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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心理学七十年

林崇德

(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今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这

70 年，中国的发展心理学也赢得了长远的进步，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影响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的进

步有三个因素: 西方的发展心理学、苏联的发展心理

学和中国古代的心理发展的思想。中国的发展心理

学 70 年，正是对西方的发展心理学、苏联的发展心

理学、中国传统的心理发展的思想继承与创新的 70
年，也是中国心理学家艰苦奋斗的 70 年。

1 中国的发展 心 理 学 70 年 学 科
发展的总趋势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 70 年是发展心理学学科发

展史，呈现了历史变革的许多特点。
1. 1 不应该忘记对发展心理学探索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有一批留洋学习心理学

的前辈，他们回国后成为中国的心理学的开拓者，其

中有不少是发展心理学探索者和先驱。
1. 陈鹤琴( 1892—1982 ) ，南京高师( 现南京师

范大学) 教授、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创办南京

鼓楼幼儿园。1925 年，根据教学与研究材料，写成

《儿童心理之研究》( 上下册)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本自著的儿童心理学。
2. 黄翼 ( 1903—1944 ) ，浙江大学教授，创办了

培育院( 2. 5 ～ 5 岁) ，做过儿童物理因果概念以及儿

童的泛灵论思想等方面的研究。1946 年，在正中书

局出版了《儿童心理学·编著旨趣》。
3. 肖孝嵘 ( 1897—1963 ) ，中央大学、复旦大学

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对心理学研究范围很广。
20 世纪 30 年代它不仅介绍了西方儿童心理学，而

且修订了墨跋智力量表，在测定和发展儿童的智力

方面做出了成绩。
4. 孙国华( 1902—1958)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重视比较心理学的

研究，专长儿童心理学，是位有声望的儿童心理学家

与动物心理学家，为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动

物心理实验室。
5. 陆志韦( 1894—1970) ，东南大学、燕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授、学部委员，他对儿童心

理学的主要贡献是 1926 年和 1936 年两次修订比

纳 － 西蒙智力量表为中国的比纳西蒙智力测验。
以上五位是中国的发展心理学早期研究的杰出

代表，其中有四位的研究工作是 1949 年之前，即 70
年之前做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开拓性地探索了中

国学前儿童的心理，创办了诸如幼儿园等研究机构，

修订了国际上著名的儿童发展的测验工具( 量表) ，

但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心理学，尽管做了

一些研究，撰写了《儿童心理学》，但属于自己的研

究并不多，而且未形成自己完整的儿童心理学体系。
1. 2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 70 年的变迁

从 1949 到 2019 年，中国的心理学经历了五个

变迁: 恢复、改造时期 ( 1949—1958 ) ，对 1949 年之

前，即 70 年以前的心理学的整顿并恢复研究; 批判、
挫折时期 ( 1958—1959 ) ，一场心理学界的大批判，

围绕心理的阶级性展开了大辩论; 初步繁荣时期

( 1959—1966) ，全国几所大学(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 开设了心理学专

业; 停 顿 时 期 ( 1966—1978 ) ; 空 前 活 跃 发 展 时 期

( 1978 年之后)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发展心理学

也经历了这五个变迁的过程。
1. 3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 70 年发展的表现

1978 年，迎来了党的改革开放大好时机。从

1978 到 2019 年，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在改革开放的

光辉 40 年里获得了发展，主要表现在队伍发展、学
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三个方面。

1. 队伍发展。1949 以后，搞发展心理学的人并

不多，而且主要分布在师范院校。1952 年，高校经

过院系调整，只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内设有一个心理

专业。1959 年左右，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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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杭州大学( 现合并进浙江大学) 先后在教育系里

建立心理专业且开始招生。中国心理学家 80% 以

上在高等师范院校工作，在师范院校里，又有 70%
左右的心理学家是搞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
1978 年以后，由于学位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心理系的

纷纷创建，中国发展心理学逐步拥有强大的教学科

研队伍。从 1981 年全国的 4 个心理系扩展到今天

的 360 所高等院校都设有心理学系院或专业，并拥

有相应的发展心理学教研队伍。
2. 学术活动。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的学术活动，

