使我国心理学难以产出一些大型原创性

成果。如，追踪研究是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

济学等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可以研究个体的发

展趋势及个体间发展趋势的差异，其最重要的优

势之一是能够推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些使

用追踪研究获得的重要成果是其他方法不可替代

的：芬兰研究者&!'(在一项长达#"余年的追踪研究

中揭示了芬兰语阅读障碍风险儿童的遗传、早期

脑电和行为预测指标，对在全社会开展早期干预、

降低阅读障碍风险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美国国家

心理健康研究所（)*+,）-./00&1"(的一项#2年的

脑发育纵向研究揭示了儿童青少年期额叶、顶叶、

颞叶的灰质发展曲线，揭示了额叶发展趋势对个

体计划、决策、元认知等复杂认知过程的影响，及

经验在皮层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与许多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长期追踪研究还相

对较少，今后需要得到国家更多的重视和增加支

持力度。在一些新兴发展的研究领域，我国心理

学家还需要实行更大的跨学科合作，如，认知分子

生物学、认知神经生物学、行为遗传学、分子遗传

学、基因与脑成像结合等被认为是今后#"年重要

的研究发展方向，心理学与生物学、神经科学、医

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建立的广泛

跨学科合作将对中国心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对国

际的贡献起到重要作用。另外，我国是一个人口

大国，在病理心理学研究对象及脑功能障碍患者

的多样性和资源广泛性方面有巨大的优势，更多

关注和支持心理障碍和脑损伤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方面的研究将会推动中国心理学研究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总之，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发展依然有赖

于如何更好地坚持科学的道路，同时更好满足经

济、科技不断发展的社会与大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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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华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语言的认知神经机制、儿童语

言、阅读发展及阅读障碍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和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及国际合作基金

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余篇。>D/123G05*5*1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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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泰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育心理为讲座教授，国际应用心理学会教育心理部主席。研究兴趣包括：

教育心理、学习动机、研究法、应用统计。在主要心理学期刊上，如，!"#$%&'()*+&,-.-/%*012-3$('.-45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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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型的高级统计培训班，致力于推动国内教育学及心理学研究。>D/123GJ)51*H&*5J$'6*$5J

刘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秘书长。#LLM年毕业于

山西大学数学系数理统计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N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获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心理测量与评价，统计分析方法理论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关注统计与测量方法新进展及

应用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从事的应用研究有考试测评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在心理

学研究中的应用。>D/123G5,32*H-(*$'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