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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实验心理学》的课程性质，在此基础上对实验心理学的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当

前实验心理学教学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以期为改善实验心理学教学效

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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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firstly expounded the course nature of th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nd on this 
basis, analyzed the teaching statu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urrent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eaching,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reform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experimental psy-
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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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心理学》的课程定位 

情绪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正常的情绪体验、情绪表达、情绪识别与情绪调节对个体的身心健康

和社会功能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分别会对个体的学习效果产生怎样的影响？不

同负性情绪体验(例如，愤怒和恐惧)是否都会对个体的效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同强度的同一种情绪(例如，

焦虑)对个体学习效果的影响是否相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涉及到实验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是应用实验方

法来研究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的科学，它强调在控制条件下研究人们的各种心理和行为，并对心理过程

进行客观和量化分析研究。早在 1879 年冯特便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并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采用实验法研究各种心理现象，时至今日，实验心理学也称为心理学的重要分支。无论是欧美国家

的心理学会还是中国心理学会，都设立了实验心理学相关的专业委员会，并创办了一系列专业性期刊。

例如，Experimental Psycholog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等等，这都展示出了实验心理学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心理学发展晚于欧美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发展水平低于欧美国家，近

年来我国的心理学发展态势日以迅猛，其中以实验心理学为支撑的认知神经科学发展水平甚至已经超越

了不少国家，这与重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早在本世纪初，国内便有学者将实验心理学定位

为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的核心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张学民，舒华，周爱保，张亚旭，韩在柱，2005)。实验心

理学也是连接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统计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

理学等各个心理学分支的重要桥梁，它不仅在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也在考研、考

博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例如，王丽丽统计发现，在研究生入学初试时，对于专业课统考试卷而言，实验

心理学部分合计 60~70 分，占比约为满分(300 分)的 1/5 (王丽丽，2016)。在博士入学考试时，不少学校

的考卷也会专门考察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总之，这些都表明实验心理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 

2. 《实验心理学》的教学现状分析 

截止 2022 年 4 月，在知网中在“主题”栏输入“实验心理学教学”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35 篇文献，

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参考先前研究(姚本先，汪海彬，王道阳，2009)，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分析。 
1) 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不同年份的论文发表数量如图 1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图中横轴对应的数字是当年论文发表数量。

由该图可知，“实验心理学教学”领域的第 1 篇论文发表于 1982 年，之后的二十余年一直处于缓慢发展

期，至 2005 年达到三篇，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并于 2012 年达到发文量最高水平(15 篇)，从 2013 年开

始，发文量整体呈递减趋势。以上发文趋势初步表明近年来研究者们对实验心理学教学的关注度呈现下

降趋势，这与实验心理学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也从侧面表明应该对实验心理学教学给予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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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different years retrieved with the theme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eaching” 
图 1. 以“实验心理学教学”为主题检索到的不同年份论文发表数量走势图 
 

2) 主要研究主题分布 
可视化分析结果也呈现了“实验心理学教学”对应的主要主题分布结果。结果显示，论文发表数量

较多的主题主要集中于“实验心理学”、“实验教学”、“教学改革”、“心理学实验教学”、“实验

教学改革”等领域，其他诸如“课程体系”和“教学课件”等领域的发文量相对较小。这表明相对于课

程体系和教学课件而言，研究者们更关注实验教学和教学改革等领域。 
3) 学科分布 
由图 2 可知，“实验心理学教学”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三的学科分布是心理学(88 篇，46.56%)、

高等教育(55 篇，29.10%)、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19 篇，10.05%)，这三个学科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在全

部论文发表数量中的占比为 85.71%，远远超过其他学科的论文发表数量。一方面，这表明上述三大学科

是研究“实验心理学教学”这一主题的绝对主力。另一方面，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物理学、建筑

