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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培养过程逐步完善，但仍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本研究选取重庆某高校为个案，采

用课程满意度问卷对133名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本科学生对专业基础课程最

满意，对专业技术课程和实践实训课程一般满意，对通识教育课程最不满意。本研究为普通本科院校的

应用心理学课程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撑，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应用心理学专业需要加强应用型课程教学改

革，并改进通识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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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undergraduate cultivation process in applied psych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per-
fected, there are still some aspects to be improved. In this study, 133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
joring in applied psychology were selec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Chongqing as a ca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most satisfied with professional basic curriculum,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professional tech-
nical curriculum and practical training curriculum, but least satisfied with general educational 
curriculum.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applied psychology 
in ordinary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applied psychology major should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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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reform of applied curriculum and improve general education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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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88 年应用心理学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以来，培养了众多心理学者，为中国心理学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本科期间，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以培养具有科学心理学思维、创新能力、人文关怀和国

际视野的应用型心理学人才为目标，教学中将理论和实操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要求培养专业素养，另一

方面要求提高实践技能。根据高校应用心理学课程设置，可分为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实践实

训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其中通识教育课程是每个专业都有开设的课程，其他课程则将理论和实践结合。

然而目前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存在社会需要和人才培养方向的不一致，以及应用心理学本科毕业生就业

困难的问题，这与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有一定关系。已有诸多的学者探讨应用心理学课程在教学、体系

设置、内容设置、教学设施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办法[1]，较少从学生角度去探讨应用心

理学课程的课程满意度。 
大学生满意度最早出现于美国，用于高等教育质量测评，有学者认为开展学生满意度调查有助于院

校提升服务质量，并促使院校做出改进[2]；也有学者指出，学生满意度不仅可以发现现存问题，还可以

确定优先改进的问题，以此更为合理地进行问题解决[3]。在国内外已有成熟理论模型支撑相关满意度研

究，比如基于顾客满意度模型建构的学生满意度测评模型，该模型由总体课程评估、学习结果、教师评

估三个部分组成[4]；学者刘慧基于 PLS 路径建模技术建构了包含四级测评指标体系的高等教育学生满意

度测评模型[5]。均在高等教育课程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中取得较好成果，对促进高等教育有积极作用。 
已有研究中，因为各研究的侧重点的不同，因此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差异。如在在对师范生的课程满

意度研究中，会考虑师资配备、考试及考核方式、教材与参考书的维度[6]；而对高校毕业生的课程满意

度研究中会将课程目标、课程资源放在较为重要位置[7]。 
综上，在中国心理学的短暂发展历史中，培养专业人士为中国心理学做出贡献，为社会培养所需心

理学专业人才，提高应用心理学课程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用心理学课程满意度调查可以为

解决问题提供实证研究支持，因此，本研究采用课程满意度调查，探究本科教育中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

生满意情况。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重庆某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学生。 

2.2. 施测过程 

采用课程满意度问卷，经由专业人员现场发放，学生不记名答卷，答完后当场收到收卷。问卷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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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量表计分，1 分为最不满意，5 分为最满意。发放问卷 152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3 份，回收有效率 87%。 

3. 结果 

3.1. 总体状况 

本部分主要调查了学生关于总体教学质量的满意度、总体课程安排的合理性、学生对于学风建设的

满意度、学生对于教学管理的满意度、学生对于教师总体教学水平的满意度、学生对于人才培养方案的

满意度、专业课程安排的合理性和专业课程教师的教学态度(具体结果见表 1)，最满意课程分布与最不满

意课程分布(具体结果见表 2)。 
 

Table 1. Overall status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问卷总体状况 

 1 2 3 4 5 

总体教学质量满意度 5.3 59.4 28.6 5.3 1.5 

总体课程安排合理性 3 36.8 36.8 19.5 3 

学风建设满意度 9.0 55.6 30.1 5.3 0 

教学管理满意度 6.8 43.6 32.3 13.5 3.8 

教师总体教学水平满意度 8.3 68.4 19.5 3.8 0 

人才培养方案满意度 6.8 33.8 47.4 12.0 0 

专业课程安排合理性 4.6 52.7 29.8 8.4 4.6 

专业课程教师教学敬业度 51.1 39.8 8.3 0.8 0 

注：M 为平均数，P 为百分比，下同。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course satisfaction 
表 2. 课程满意度分布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技术课 实验实训课 