尽管有各心理学院系或专业自行的和通过承担研究

课题来开展，但中国心理学会，尤其是发展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63 年中国心理

学会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就是儿童与教育心理

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潘菽挂帅，组

成潘菽、朱智贤、彭飞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1984
年，考虑到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有

一定差异和从业人数比例太高，故将其分为两个专

业委员 会。刘 范 ( 1984 ) 、朱 曼 殊 ( 1989 ) 、方 富 熹

( 1993) 、董奇 ( 2001 ) 、邹泓 ( 2009 ) 、方晓义 ( 2017 )

先后担任了专业委员会主任。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在组织国内外学术活动、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开
展学术交流方面成为重要的支柱。2005 年，发展心

理学专业委员会举办了第九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大

会共有 357 人参加，共收到论文 322 篇。从第九届

开始，与会人数和收到论文都基本保持这样的数量

并略有增长。今年是建国 70 年，发展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在天津举办了第十五届学术年会，与会代表

400 多人，收到投稿 350 余篇，举办 3 场主题报告，

12 场专题报告，3 场师生圆桌研讨会，4 组共 157 篇

张贴展示。在认知神经科学和应用心理学越来越受

欢迎的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参加发展心理学专业委

员会举办的年会，说明发展心理学具有旺盛的生

命力。
3. 研究成果。从业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

报告的数量看，中国发展心理学在中国整个心理学

领域 所 占 比 例 最 高。对 1978 ～ 2008 年《心 理 学

报》、《心理科学》、《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科学

进展》这四本心理学代表性核心期刊所载的发展心

理学方面文章的分布情况每五年做一回顾，分别是

84、249、349、442、309 和 548 篇，表现出一个迅猛发

展的趋势。近 10 年，中国的发展心理学论文更是呈

现增长的趋势。不仅发展趋势迅猛，而且还出现了

诸如认知发展神经科学、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等新

的研究。这里特别要指出，除了上述四本中文杂志

之外，2008 年统计，我们已在国际各种杂志上发表

上百篇发展心理学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009 年

后，几乎每年以 10 ～ 15% 的增速在国际学术刊物上

发表学术成果，做到了国际上有的，我们也在开展研

究; 国际上新的课题，甚至还没有的，我们也在投入

研究。

2 朱智贤是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的
奠基者
朱智贤 ( 1908—1991 ) ，江苏赣榆人，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心理学家、教育家。
2. 1 对朱智贤的简评

朱智贤是位毕生奋斗者。他家庭出身贫寒，靠

一生奋斗，成为著名学者。他在《八十感怀》中写

道:“甘为孺子牛，树人教为先”、“我今已老骥，仍愿

奋蹄前”。他经历了上中师、大学、留学的求学之

路。在中师毕业前，不仅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

表了“儿童字典的研究”，而且为小学教师写出了

《小学历史教学法》( 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 在大学

四年级时出版了大学教材《教育研究法》( 正中书局

1934 年) 。1938 年，他 30 岁时当了教授; 1947 年，

他任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达德学院( 郭沫若任

院长) 教务长兼教授; 1949 年，到北京任人民教育出

版社创社时期副主编; 1951 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整整工作了 40 年，直到逝世前，他还经常说:

“我抓住了一切的机会工作，虽然年龄、精力不行

了，但我没有偷懒。”他“垂暮之年为党的事业再立

新功。”
朱智贤是位爱国主义者。1936 年他赴日本，任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教育学研究室研究员，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放弃马上要获得的博士

学位，毅然决然地回国。他从 1938 年担任教授开

始，始终参加进步活动，尤其是 1941 年反对皖南事

变被学校解聘，而他却对校方说: “往正道上走! 人

各有志嘛!”经过多年的革命活动的实践，他对中国

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立下了为党和国家事业

奋斗终生的决心，终于在 1979 年他 71 岁那年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智贤是位马克思主义者。早在日本留学和工

作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了《资本论》，

1938 年在位于桂林的江苏教育学院担任教授时，由

于接触一批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使他对马克

思主义加深了认识，他开始学习俄文，阅读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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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著作。也从那时候起，他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研究儿童心理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特别

