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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提高培养质量是最紧迫的任务，建构教育质量

外部评价是提高培养质量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保障。为突出社会需求和职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方向，系统构

建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的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评价体系，采用层

次分析法(AHP)对其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以100名相关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为研究对

象，进行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满意度调查，运用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应用心理硕士

专业研究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进行了系统性评价，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用心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提升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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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urgent task for MPA’s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to improve the culti-
vation quality, and constructing external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quality is the basic way and vital 
guarantee to improve cultivation quality.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social needs and career-oriented 
direction of personnel training, a reasonable external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MPA, includ-
ing 3 first-level indexes and 13 second-level indexes, was constructed systematically, and it was 
analyz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en, we recruited 
100 relevant employers and graduates as subjects and conducted a survey on external quality sa-
tisfaction of MPA.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was used to evaluate systematically MPA’s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quality,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Based on this,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external quality of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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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Applied Psychology, MAP)作为一种专业学位类型，为适应我国对应

用心理专业性人才的迫切需求、创新应用心理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应用心理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应用心

理人才培养质量而设置。自 2011 年开始试点招收应用心理硕士专业研究生，经过十余年的蓬勃发展和持

续建设，我国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建设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据统计，2022 年全国院校心理学研究

生招生人数共计 4718 人，其中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为 3116 人，占心理学研究生招生总

数的 66.1%，涉及招生培养单位多达 90 余家。可见，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已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高

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应用心理专业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大批应用型

心理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然而，随着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培养实践的不断深入，由于对该学

位的认识偏差、建设时间较短、培养经验不足以及管理错位，致使当前我国应用心理硕士专业研究生培

养质量方面的问题日趋凸显，学生满意度和社会认可度不高：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科技和文

化迅速发展，心理学迅速在社会生活、市场消费、医疗保健、体育运动、工业工程、人力资源、组织管

理以及军事、司法、环境等各领域得到应用广泛，国家和社会对于应用型心理人才具有强烈的需求(吴捷，

孟瑜，李帅，2012)；另一方面，应用心理硕士专业研究生又存在着就业难的窘境。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普遍存在专业化程度偏低、培养方式单一、学术化倾向明显、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陈向阳，喻小红，

2020；黄锐，2014)，还不能充分地满足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与期望(宋方兴等，2017；刘晓明，李

冬梅，綦越，2015)，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 
作为具有特定职业指向的类型学位，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更应该针对人才培养的社会需

求程度、职业能力及其专业实践能力。但目前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还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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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足之处(陈向阳，喻小红，2020；李蜀瑜，李泽堃，2017)：其一，评价主体单一，社会评价力量薄弱。

当前教育质量评价通常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培养单位实施的教育系统内部评价，主要以所学专业教学质量、

课程成绩以及毕业论文成绩进行评价。而相关行业协会、用人单位、毕业校友等社会相关利益方参与度

不够，未能体现出“社会”对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程度，导致人才培养和社会

实际需求相脱节；其二，评价体系学术化倾向明显，应用导向性不足。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应体

现出职业性、应用性和实践性，但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过程中，存着脱离实践的学术化偏向

以及质量保障体系薄弱等问题，专业实践还不能很好地与社会发展和行业需求相契合专业研究生的职业

发展质量，应用所学心理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有待加强，应用导向性不强，使得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普遍存在“同化、矮化、弱化”的现象(李娟，孙雪，王守清，2010)；其三，评价方式和标准不

合理，持续改进作用不强。我国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完善合理的应用心理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尚不成熟，简单移植学术型研究生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合理性和

科学性仍不足，缺少来自行业协会、企事业用人单位以及毕业生等质量外部评价，无法对其教育质量做

出全面、客观的测评，持续改进作用不强。 
近年来，层次分析法(AHP 法)和模糊评价法已经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构和评估中得到广泛运