最满意课程 13.5 54.8 19.0 12.7 

最不满意课程 31.3 17.4 20.0 31.3 

 
总体而言，学生对于总体教学质量的满意度较高(M = 3.62)，有 64.7%的学生对于总体教学质量感到

满意。学生对于总体课程安排的合理性评价较为一般(M = 3.17)，只有 39.8%的学生感到总体课程安排较

为合理。学生对于教师总体教学水平的满意度较高(M = 3.81)，76.7%的学生对教师总体教学水平感到满

意；三个年级在这个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大二是的满意度最高(M = 4.00)，明显高于大一(M = 3.70)和
大三(M = 3.72)的学生。学生对于专业课程安排合理性评价较为一般(M = 3.44)，有 57.3%的学生认为专业

课程安排较为合理。学生对于专业课程教师教学态度评价极为积极(M = 4.41)。91%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教

学态度爱岗敬业，并且负责。三个年级在这个维度上存在差异，大二学生评价最高(M = 4.70)，其次为大

一学生(M = 4.38)，最后为大三学生(M = 4.15)。学生对于教学管理的满意度一般(M = 3.36)，50.4%的学生

对于教学管理感到满意；三个年级在这个维度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大二学生的满意度最高(M = 3.66)，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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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大一(M = 3.25)和大三的学生(M = 3.15)。对于学风建设的满意度较高(M = 3.68)，64.7%的学生对学

风建设感到满意。学生对于人才培养方案的满意度一般(M = 3.35)，40.6%的学生对于人才培养方案感到

满意，三个年级在这个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大一(M = 3.48)和大二(M = 3.55)的学生满意度明显高于大

三(M = 3.04)。对于最满意课程和最不满意课程，综合而言，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的满意度最高(P = 54.8)，
不满意度最低(P = 17.4)；而对于通识教育课和实验实训课满意度最低(P = 13.5/12.7)，不满意度最高(P = 
31.3/31.3)。 

3.2. 通识教育课 

本部分主要调查了学生认为通识课学习的重要性，通识课内容丰富新颖性，通识课教学方式能否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识课的课堂氛围，学生对于通识课的学习兴趣(具体结果见表 3)。 
 

Table 3.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表 3. 通识教育课 

 1 2 3 4 5 

通识课学习重要性 9.9 38.9 36.6 9.9 4.6 

通识课内容丰富新颖性 15.2 47.0 27.3 9.1 1.5 

通识课激发学习兴趣 9.1 32.6 40.9 15.9 1.5 

通识课课堂氛围 6.9 35.1 45.0 12.2 0.8 

通识课学习兴趣 22.5 50.4 20.9 6.0 22.5 

 
总体而言，学生认为通识教育课学习重要性较为一般(M = 3.40)，有 48.9%的学生认为通识教育课较

为重要。学生对于通识教育课程内容的丰富新颖性看法较为积极(M = 3.65)，62.1%的学生认为此类课程

内容较为丰富新颖。对于通识课教学方式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看法较为一般(M = 3.31)，41.7%
的学生认为此类课程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其学习兴趣。对于通识课的课堂氛围评价较为一般(M = 3.35)，42.0%
的学生认为该类课程氛围较好。最后，关于通识课的学习兴趣，有 43.4%的学生存在或者逐步产生兴趣，

而有 56.4%的学生则逐步失去或者一直没有兴趣。 

3.3. 专业基础课 

本部分调查了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学习的重要性、对于专业基础课内容应用性的满意度、对于专业

基础课学时数量的满意度、对于专业基础课教材质量的看法、专业基础课教师教学方法的满意度、专业

基础课教师教学水平的满意度、对于专业基础课旨在提高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看法、对于专业基础课教

学方式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看法、对于专业基础课可以巩固和拓宽专业知识的看法、对于专

业基础课教学进度适中循序渐进的看法(具体结果见表 4)，对于专业基础课难易程度的评价(具体结果见

表 5)。 
总体而言，学生认为专业基础课学习极为重要(M = 4.29)，有 84.1%的学生认为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较

为重要；三个年级在这个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大二学生认为专业基础学习重要性最高(M = 4.60)其次为

大三学生(M = 4.20)，大一学生居后(M = 4.03)。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内容应用性的满意度较为一般(M = 
3.36)，有 49.6%的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内容应用性较为满意；三个年级在这个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大

一学生最为满意(M = 3.68)，大二学生次之(M = 3.32)，大三学生居后(M = 3.13)。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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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数量的满意度较好(M = 3.60)，59.4%的学生对此维度表示满意。学生对于认为专业基础课程教材总体

质量较好(M = 3.63)，61.6%的学生认为教材总体质量较好。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教师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较高(M = 3.83)，有 75.9%的学生对此维度较为满意；三个年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大一(M = 3.92)和大二

(M = 3.94)学生满意度最高，大三学生居后(M = 3.65)。学生对于专业基础课教师教学水平的满意度也较

高(M = 3.94)，81.2%的学生对此较为满意。对于专业基础课旨在提高学生专业理论知识这一看法，学生

同意度较高(M = 4.38)，有 85.7%的学生认同这一看法；三个年级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大二学生认同度