科学与工程等理工科也发表了一些“实验心理学教学”相关的论文，这可能与心理学半文半理的学科性

质有关。 
 

 
Figure 2. The pie char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retrieved with the theme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eaching” 
图 2. 以“实验心理学教学”为主题检索到的学科分布情况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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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献来源分布 
据统计，文献来源基本情况如下：发表在《高等理科教育》上的论文有 5 篇，发表在《宁波大学学

报(教育科学版)》上的论文有 4 篇，发表在《心理科学》、《考试周刊》、《中国现代教育装备》、《实

验技术与管理》上的论文分别有 3 篇，发表在《文教资料》、《科教文汇(下旬刊)》、《教育现代化》、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教育教学论坛》、《实验室研究与探索》、《中国电力教育》、《教师教

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上的论文分别有 2 篇，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论文分别只有 1
篇。从期刊级别来看，绝大部分“实验心理学教学”类的论文都发表在省刊上，但也有部分论文发表在

《心理科学》(3 篇)、《心理与行为研究》(1 篇)、《应用心理学》(1 篇)、《教师教育研究》(2 篇)、《湖

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 篇)等高水平期刊，这从侧面体现了关注“实验心理学教学”的重要性。 
5) 研究力量分布与基金分布 
从研究机构分布情况来看，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首都

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师范类院校是研究“实验心理学教学”的绝对主力，这可能与我国心理学的办学力

量分布情况有关：目前我国心理学专业主要分布在师范类院校。从论文第一作者的职称分布情况来看，

初级和中级职称者远多于高级职称者。从基金分布情况来看，有 2 篇论文受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科体的

资助，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分别有 1 篇，这表明受

到高级别项目资助的论文相对较少。 

3. 《实验心理学》教学面临的问题 

通过系统梳理文献资料，并结合作者实际教学情况来看，目前实验心理学教学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教学课时分配不够。各大院校通常将实验心理学赋予 2~3 学分，开设课时通常在 32~48 学时，

实验心理学多安排在第 3~4 学期。有些学校实验心理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混合在一起，二者加起来占

据两学期的教学课时，其中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各占一半。但也有些学校在实验心理学理论部分安排的

课时量更多，实践部分的课时量更少。就实验心理学的课程性质和重要性而言，32~48 课时显得略微不

够。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些学校能较为妥善的处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学时分配问题。以扬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为例，实验心理学由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组成，其中理论部分开设

在第 3、4 学期，每学期各 32 课时、2 学分，总共 64 课时、4 学分；实践部分开设在第 4 学期，32 课时、

1 学分。 
其次，教学内容过度依赖教材。目前国内的实验心理学教学多是以课本为载体，常用的实验心理学

教材有朱滢主编的《实验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白学军主编的《实验心理学》(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秀艳主编的《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学民主编的《实验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等。不同版本的教材各有所长，有助于帮助教师和学生系统全面的掌握实验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框架体系，

因而使用经典专著作为教材具有其独特优势。但教材也具有其天然的不足之处。例如，教材讲述的往往

是几十年前的知识，而实验心理学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学科，新知识很快便会不断涌现，受出版周期的

制约，鲜有教材能囊括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几十年前的实验结果到现在可能被不断修正甚至推翻。

因而过度依赖教材容易导致学生对本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了解不够。此外，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实验心

理学多以教师演示、学生观看为主，与探索性教学相比，验证性教学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就具体知

识点而言，教师在讲授时更侧重讲解其中的基础原理，缺乏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所学的

实验心理学知识。例如，实验心理学讲到情绪相关的章节时，重在讲解情绪体验的测量方式(问卷法、实

验法等)，也会讲到情绪体验诱发的相关 ERP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成分的波幅和潜伏期变化情况

(例如，EPN、P3、LPP 等)，但较少讲到如何克服消极情绪体验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负面影响。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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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绪调节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讲解较少。 
第三，教学方式相对比较单一。目前的实验心理学教学主要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以传统的填