是在探讨儿童心理发展中关于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教育与发展的关系及年龄特点

与个别特点的关系等方面，造诣颇深，有独到见解，

为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儿童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2010 年《中国哲学年鉴》有一篇《朱智贤的心理学哲

学理 论 思 想 及 其 形 成 和 发 展》的 论 文 ( 赵 璧 如，

2010) ，正是对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观的阐述。
朱智贤是位创新者。他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儿

童心理学著作; 主持了第一个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

发展的国家级课题;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发展心理学

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研究所; 创办我

国第一本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学术刊物———
《心理发展与教育》; 培养了我国第一位心理学( 教

育学) 博士，等等。早在 1982 年 10 月，杭州大学

( 今浙江大学) 前校长陈立教授收到朱智贤教授的

《儿童发展心理学问题》一书时，给朱智贤写了一封

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新中国成

立后，心理学界能就一方面问题成一家之言者，实为

少见。老兄苦心深思，用力之勤，卓有硕果，可谓独

树一帜。”这“独树一帜”就是创新。
朱智贤是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的奠基者。为什

么? 我们在下面展开来分析。
2. 2 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

1962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朱智贤的《儿

童心理学》，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以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为哲学基础的、批判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密
切联系中国实际的发展心理学教科书，而且成为

1966 年前( 特定的历史时期) 唯一正式出版的具有

完整体系的心理学教材。
《儿童心理学》是继承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朱

智贤早年学习的是西方心理学，他娴熟的是苏联心

理学，他忠诚的是中国古代的心理发展心理学思想，

因此继承性与民族性使朱智贤成为发展心理学研究

中国化的首创者。他以《儿童心理学》为基础，一是

系统地研究中国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的现

实问题; 二是在借鉴来自西方与苏联的理论和方法

论的同时，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智慧的方法论，《儿

童心理学史》与《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就是他探索

本土化的代表著; 三是力求建立中国的发展心理学

的知识体系，特别是理论体系，《儿童发展心理学问

题》就是他的理论体系的论文选，以此阐述了心理

学，含发展心理学的中国化的内涵。
《儿童心理学》展示了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的理

论体系。如上所述，朱智贤在《儿童心理学》中首先

提出儿童乃至人类心理发展的规律问题，即先天和

后天、外因与内因、教育与发展、年龄特征与个体差

异的四大关系。对这四个理论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在

中外发展心理学史上有过不少，但像朱智贤那样统

一地、系统地、辩证地提出，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正

如《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1986) 中所说，朱智贤的这

些理论为建立中国科学的儿童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朱智贤于 1979 年和 1981 年分别在美国与日本心理

界和教育界对他所提出来的人类心理发展的基本规

律做了阐述，给国际心理学和教育学同行留下了较

为深刻的印象。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坎波斯( J．
Campus) 教授和日本著名发展心理学家东洋先生还

多次给予赞扬的评价。
《儿童心理学》呈现了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的完

整结构。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朱智贤发表的

《有关儿童心理年龄特征的几个问题》( 《人民日报》
1962 年 3 月 13 日) 一文中，他提出系统地、整体地、
全面地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他反对贝尔曼 ( Bel-
man) 单纯地以生理发展作为年龄特征的划分标准，

反对斯特恩( W． Stern) 以种系演化作为年龄特征的

划分标准，反对皮亚杰( J． Piaget) 以智力或思维发展

作为年龄特征的划分标准。他提出了在划分儿童心

理发展阶段时，应该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矛

盾或特殊矛盾; 二是既要看到全面 ( 整体) ，又要看

到重点。这个全面或整体的范围是什么? 他以为应

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和四个有关方面。两个主要部分

是: 认识过程( 智力活动) 和个性品质; 四个有关方

面是: 心理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教育条件，生理的发

展，动作和活动的发展，言语的发展。这就是《儿童

心理学》的结构。
2. 3 为什么评价朱智贤是中国发展心理学的奠

基者?