最高(M = 4.34)，大一(M = 3.98)和大三(M = 3.89)相对较低。对于专业基础课教学方式调动了学生积极性

和主动性的认同度较为一般(M = 3.44)，其中有 47.3%的学生较为认同。对于专业基础课可以巩固和拓宽

专业知识的看法较为积极(M = 3.80)，有 67.7%的学生认同这一看法；三个年级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大

二学生认同度最高(M = 3.96)，大一(M = 3.70)和大三(M = 3.74)学生认同度相对较低。关于专业基础课教

学进度，学生看法认为进度适中，循序渐进(M = 3.55)，57.0%的学生认同这一看法。关于专业基础课的

难易程度，只有 3.8%的学生认为非常难。 
 

Table 4.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urse 
表 4. 专业教育课 

 1 2 3 4 5 

专业基础课学习重要性 47.7 36.4 12.9 3.0 0 

专业基础课内容应用性 9.0 40.6 33.1 12.0 5.3 

专业基础课学时数量 12.8 46.6 30.8 7.5 2.3 

教材总体质量 10.5 51.1 30.8 6.0 1.5 

专业基础课教师教学方法 12.0 63.9 19.5 4.5 0 

专业基础课教师教学水平 18.0 63.2 15.0 2.3 1.5 

提高学生专业理论知识 27.1 58.6 10.5 2.3 1.5 

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 10.5 36.8 39.8 12.0 0.8 

巩固和拓宽专业知识 18.8 48.9 26.3 6.0 0 

教学进度适中循序渐进 7.8 49.2 33.6 8.6 0.8 

 
Table 5.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basic professional courses 
表 5. 专业基础课难易程度 

 浅显易懂 难度适中 难度一般 非常难 

百分数(P) 7.5 50.4 38.3 3.8 

3.4. 专业技术课 

本部分主要调查了对于专业技术课教学侧重点的看法、专业技术课激发学生兴趣程度、专业技术课

对于专业操作的提升的看法、专业技术课程的应用价值的突出性(具体结果见表 6)，专业教学设备能否满

足学生的学习要求、专业技术课的教学目标明确程度(具体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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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course 
表 6. 专业技术课 

 1 2 3 4 5 

教学侧重于应用 7.6 46.2 34.8 9.8 1.5 

课程使用多种教学方式 13.6 39.4 38.6 8.3 0 

提高专业操作技能 9.8 34.8 44.7 9.8 0.8 

课程围突出应用价值 7.6 47.0 33.3 11.4 0.8 

 
Table 7.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bjectives 
表 7. 专业基础课目标满足程度 

 完全能满足 大都能满足 基本能满足 完全不能满足 

满足一般学习要求 7.8 38.6 43.2 9.1 

教学目标明确度 7.5 44.4 36.1 12.0 

 
总体而言，关于专业教学设备，仅有 7.8%的学生认为完全满足学习要求。关于教学目标的明确性，

88.0%的学生认为教学目标明确且符合课程特点，能体现以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关于教学侧

重于在实践中如何去应用所讲授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这一看法，认同度较为一般(M = 3.48)，51.9%的学生

较为认同这一观点。关于课程使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来激发学习兴趣，促使积极思

考问题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看法，认同度较高(M = 3.58)，53.0%的学生基本认同这一看法。关

于通过学习，我的专业操作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一看法，认同度一般(M = 3.43)，有 44.6%的学生认

同这一看法。关于课程的能力训练任务或项目以专业为目标，围绕日后的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来设计和

开展，突出应用价值，这一观点的认同度一般(M = 3.49)，有 54.7%的学生较为赞同这一看法。 

3.5. 实践实训课 

本部分主要调查了实践实训对于巩固专业知识的看法、课程实验内容能否满足实验要求、学校现有

的设备是否能满足实践实训、对于实践实训锻炼思考能力和积极动手的能力的看法(具体结果见表 8)，参

加的实践实训的机会能否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具体结果见表 9)。 
 

Table 8. Practice and training course 
表 8. 实践实训课 

 5 4 3 2 1 

巩固专业知识，提高技能 23.5 46.2 21.2 8.3 0.8 

内容满足实验要求 9.2 37.7 42.3 10.8 0 

设备满足实践实训要求 4.5 39.4 39.4 15.9 0.8 

锻炼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 11.4 36.4 37.1 13.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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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bjectives 
表 9. 专业基础课目标满足程度 