鸭式教学为主，重点在于教师的讲授，即以教师为中心，这就容易忽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探索过程。对心

理学专业而已，实验心理学是一门老师难教、学生难学的两难课程，也是一门十分注重动手操作的课程，

对基础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要求都很高，二者同等重要，不可顾此失彼，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实践教

学的重要性还要高于基础理论。通过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各种基本的实验心理学概念、原理

和方法，可以熟知自变量、额外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熟练掌握理论知识可以为灵活开展实验

与实践提供基本依据，而通过参与实验与实践课程则有助于加深对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认识，也有助于

推动对现有理论进行不断完善，也有助于获取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然而现实情况是，相当比例的

实验心理学教师十分重视理论讲解，但却不太重视实践教学，长此以往会大大降低学生开展心理学实验

的兴趣，也会削弱他们的自主思考能力和和创新意识。 
第四，教学力量分布不够均衡。结合文献可视化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可知，实验心理学任课教师以

中青年教师为绝对主力，这在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分开设置的学校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可能与近年来心

理学专业的迅猛发展有关，自大学扩展以来，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与之相应的是招收的心

理学学生也越来越多，但实验心理学专任教师的增长速度远比不上招收学生的增长速度，这就导致出现

了实验心理学专任教师紧缺的情况。此外，年长教师和中青年教师各有特点：年长教师的教学与管理经

验丰富，但相当比例的年长教师容易受到外语的制约，以至于在追踪本领域的最新国际发展动态和理论

前沿时容易受限；而中青年教师虽然能较好的追踪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但又容易受到教学和管理经

验不足等因素的制约。 
第五，教学条件相对简陋。有研究(姜子云，寇冬泉，2015；叶雅婧，林枝钦，石红燕，黄盛凯，刘

叶青，叶晴莹，2017)表明，自从本世纪初大学扩招以来，心理学专业招收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对心理

学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作用。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教室的硬件设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多媒体教学

设备逐渐普及化，而且诸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部分心理学强校的

实验室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实验设备眼动仪、生物反馈仪、ERP、fNIRS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TM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等全覆盖，甚至耗资数千万建立了实

验专用功能磁共振实验室，部分学校的心理学实验室设备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

受学科布局和经费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诸多院校的心理学实验室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无法及时得到

更新，实验设备依然简陋，甚至无力购买常规的 ERP 设备，实验室建设仍然停留在仅有电脑主机和显示

器的水平，且不少学校的心理学实验室存在设备利用率低下的情况，更有些学校尚无专门的心理学实验

室，学生在课外时间想要开展心理学实验时，要么没有所需的实验设备可用，要么因为学校没有心理学

实验室而无法在专门的场所开展实验，只有抱着电脑到图书馆、空闲教室开展实验。总之，受教学条件(特
别是实验室的教学条件)的限制，学生开展实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极易受到打击，实验心理学的教学效果

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4. 《实验心理学》教学的改革措施 

诸多研究者围绕实验心理学教学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对于提升实验心

理学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作用。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继续进行改进。 
第一，合理分配课时。考虑到实验心理学理论部分涉及到的章节较多，而且与普通心理学、认知心

理学、心理测量学等主干课程有紧密联系，熟练掌握实验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是顺利开展心理学实

验的必然要求，而且需要具备大量时间进行实操训练，因而整体上来看，实验心理学分配两个学期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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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量比较理想，一方面这有利于教师深入讲解基础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为学生进行实操训练提

供足够的时间保障。考虑到实验心理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同等重要，因而迫切需要扭转传统

的教学课时向理论教学倾斜调的局面，建议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课时量进行平分，即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分别占实验心理学总课时量的 50%。 
第二，适当拓展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的以教材为载体进行讲解以外，还可以结合实验心理学领域近

年来发表在高级别期刊上的研究成果进行讲解。例如，当讲到情绪相关的章节时，教材上通常提到以下

说法：情绪是由个体的主观体验、生理反应和外在表现(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构成。该说法虽然简洁明