国际心理学界评价普莱尔 ( W． T． Preyer) 为科

学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主要从时间、内容、方法和

影响四个方面来决定的，是缺一不可的。
从时间上看，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是较早出

版的一本，尽管 70 年前有《儿童心理学研究》与《儿

童心理学·编著旨趣》，但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
在时间上仍属于既早且全。

从写作的目的和内容上看，朱智贤之前的学者，

没有以儿童心理发展作为研究的课题，由于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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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限制，仅仅作为“介绍”儿童心理学，而朱智贤

是按照国家对编写儿童心理学教科书的要求编写了

《儿童心理学》，其内容具有完整的体系，既是相关

的理论，又有儿童青少年各阶段心理发展的特征。
从研究和方法上看，朱智贤不仅根据儿童心理

发展各年龄特征指出相应的研究方法，而且主持了

国家级的第一个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课题，以充

实中国儿童心理发展的科学依据。
从影响上看，《儿童心理学》一出版，就成为中

国各高校心理系和专业的教材，且持续使用了半个

多世纪，连同朱智贤其他创新研究和创新成果，其影

响度是非其他的发展心理学家可以相比拟的。201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朱皕教授负责修订朱

智贤的《儿童心理学》第 6 版。

3 20 世纪 80 ～ 90 年代的协作组
为开启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
做出贡献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界出

现了许多的协作研究组，积极地进行中国儿童青少

年的心理发展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 1 认知发展协作组

组长: 刘范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成员: 张增杰( 西南大学) 、沈家鲜( 华南师范大

学) 、吕静( 杭州大学) 、左梦兰( 云南师范大学) 、孙
昌识( 陕西师范大学) 、李文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 、方富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方格( 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等教授。
成果: 最初开展儿童数学认知的研究，后来研究

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儿童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包括儿

童的时间、空间、顺序、运动和因果关系认知的研究。
《心理学报》发表了 15 篇由刘范与李文馥、方富熹、
方格等在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有深度的科学论文和

研究报告。
3. 2 语言发展研究协作组

组长: 朱曼殊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许政媛( 北

京大学)

成员: 主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与北大等专家，如

缪小春教授等。
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主要研究儿童指物交流、各

类词汇、各种句型发展特点、正常与弱智儿童语言发

展的特点等。《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发表了 16
篇由朱曼殊与缪小春、武进之、张仁俊等在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有深度的研究报告。北京大学许政媛

教授等针对婴儿群体的研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他

仍对三岁前儿童言语发展过程、阶段、特点、规律及

影响因素作了分析; 对模仿、强化或模仿与强化的结

合、父母活动以及儿童的自主性等因素的作用作了

深刻的分析。
3. 3 道德发展研究协作组

组长: 李伯黍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成员: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岑国桢、陈会昌( 后

调北京师范大学) 、曹子方等教授，以及全国基础教

育界的协作者。
成果: 协作组采用科尔伯格 ( L． Kohlberg) 的研

究方法，围绕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判断发展开展

了调查研究，涉及对行为负责的道德判断、各种道德

观念( 公有、公正、集体、惩罚、友谊、利他等) 发展、
影响因素、不同民族、道德情绪归因，以及道德判断

能力测验工具编制。《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

理发展与教育》发表了该协作组 14 篇相关的研究

报告。
3. 4 青少年心理发展协作组

组长: 林崇德教授 ( 北京师范大学) 、沈德立教

授( 天津师范大学)

成员: 姚平子( 陕西师范大学) 、周镐( 华中师范

大学) 、李山川( 安徽师范大学) 、沙毓英( 云南师范

大学) 、陈庆良( 贵州师范大学) 、武珍( 浙江师范大

学) 、傅安球( 上海师范大学) 、刘慎年( 哈尔滨师范

大学) 、魏华忠、杨丽珠( 辽宁师范大学) 等教授。
成果: 对十个省市在校青少年理想、动机、兴趣

的特点、二十三省市在校青少年思维的发展、二十九

省市离婚家庭儿童青少年心理特点等展开了研究，

成果发表在《心理学报》、《心理发展与教育》和很多

高校的《学报》上。
3. 5 超常儿童研究协作组

组长: 查子秀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成员: 全国高校少年班、中学超常班的教师和施