用，可以有效保证教育质量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周晓婧，杨蜀康，2014)。鉴此，本研究以应用心理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为核心出发点，尝试引入 AHP 方法，系统构建以培养目标为导向、以职业指

向为目标、对接社会需求的教育外部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某单位应用心理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为对象进行质量评价，以期为应用心理硕士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和持续改进提供有益

的借鉴。 

2.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评价指标维度 

综合考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点、社会对应用型心理人才需求、应用心理专业特征、专业核心

素养要求，以及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价标准与数据可得性，结合多家应用心理硕士的用

人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往届毕业生、相关专业研究生导师和在读研究生的评价意见，系统构建了应用

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外部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Table 1. External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Master of Applied Psychology (MPA) 
表 1.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政治思想素质 

政治素质 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方向，积极的人生理想和正确的价值观 

职业道德 遵守行业要要求的基本伦理道德准则 

个人品德修养 良好的社会公德、个人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 

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扎实，融会贯通，与用人单位期待相契合 

专业技能 掌握心理诊断、心理测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等基本技能 

学业表现 学业成绩、实习成绩、案例总结报告、自我成长分析报告等 

研究能力 具备以心理学视角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资质认证 所考取的职业资质证书、职业技能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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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职业素养 

敬业负责精神 爱岗敬业，富有责任心，具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发挥团队协作精神 

实践能力 将心理学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实践以解决实际问题 

创新能力 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职业规划 合理地制定未来职业计划，并进行自我管理 

2.2. 确定权重系数 

为科学地确定多目标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值，运用 AHP 法建立各指标的判断矩阵及各指标权

重，向 16 名应用心理相关单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进行函询，采取评判两因子之间相对重要度的办法，

进而通过整合，以得到判断矩阵及权重。针对表 1 的评价指标体系模型，综合专家的意见，将同一层次

中的各要素针对该层次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通过对数据进行整合(求取平均值)，分别计算得出一

级判断矩阵 A 及其权重、二级判断矩阵 B1，B2，B3及其权重，见表 2~5 所示。 
 

Table 2. Judgment matrix of primary index A 
表 2. 一级指标 A 的判断矩阵 

一级 A B1政治思想素质 B2专业能力 B3职业素养 权重 

B1政治思想素质 1 2.23 1.8 0.4995 

B2专业能力 0.45 1 1.27 0.2609 

B3职业素养 0.56 0.79 1 0.2396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secondary index B1 
表 3. 二级指标 B1的判断矩阵 

二级 B1 C1政治素质 C2职业道德 C3个人品德修养 权重 

C1政治素质 1 0.45 0.4 0.1706 

C2职业道德 2.2 1 0.5 0.3115 

C3个人品德修养 2.53 2 1 0.5179 

 
Table 4. Judgment matrix of secondary index B2 
表 4. 二级指标 B2的判断矩阵 

二级 B2 
C4专业 
知识 

C5专业 
技能 

C6学业 
表现 

C7研究 
能力 

C8资质 
认证 权重 

C4专业知识 1 0.52 1.93 2.21 2.93 0.2412 

C5专业技能 1.93 1 4.4 4.33 3.93 0.4426 

C6学业表现 0.52 0.23 1 1.07 0.63 0.1008 

C7研究能力 0.45 0.23 0.93 1 1.13 0.1055 

C8资质认证 0.34 0.25 1.6 0.88 1 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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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Judgment matrix of secondary index B3 
表 5. 二级指标 B3的判断矩阵 