了，但是也显得生硬和抽象。此时教师可以结合 2014 年发表在 PNAS 上的《Bodily maps of emotions》一

文(Nummenmaa, Glerean, Hari, & Hietanen, 2014)中的不同情绪体验诱发的个体身体不同区域能量变化的

图来讲解(图 3)，既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情绪的含义，也有助于激发学生开展心理学实验的兴趣。

此外，除了讲解基本的理论知识，还应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原理

和基本的编程能力，培养其动手操作能力，使其接受本门课程的学习之后，初步具备独立开展常规实验

研究的能力。教师还应进一步考虑如何增强教学的趣味性和生活化导向，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实验心理

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董泽松，2019)。例如，在讲解情绪的构成之后，若能适当延伸如何调节负性情绪体

验对个体学习效果的不利影响，可以更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终达到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 
 

 
Figure 3. Bodily topography of different emotions (Nummenmaa et al., 2014) 
图 3. 不同情绪体验对应的身体地形图(Nummenmaa et al., 2014) 

 
第三，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传统的实验心理学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教师讲授的知识。

为了更好的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积极性，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树立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观，引导学生进行发现式学习(李庆丰，刘南萍，2018)。还可以将项目驱动教学法和 TBL 教学法

(Team-Based Learning)糅合在一起(康钊，涂燊，2016；岳鹏飞，张伟，何安明，2015；王菲菲，郭佳，

张晶轩，杨国愉，2022)，结合教师的科研项目，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让不同小组的学生抽签完成老

师选定的实验任务，预先设定不同奖励等级(例如，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剩下的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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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参与奖)然后小组成员合作收集实验数据、撰写实验报告并进行汇报，教师和其他小组成员对汇报组的

表现进行评分，评分前制定详细的考评依据，评分时也要强调小组内部成员的实际参与度，根据评分高

低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或者期末考试分数奖励(魏鹏，2016)。这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开展实验的积极性和

自主探索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针对师资队伍教学力量不平衡的情况，院系在分配教学任务时，应充分

考虑老中青不同梯队的教学力量灵活搭配，可以充分利用资深教师理论知识丰富的优势，让其讲授实验

心理学的基础理论课程，利用年轻教师动手能力强、精力充沛等优势，让其讲解实践操作部分的内容。

在充分利用现有教学师资力量的同时，定期对实验心理学教师进行培训，也有助于提升其教学水平。除

了安排教学科研教师讲授实验课以外，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职实验员，并让实验员带领学生实操

训练如何使用 ERP、眼动仪等等专业的实验设备，并对实验员也建立相应的考评标准(沈智威，张桂珊，

黄恺，吴仁华，2015)，这也有助于推动实验心理学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 
第五，逐步完善教学条件。针对尚无专门心理学实验室的院校而言，应尽量争取各方力量支持，尽

快建立能够满足常规实验需求的专门实验室。如果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心理学实验室，那么还需要建立配

套的实验室管理制度和实验室预约管理系统，在最大程度上提供实验室的利用率建立开放式实验室预约

管理系统，提高实验仪器利用效率(周威，蒋涛，王国成，高云，2017)。此外，传统的实验心理学教学对

实验室的依赖性较强，尤其是在当前疫情背景下，到实验室开展实验心理学教学极易受到时空因素的制

约，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路，通过利用网络资源来突破时空限制——充分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和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刘言，2021；疏德明，冯成志，2018；曾祥炎，2017；郑敏晓，2020)。例如，苏州大学心

理学专业成功申报的“省级在线开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成功获批，该项目不仅服务于本校的教学

和科研活动，苏州大学还依托该项目与校外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总之，虚拟仿真技术，既可以

突破时空限制，让常规的实验心理学教学在电脑上即可完成，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教学资源贡献，

从而有助于弥补实验心理学教学条件简陋的不足，为开展实验心理学教学和科研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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