建农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施建农是

查子秀研究员的主要助手。
成果: 系统地对超常儿童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实

施超常教育，涉及超常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元
记忆和人格特点，进而开始运用 PET、FMＲI、EEG、
EＲP 以及行为遗传学技术来探索能解释超常智力

的原因。《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发展与教

育》发表了该协作组有代表性的 13 篇学术论文和

研究报告。
3. 6 现代小学数学研究协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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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 刘静和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成员: 全国小学数学研究合作单位 ( 28 个省市

2500 个学校) ，张梅玲研究员是刘静和研究员的主

要助手，主持了这项研究。
成果: 提出以“1”为基础标准，揭示数以及小学

数学中的部分与整体关系并以此为主线来重新构建

现行教学大纲范围内的小学数学知识结构，以塑造

儿童良好的认知结构。研究成果不仅有在《心理学

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而且出

版了《现代小学数学》教材，在小学教育界产生了较

深较广的影响。
鉴于上述众“协作组”的介评，使我们看到其在

20 世纪 80 ～ 90 年到发展心理学各协作组的贡献:

一是建设与锻炼了研究队伍; 二是扩展完善整个中

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 三是与国外、境外发展心

理学界乃至心理学界的联络并接轨; 四是增进心理

学界的交流; 五是丰富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

果。因此，当年的协作组的工作，对今天中国的发展

心理学的繁荣是项奠基的工程。

4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变迁与现状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心理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基本上与国际发展心理学在同步发展。
4. 1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近 30 多年的变迁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近 30 多年的变迁主要是从

儿童心理学到毕生发展心理学到发展科学; 儿童青

少年心理研究仍是主体，但出现年龄上的两级研究

发展趋势，即婴儿期和老年期的研究逐渐增多，体现

了中国的毕生发展心理学的成熟。
对婴儿心理，特别是与国际接轨的婴儿动作和

社会性的发展，代表性的有董奇、庞丽娟、许政媛、孟
昭兰、李红、杨丽珠和张向葵等教授的研究。董奇等

结合婴儿爬行动作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取得丰富

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出生季节与婴儿爬行动作的关

系; 婴儿的爬行经验与其空间认知能力发展的关系;

婴儿爬行与其共同注意能力发展的关系; 对爬行经

验与依恋以及与其情绪情感发展的关系等等。
老龄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加快，2000 年我国正

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中国的老年心理学研究

的代表人物是许淑莲、申继亮、韩布新和王大华等专

家。许淑莲和申继亮还主编了《老年心理学》。研

究者围绕认知老化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认知老

化模型。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对认知老化的机

制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探讨了基本心理能

力老化的中间变量，发现感觉功能，加工速度和加工

容量是基本心理能力老化的重要中介变量，基本心

理能力老化的中介作用呈现出层次性。
4. 2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体制的变化

所谓研究体制是指研究的组织制度、对象领域

和方向趋势，它包括横的整体化的变化，即研究广度

或范围与研究体制纵向化，即重点的变化。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横向整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与多种学科综合交叉的发展上。一是与教育心理学

相结合，出现教育与发展研究，为教育改革提供心理

学依据。2013 ～ 2016 年完成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是全国性的协同研究，就是较典型的例子。
二是与社会心理学相结合，出现社会性发展的研究，

方晓义、张文新、邹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对

青少年社会的吸烟、喝酒、吸毒、攻击性行为的探讨，

对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具有普

遍性。三是与健康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相结合，出

现心理健康研究，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儿童青少

年自我成长提供了一定科学依据。教育部中小学与

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两个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多

数是发展心理学家; 目前 360 所学校心理院系专业

的毕业生走上社会，主要是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四是与认知与心理语言学相结合，出现了研究内容

包括儿童的认知语言、语义、词汇、句子以及有关的

一些发展语言学的研究。舒华、周晓林、陈英和、苏
彦捷、白泽军、伍新春、桑标等在儿童阅读及其障碍

领域就做了大量的研究。五是与互联网相结合，出

现了儿童青少年网络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网络心理

学专业委员会就是由华中师范大学( 周宗奎) 和中

国人民大学( 雷雳) 的发展心理学家主持的。
中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体制纵向化尽管也表现

