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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当前“创新创业”的时代浪潮，高校面临双一流发展的转型危机，也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新冠疫

情持续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前社会对心理服务的重视和需求增加，对高校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

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校培养学生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就造成了就业不均衡、供需不匹配、就业

难的现象。当前本科院校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面临需求与培养脱节，专业特色不突出，双创能力弱，

产学研脱节，培养方式单一等困境。针对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与机遇，立足

双创视域，探索相应的教育改革思路，提出方向多元化、培养多元化、协同多元化、队伍多元化、路径

多元化、课程多元化的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模型。通过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产学研多方协同融

通，核心素养培养及评价多元化，激发创新活力的教学方式，特色人才培养方案等培养策略，以期实现

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的优化，助力创新创业，提高教育质量，满足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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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current wav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crisis of double first-class development and ushering in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COVID-19 and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demand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lso rais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psychology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ocial needs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unbalanced employment 
and difficult employment. At present,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psychology talents in undergra-
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de-
mand and cultivation,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weak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
trepreneurship,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and the single cultiva-
tion mode.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of applied psycholog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responding idea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uts forward to an applied psychology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with diversified direc-
tion, cultivation, coordination, team, path and curriculum.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ulti-party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
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diversification of core literacy cultivation and evaluation, 
teaching methods to stimulate innovative vitality, characteristic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s and 
other cultivation strategies, and thus optimize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psychology talents, help-
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and meet soci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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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强国的关键，而高校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是驱动国家创新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众多教育强国都把创新人才培养作为国家战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面对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浪潮，地方本科院校迎来了转型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国家相继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2020~2030 年)》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个五年规划》等文件，聚焦宏观教育的长远规划，促进

教育深化改革，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 100 周年和清华大学 100 周年校庆上发表讲话，

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而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

趋势，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助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就成为当前高校战略转型的重中之重。 
早在十八大，党和国家就高度重视国民心理健康问题，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来提升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及 2020 版“心理健康蓝皮书”《中

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等文件相继出台，心理学更需要拓展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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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服务人群，扩展服务空间。当前新形势下，新冠肺炎疫情或将长期影响国民工作生活和身心健康，

心理健康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而提供社会心理服务的心理学人才供给还存在一定的缺口。

然而，社会对心理学人才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毕业生就业压力持续存在。应用型

心理学人才培养优化，就需要与教育战略相接轨，与社会需求相衔接，这是当前心理学专业教育改革的

指南针和准绳。 
面对高校战略转型、专业改革发展、创新创业浪潮，应用心理学人才培养应考虑如何与创新创业相

结合，服务社会，服务地方，探索和创新社会心理服务的新思路，这是改革的必由之路。在创新创业时

代浪潮中，如何保持心理学专业的本色与特色，又能推进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变革，是当前本科院校应用

型心理学专业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结合当前人才培养工作的实践，以及人才培养的改革发展趋势，

将对双创教育融入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为本科高校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改

革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2. 当前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目前我国有 230 余所院校开设心理学专业，其中，本科高校 70 余所，心理学专业主要分布在师范类

院校，以及各类综合院校。心理学专业，尤其是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科实践性很强，要求掌握各类心理

服务应用型技能和技术。应用心理学的培养目标为培养涵盖教育系统、企业管理、科研单位、社区服务、

医疗卫生、公安系统、社会工作等领域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1]。心理学应用可拓宽到工业工程、市场

消费、体育运动，军事司法等领域，在实践中应用创新。应用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经过探索、改革与发

展，在人才培养过程、培养内容等方面取得成就与成果。然而，也存在一定的困境与瓶颈，主要表现为

需求与培养脱节，专业特色不突出，双创能力弱，产学研脱节，培养方式单一等问题。 
(一) 需求与培养脱节 
我国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旺盛，但服务体系不健全，心理服务和管理能力严重滞后，迫切需要专业性

强有实践经验的心理学人才。应用心理学专业实践性很强，然而在人才培养当中却存在忽视实践技能培

养的问题。在当前双创人才培养当中，也存在“双创”教育与信息时代人才需求不符的问题[2]。这一问

题也存在于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当中，突出体现为社会对应用心理学人才需求增大，对应用型心理学

人才的专业实践要求突出，但是人才培养过程环节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无法紧跟时代步伐，满足用人

单位需求。调查发现，我国心理学专业毕业生最为欠缺的是心理学应用技能，特别是心理健康教育技能

[3]。目前我国心理学毕业生逐年递增，而毕业生就业情况与用人单位需求存在错位和不平衡，这也成为

应用心理学专业发展的瓶颈。 
(二) 专业特色不突出 
目前本科院校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存在专业方向不够明确、发展定位不够精准、特色不够突出、