 完全能达到 基本上能达到 一般 不能达到 

能否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4.5 38.6 41.7 15.2 

 
综合而言，关于实验实训用以巩固专业知识，提高操作技能为主的看法，认同度较高(M = 3.83)，有

69.7%的学生较为认同这一看法。只有 43.1%的学生认为参加的实践实训的机会能基本达到人才培养的目

标。关于专业课程实验内容能否满足实验要求，满意度一般(M = 3.45)，只有 46.9%的学生认为专业课程

实验内容能够满足实验要求。关于学校现有的设备是否能满足实践实训，满意度一般(M = 3.31)，只有 43.9%
的学生认为可以满足实践实训。关于通过实践实训，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锻炼思考能力和

积极动手的能力这一看法，认同度较为一般(M = 3.42)，有 47.8%的学生认同这一看法。 

4. 讨论 

根据本研究中采用的李克特五级量表的等级，以理想性中值(3 分)为基准来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应

用心理学课程满意度从多方面来说处于一般水平，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其中教师的教学态度受到认可，

认为是爱岗敬业负责的，高于一般水平，此外学生也认识到专业基础课程开设的重要性。 

4.1. 专业基础课 

本次调研发现，相对于另外三类课程，专业基础课是学生最为满意的课程。对于专业基础课学习的

重要性、此类课程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水平、此类课程的难易程度等方面，学生满意度都较高。

而专业基础课多以理论教学为主，多采用传统课堂教学，因此在教学的质量和学习的效果上会比较突出。

因此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应用性和教学方式，学生满意度较低。这需要教学过程中引入应用性内容，

也促使专业教师深化教学方式的改革，采用多元方法，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习的自主学习能

力[8]。 

4.2. 专业技术课 

学生对于专业技术课的总体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对于本专业的教学设备，教学目标的明确性，仅

有少部分学生满意。通过研究发现，应用心理学专业技术课程几乎采用传统教学方式，诸如教师教学，

学生模仿，因此会受教师专业技术的影响，缺乏开拓及创新，同时由于教师多是研究型大学毕业的硕士、

博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侧重研究，应用型方面略有欠缺，因此学生在面对社会中的实际需

求时会有所难以胜任[9]。因此在专业技术课程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专业教学设备，满足学生的学习要

求。同时明确教学目标，与社会实际需求相结合，使其真正锻炼学生的应用能力。 

4.3. 实践实训课 

本次调研发现，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对实践实训课的满意度也较低。在认识层面上，学生对于实践

实训用以巩固专业知识、提高操作技能这一看法认同度较高，关于具体的操作层面，如参加实践实训的

机会、实践实训的效果等方面，学生的评价和满意度较低。综合整个问卷有关操作的题目和学生的开放

式问题的答案，结果发现有关应用性及动手操作的满意度都较低。这也是本专业目前最大的问题。鉴于

此，可以从以下角度解决：第一，从教师角度，加强对专业教师的引导，在具体的课程学习中传递专业

知识的应用性，带领学生参与更多的实践活动，将学校掌握的专业能力运用至社会之中。第二，从学生

角度，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校内外实践实训，通过其他途径如参与教师课题研究、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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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实践能力。第三，从管理层面，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的相关内容，增加校外实践活动、校内实训内容，

保障毕业实习机会及加强监督考核。 

4.4. 通识教育课 

通识教育课是本专业学生最不满意的课程之一。关于通识教育课课程内容的丰富新颖性，学生较为

满意关于此类课程的重要性、学习兴趣、课堂氛围等，学生评价较低，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通识教育课

课程内容的改革。对于此类课程的重要性学生的评价较低，这就需要教育管理者和相关教师要加强对学

生相关课程的教育，改变其观念，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也要求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增加新的教学内容，

改善课堂氛围，为学生学习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4.5. 小结 

本次调研发现，学生对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对课程的各个维度的满意度处于一般

水平。 
学生对于专业课程教师的教学态度和对教师总体教学水平的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这表明在学生的

视角中，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能够胜任自己所担任的课程，而且授课态度也得到学生认可，能够做

到爱岗敬业，并能对本专业的学生认真负责。 
学生对于总体教学质量、学风建设和教学管理三个方面的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总体

的教学质量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同样需要加强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风建设，加强班级团队建设，增加

学生的专业凝聚力和专业归属感。第三，教学管理需要加强，鉴于三个年级的差异，着重加强对大一大

三两个年级的教学管理；在这一方面，本研究通过整合学生的开放式问题，也发现，大一学生满意度低

主要围绕某些管理制度的强制性(如上自习、早操等)，这促使高校加强对大一新生的相关教育，达到对管

理制度的合理认识；而大三学生主要针对技能训练方面，原因在于他们以往的训练专业特色不明显，造

成其满意度较低。 
学生对于总体课程安排和人才培养方案满意度较低。关于课程安排，这需要高校进一步协调通识教

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技术课和实践实训课，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协调不同科目的占比，并对学生不

满意的课程(通识教育和实践实训)进行改革，提升学生的满意度和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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