在诸如“电视与发展”、“信息技术教育与发展”等课

题研究上，但主要还是表现在发展心理学与认知神

经相结合出现发展认知神经科学这一点上。北京师

范大学创建了学习与认知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

学和深圳大学，以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都添置了各

种先进的仪器设备，如脑电( PET) 、相关电位( EPＲ)

和核磁共振( FMＲI) 等，广泛开展与发展心理学有关

的脑机制的研究。发展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利用发

展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遗传学和社会学科

等多学科，包括行为研究、神经成像、分子遗传学、计
算模型、单细胞记录、神经化学分析等，重点从多个

角度、多个水平、多个系统评估正常与非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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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以及其他物种的认知发展过程。经典的研究课题

包括脑的可塑性、感觉和知觉系统、语言、认知、临床

失调、认知与情绪的交互作用等。我国的发展心理

学对这方面研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逐步与国际水

平接轨。
4. 3 应用发展心理学的兴起

目前国际( 特别是美国) 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基

本走向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

跨学科研究，在侧重研究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比以

往更加关注重大现实，突出应用研究，从而有应用发

展心理学的定位。
而向现实的应用研究有下边的几个原则: 一是

研究范式突出学科交叉性; 二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

工作者的“跨界”合作; 三是综合考虑心理发展规律

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 四是“求真”与“至善”的

结合; 五是开展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里，中国的心理学家重视

国家急需与行业领先的应用课题，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应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我们曾例举过有代表性

的五家: 上述刘静和的“现代小学数学教学实验”;

卢仲衡的“自学 ( 中学数学) 辅导研究”; 邵瑞珍的

“学与教”的研究; 冯忠良的“结构化———定向化”教

学思想; 林崇德的“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
的教学实验，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当前对发展心理学

应用研究的重视程度仍有待加强，发展心理学领域

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必须更加现实的转向。
我国当前应用的领域很多，限于篇幅，这里谈四

个领域。一是素质教育需要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

和研究成果的应用。如上所述的“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就是这领域课题。二是在心理健康教育和

心理咨询领域开展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例如方

晓义开展了“高中生发展指导”方面的研究，改变了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以解决问题为主的模式，转向促

进学生发展为主，在北京、浙江、广东、江西、四川等

地开展实验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高中生

发展任务层次理论”、“高中生全方位三级发展指导

模式”，并研发了“高中生发展任务评估系统”; 此

外，还研发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系统”，到

2018 年秋季，全国已有 800 多所大学使用该系统对

近 500 万大学新生进行了心理健康普查。三是社会

和谐发展的保证。我们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

个方面来谈与“和谐社会”建设有关的应用发展心

理学课题，例如对人类发展指数、主观幸福指数、教
育发展指数的研究。四是其他社会领域需求发展心

理的应用研究或研究成果的应用。特别是对老年心

理的应用研究和干预工作，此外，离异家庭子女的成

长、隔代抚养、网络成瘾、转型期的诚信问题、高考心

理、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等，

呈现一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从上面对中国的发展心理学 70 年的论述可以

看到，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必然还

会继续受到国际上的研究趋势的影响，中国的发展

心理学研究者必然也必须吸收国际上的研究思想、
方法和成果。也就是说，直接“进口”或“拿来”的部

分，还将在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占很大的比重。但是，

我们必须警惕以“国际化”或“国际接轨”的名义，把

中国完全变成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试验场，更不能把

自己变成西方同行的中国数据收集员。如果不能在

世界背景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那么中国的

心理学包括发展心理学不可能有自己的地位。要建

立我们的知识传统，还必须强调研究的“中国化”。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一定

要充分尊重自己的知识传统，才可能为世界心理学

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像维果斯基因为充分吸

收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知识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

才提出影响全世界的社会历史文化学说一样，中国

要产出享誉世界的发展心理学家，也必须扎根于中

国的知识传统和现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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