培养目标不够明晰、就业方向宽泛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应用型心理学人才的就业与创业。专业发展定

位不准，培养目标模糊，就会导致应用型心理学人才的就业方向宽泛。应用心理学存在很多方向，如心

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人才测评、组织管理、用户体验等方向，而不同方向对学生素质和实践能力的

要求不同，侧重点更不同。应用心理学专业与心理学专业的培养计划及课程设置差别不大，以及各个应

用心理学方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较为全面，但缺乏重点、针对性和特色。这就导致优势学科方向与

教育培养脱节，学科设置与地方经济发展脱钩，特色科研方向与创业转化脱离，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脱新

等问题。师范类、医科类、理工类、艺术类、政法类等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方向不够突出，

缺乏导向性，没有实施分层分流培养。 
(三) 双创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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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目前的选拔及培养模式为，直接从高校毕业生直接选拔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人员，教师毕业

后直接留校工作，没有与社会接轨，因而实践意识和能力薄弱，教师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在教学科研

及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学生指导存在心有余力不足情况。特别是缺乏“双师型”教师。担任双创的导师，

以及推进人才培养改革的教育管理者，因自身创新创业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开展和执行课程改革、职业

规划，以及创业指导。此外，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也很弱，对自己的定位不够清晰，缺少职业生涯规划，

就会以应付的心态来消极对待创新创业，仅仅局限于项目的申报，导致同质化严重，执行力不强，容易

浑水摸鱼。缺乏竞争意识和创新思维，就会对创新创业存在畏难情绪和惧怕心理。由此形成实践能力和

动手能力偏弱，而普遍的心气较高、眼高手低的问题，则严重制约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四) 产学研脱节 
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轨。重基础轻应用，重知识轻经验。教学偏重基础理论，而忽略实践应用，

导致学生背了就忘，教学效果反应欠佳。尽管应用心理学就业方向较广，但仍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教育

和心理咨询方面，其他方向市场打开度不够。毕业生普遍缺乏心理课活动设计、心理测评建档、心理咨

询实践等实用技能。课程建设与教学方式脱新。教学方式不够灵活，应用心理学学科实践性较强，传统

重知识的填鸭式、满堂灌教学方式就会限制学生技能的提升。而重要的实践教学如见习、实习锻炼不充

分，泛泛的观摩见习浮于形式，短期实习和分散实习流于表面，实践教学薄弱，实习实效差，学生无法

积累到足够的经验。 
(五) 评价方式单一 
在双创视域下，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培养目标是应用型、双创型人才，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和

实践技能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却存在诸多欠缺和不足，人才培养评价方式较为单一，

只重视结果评价，而忽视过程评价，尤其是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考察。此外，专业实践活动考核、

专项技能考核、实习实训等考核中，实践环节缺乏严格的考核标准，导致实践课程流于形式，实践体系

的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仅仅只局限于参与社会实践、见习、实习等项目。而双创人才培养的评价方式，

只局限于参加竞赛，以及创新创业项目申报的数量上，双创人才培育就容易落入华而不实的形式窠臼当

中，而应当始终贯穿到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的培育和孵化。 

3. 双创视域下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的模型建构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民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之下，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殿堂，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主阵地。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不仅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推力。加快

推进高校深化改革，从双创视域出发，立足本科高校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当前高校人才

培养面临的困境，拓展教育改革思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创新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根据应

用心理学专业发展现状，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结合双创教育，形成双创视域下应用型心

理学人才培养模型，包括方向多元化、培养多元化、协同多元化、队伍多元化、路径多元化和课程多元

化。见图 1 所示。 
(一) 方向多元化 
在培养方向上，实施分流培养，加强应用心理学人才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特色方向，努力打造

创新型、实践型、创业型心理学人才，针对不同定位对学生进行分类和专门指导。参考国内部分院校的

做法，可以按“心理学类”本科大类招生，前两年学习基础课程，后两年根据兴趣、成绩、双向选择的

原则，实施专业方向分流。如北京师范大学按照“科学家–实践家”的培养模式，对创新型人才和创业

型人才进行分类培养，在完成核心基础课的学习后，大三学期可以根据兴趣和意愿选择进入四个选修方

向，实现分流培养。各院校可根据自身优势，开展特色方向或课程群，如政法类大学的犯罪心理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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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大学的翻译心理学方向，经贸大学的消费心理学方向，工业工程大学的人因工程交互设计方向，

师范类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向，以及医科类大学的临床心理学方向或医学心理学方向等。 
 