二级 B3 
C9敬业 
负责精神 

C10团队 
合作精神 C11实践能力 C12创新能力 C13职业规划 权重 

C9敬业负责精神 1 1.73 0.65 1.71 2.67 0.2412 

C10团队合作精神 0.58 1 0.4 1.33 3.2 0.1767 

C11实践能力 1.53 2.47 1 3.47 3.8 0.3789 

C12创新能力 0.58 0.75 0.29 1 1.27 0.1202 

C13职业规划 0.37 0.31 0.26 0.79 1 0.0831 

 
从表 2 中可以得出，在一级判断矩阵 A 中，用人单位非常重视学生 B1政治思想素质的培养。通过对

B1，B2和 B3三个判断矩阵的构建分析，表 3 可以看出应用心理硕士培养中比较关注 C3个人品德修养和

C2职业道德方面，这可能与应用心理行业的特征有关；在 B2专业能力方面，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中非常注重 C5专业技能培养，对于研究生 C4专业知识方面的培养也比较看重；此外，在 B3职业

素养方面，C11实践能力和 C11敬业负责精神所占的权重较大。从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在评

价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时更看重个人品德、职业道德、专业技能、实践能力、敬业负

责精神等方面。 

2.3. 一致性检验 

建立判断矩阵后，需要对判断矩阵的有效性通过数学方法进行一致性检验，以保证评价结果合理性。

这里用随机一致性比值 CR 来评定，若 CR < 0.1，则符合要求。CR 可通过一致性指标 CI 和平均随机一

致性指标 RI 计算(郭亚军，2007)，RI 值可通过参考 RI 指标表查得： 

CICR
RI

=  

其中：  

max nCI
n 1

λ −
=

−
 

由一级指标矩阵 A 得出，它的最大特征根求出来是 max 3.0279λ = ， max nCI 0.01395
n 1

λ −
= =

−
，查表得

到 3 阶判断矩阵 RI 值为 0.51，5 阶判断矩阵 RI 值为 1.12，则
CI 0.01395CR 0.027 0.1
RI 0.51

= = = < ，通过一致 

性检验。通过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得出，二级矩阵 CR 值指标分别为 0.035，0.014，0.013，均小于 0.1，所

有判断矩阵都符合一致性要求。 

3. 基于模糊评价法的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评价应用 

3.1. 模糊评价 

基于所构建的应用心理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评价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某单位应用心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评价进行实证评价，进而分析其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以某单位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为评价对象，向相关用人单位和往届毕业生发放问卷 112 份，

收回有效问卷 100 份，其中相关用人单位 26 份，应用心理硕士往届毕业生 74 份。根据模糊综合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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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计算该应用心理硕士的各项教育质量分值及综合分值，进而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对策。根据

一般指标的满意度评价集计算公式： 

n n nG W R= ×  

式中， 
Gn——第ｎ个指标的满意度评价集； 
Wn——第 n 项指标的权重； 
Rn——第 n 项指标的模糊判断矩阵。 
一般可确定评语集护[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相应的可Ｗ将等级分值矩阵设为护[90, 80, 70, 

60, 50]。可得满意度的分值公式为； 
T

n nF G E= ×  

式中， 

nF ——第 M 个指标的满意度分值； 
TE ——满意度评语集对应等级分值矩阵， [ ]TTE 90, 80 70 60 50= , , , ； 

根据以上公式，带入问卷统计结果，可Ｗ得到各指标的模糊判断矩阵，如下所示： 

1

0.63 0.34 0.03 0 0
R 0.68 0.29 0.03 0 0

0.68 0.29 0.03 0 0
=  

2

0.5 0.36 0.14 0 0
0.42 0.4 0.17 0.01 0

R 0.45 0.46 0.09 0 0
0.42 0.37 0.19 0.02 0
0.48 0.4 0.11 0.01 0

=  

3

0.65 0.3 0.05 0 0
0.56 0.35 0.09 0 0

R 0.54 0.36 0.09 0.01 0
0.43 0.39 0.17 0.01 0
0.42 0.34 0.22 0.02 0

=  

由前文可知各二级指标的权重， 
W1 = (0.171, 0.312, 0.518), 

W2 = (0.241, 0.443, 0.101, 0.106, 0.11), 
W3 = (0.241, 0.177, 0.38, 0.12, 0.083). 