 
Figure 1. Cultivation model of applied psychology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
neurship and innovation 
图 1. 双创视域下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的模型 

 
(二) 培养多元化 
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紧扣双创时代潮流，与社会发展相衔接，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与职业培训相

融合，应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以及核心素养。心理学专业核心素养的研究成果显示，

核心素养包括专业学习能力、专业基础能力、专业应用能力、专业创新能力和专业服务能力[4]。这就要

求心理学专业学生掌握学科知识体系和方法技术，接受学科思维与实验训练，锻炼实践应用能力和技术

技能，具备批判意识和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专业服务意识和能力。心理学专业学生需要同时具

备应用性知识技能和理论研究能力，创业实践与科研创新双管齐下，在实践中应用，在应用中创新。根

据学生的发展规划和兴趣，可以予以侧重培养。偏向科研创新的学生，在参与科研项目活动方面，从实

验设计、程序编写、数据分析、论文撰写等各个环节全程参与，为读研升学奠定基础。偏向创业实践的

学生，在见习实习、社会实践、创业竞赛、项目孵化等活动中培育实践应用能力。 
(三) 协同多元化 
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跨界融合的发展，人才培养未来主导方向将是复合多技能人才。而目前本科

院校单一培育模式限制了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很多学生毕业后入职适应较慢，需要通过参加各种社会

职业培训来提高实践技能。人才培养需要整合资源，多方协同，合作共赢。首先，需要打通双创教育与

学科、产业、平台间的壁垒，将各类机构和平台纳入高校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建立开放的协作平台，可

以实现跨界、跨部门方协同，优势资源互补，为创新创业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其次，各方资源跨

界融合，跨学科、跨院校、跨行业，按照产学研合作模式签订协议，实现多专业融合、多学科交叉、多

平台合作联动。最后，试行协同育人模式，以高校为主体，协同行业服务机构、中小学、企事业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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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改革、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评价等环节，形成跨界、跨部门的多方联动合

作的人才培养模式，跨校选课、跨校选修专业，跨校获得学历学位[5] [6]。 
(四) 队伍多元化 
以学生为中心，双创型应用性人才是未来社会人才的基本需要[7]。人才培养就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从选拔及培养教师的创新创业能力入手，推进创新创业的通识化，着力培养专兼职教师队伍。教师

实践能力薄弱，必然会制约双创人才的培养。引进校外合作导师，发挥校外导师的优势，结合学生兴趣

及就业方向，精准匹配导师，开展创新与探索活动。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多渠道聘请企业家、优

秀创业校友、资深心理咨询师、临床精神科医师、企业高管等兼职校外实践导师，开展创业与竞赛活动。

培养具备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双师型”导师[8]，引进跨学科、院校、行业的师资人才。重视职后教

育，一线锻炼，提供在职培养、挂职锻炼、职业技能培训、社会服务等方式，提升教师实践能力与素养，

打造专兼职结合、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五) 路径多元化 
强化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将分层分类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试点与全面施行本科生导师制

[8] [9]。本科生导师制突出全程辅导，全员覆盖，导师带领本科生参与科研及实践项目，指导学生成长发

展。目前我国取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国家心理咨询师)之后，应用心理学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是不但获

得学历与学位证书，还要获取职业证书，将专业教育与职业认证接轨。可对照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

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注册系统的标准及要求，将校外实践活动及参与实习督导等的证明与注册系

统职业认定相切合。提倡双证书制度，搭建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并重的“双证融通”，如密歇根州立大

学建立了不同的培养方向，跨院系培养，培养规格与职业认证接轨[10]。此外，还可以考取其他如健康管

理师、社会工作者证、教师资格证、催眠师资格证书、人力资源管理证书等。推行“双学位”制，打破

学科和专业的壁垒，建立联合办学机构，鼓励心理学学生取得辅修学历、辅修学位、合作办学双学位，

培养学生双创能力。 
(六) 课程多元化 
课程改革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核心。利用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平台和示范性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将相邻或交叉课程实践整合，打造多元化的课程群。根据特色方向设置基础课程群、实践

课程群和特色课程群等，学科交叉，模块设课，实现个性化人才培养与统一培养相结合。基础课程群主

要包括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学史、心

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统计等。实践课程群主要包括心理咨询与治疗、问题行为矫正、家庭治疗、心理健

康课程教学设计、心理测量与心理档案建设等，以及见习、实习、实验教学、技能训练、科研活动、职

业培训、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实践、创业项目等。特色课程群可以设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消费

者行为分析与用户体验、临床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治疗、管理心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环境与设计心理学、临床与护理心理学、司法与犯罪心理学等方向模块的课程。 

4. 双创视域下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 

创新创业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才发展服务，而地方高校转型重点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双创视域下，本

科院校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优化，需要突破当前人才培养面临的瓶颈和困境，探究应用型心理学人才

培养改革路径和发展方向。顺应时代改革发展潮流，以创新创业需求，推动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的优

化改革，促进心理学学科发展。通过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产学研协同融通、核心素养培养及多元

评价、特色人才培养方案、激发创新活力的教学方式等人才培养优化策略，推进教学改革和创新，助力

应用型心理学大学生就业，推动心理学创业孵化项目，培养心理学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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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 
双创教育不仅要有形式，还要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将双创人才培养纳入常规专业教育当中。打造

实践与实验教学平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解决人才培养中研究能力和应用技能分离，

心理应用技能培养的教学手段缺失等难题，如“三模块五平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11]，以及涵盖专

业实践、教育实践、反思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实践教学体系[12]。推行双师型导师或双创型导师，创新创

业教育应结合专业方向，立足专业发展特色和社会需求，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体现双创教育内容，将技

术前沿科研成果、创新项目等融入到课程教学体系当中。根据社会需求，大力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应用

型心理学人才培养应突出实践技能训练，突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以创造心理学、心理学创新创

业研究成果，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支撑，推动创新发展，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助力社会经济发展。 
(二) 产学研多方协同融通 
多渠道挖掘和吸引优秀资源，将资源优势整合并转化为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的优势，促进应用型

心理学双创教育人才培养的改革。充分利用当地高新区、开发区等建设契机，建立校企协同、多资源整

合的实践平台，如与校外企事业单位共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消费者行为分析与用户体验、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特殊儿童行为矫正训练、临床实习实践、高新技术产业创业孵化等师范合作基地。开展“导

师 + 项目 + 团队”的双创实践活动，推行“产学研”合作机制，如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实验室、

创业平台、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整合校内外的双创与实践教育资源。 
(三) 核心素养培养及评价多元化 
基于脑科学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重视逻辑推理、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等高级认知功能的训练开发，

采用核心素养的多元教育评价[13]。学生教育发展评价具有导向性，因此，在人才评价中应突出双创精神

和能力的培养，而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训练恰好是“双创”教育的精华所在。改革评价方式，考

试评价多元化，增强输出意识，重视过程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注重实践应用能力、独立

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降低纯记忆能力的客观题比例，增加考察分析与综合能力的主观题的比重，突出

思维训练、应用能力、创造力的考核。另外，针对实践类课程，采用开放式命题，增设评价型题目、应

用型题目、讨论式题目、辩论式题目，灵活考试，注重试卷分析，将评价落实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创新

创业项目实践，重视产出评价和社会评价，突出对科研项目和技术推广应用的训练和培育。 
(四) 激发创新活力的教学方式 
研究发现，研究性学习(RBL) [14]可以有效培养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的创新能力。探索课堂心理剧、

专业课辩论、微格训练、案例教学、自主探究、实验演示、情境体验、角色扮演、PBL 教学法(以问题为

导向的教学法)等形式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提升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借鉴翻转课堂，采用

“雨课堂”、微课、慕课、网络课堂等互动形式，实现教学环节翻转，实现教学手段多样化。积极引入

可以有效培养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的创新能力的教学方式，如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实践操作等多种

方式，实现多维育人目标。课堂教学中，充分给予学生足够的探索空间，注重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重

在训练与培育心理学人才的双创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五) 特色人才培养方案 
加强应用心理学人才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特色方向，如师范类高校偏向心理健康教育方向，医

学类高校偏向医学心理学方向，理工类高校偏向工程心理学或人类工效学等方向。构建以创新为导向，

以技能培养为主，项目课程为主体的模块化课程。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以立足地方、服务地

方为最大特色，旗帜鲜明地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道路[15]。可结合科研突出特色优势，并打通行业需求与

专业培养的壁垒，实现校园与职场的无缝衔接。开展综合性实践教学项目，满足学生个性发展与职业生

涯发展的需要，形成职业化、课程化、全程化、多元化的实践模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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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当前我国本科院校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也面临着需求与培养脱节，专业

特色不突出，双创能力弱，产学研脱节，培养方式单一等现实困境。针对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本文立足双创视域，探索应用型心理学人才培养模型，包括方向多元化、培养多元化、协同多元化、队

伍多元化、路径多元化、课程多元化。基于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型，通过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产

学研多方协同融通，核心素养培养及评价多元化，激发创新活力的教学方式，特色人才培养方案等人才

培养策略，培养应用型心理学双创人才，以创新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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