因此，各一级指标的满意度评价集为： 

( )1 1 1 0.6721,0.2988,0.0G W R 3,0,0= × =  

( )2 2 2 0.4493,0.3936,0.1504,0.0076,0G W R= =×  

( )3 3 3 0.5469,0.3457,0.1008,0.0066,0G W R= =×  

利用评语集(90, 80, 70, 60, 50)与各级指标 T 的满意度评价集 Gn可得到各一级指标的得分 Fn： 
T

1 1F G E 8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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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 2F 8G E 2.92= =×  

T
3 3F 8G E 4.33= =×  

依据评语集可知，政治思想素质、专业能力、职业素养这三项均超过 80 分，质量评价属于较好水平。

其中，政治思想素质得分最高，可以显示出某单位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比

较出色。在政治素质、职业道德、个人品德修养方面，有 97%的受访这评价为较好或很好；毕业生的专

业能力得到了广泛认可，有大约 80%的受访者认为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研究能力较好或很好，

大约 90%的受访者认为毕业生的学业表现和资质认证较好或很好；将职业素养的备受好评进一步细化，

超过 90%的受访者认为某单位应用心理硕士学专业学位硕士的敬业负责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较好或很好，而更少的受访者(约 80%)认为毕业生的创新能力和职业规划较好或很好。 

3.2. 模糊综合评价 

通过如上公式计算得到其某单位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综合评价的结果，过程如下所

示： 
经过问卷统计，各指标的模糊判断矩阵为： 

0.6721 0.2988 0.03 0 0
R 0.4493 0.3936 0.1504 0.0076 0

0.5469 0.3457 0.1008 0.0066 0
=  

最高一级权重 W = (0.347, 0.228, 0.425)，因而总满意度评价集为： 

( )G W R 0.5681,0.3403,0.0875,0.0045,0= × =  

综合评价得分 TF G E 84.76== ×  
依据评语集可知，综合评价得分为 84.76，即某单位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综合

处于较好水平。说明某单位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政治思想觉悟较高，专业能力较强，职业素养

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4.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的改进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探索职业资格认证对接机制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是指向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学位类型，但目前我国应用心理人才培养却缺乏

相对明确的、对口的行业归属，尤其自 2017 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资格证考试认定后，应用心理硕士面

临着“貌似宽口径、实际无对口”的困境(吕小康等，2020)。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人社部最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将包括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技师在内的 7 个与心理直接相

关的职业被纳入职业分类体系中。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可以推进顶层设计，建构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

明确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自身的职业定位，加快探索和建构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相对应的一系列完

整的、权威的职业标准、从业条件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推进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的紧密对接，以

职业资格认证来引导专业学位人才的培养。 

4.2. 适应社会需求，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不断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应用型心理人才的需求是推动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培养单位人才培养过程中不能只是“低头走路”，还要“抬头看天”(吕小康等，

2020)，主动对接社会需求，强化社会需求为导向。主动加强与行业协会、用人单位等的沟通与合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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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才培养质量追踪和校外信息反馈系统，以便于及时了解社会需求和行业需求，结合自身优势与特色，

拓展和打造鲜明的专业方向，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持续改进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堂教学方式、

培养模式、实践实习、学位论文等方面，促进人才培养贴近社会、贴近岗位、贴近实际(唐检云，2012；
李璜，陈玲丽，2018)。 

4.3. 强化应用性，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应用特色鲜明、实践性要求突出的特征，这决定了专业实践能力在教

育培养中的核心地位。针对当前人才培养过程面向理论的多，面向实际应用的少，实践能力培养不足问

题，培养单位需要重点强化人培养的“应用性”，建立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培养模式。其一，落实

双导师制度，明确校内外导师职责。坚持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健全校内指导教师遴

选机制，选拔既有学术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导师，鼓励校内导师走出校园，主动深入企业、事

业单位、行业协会等，了解社会需求和行业动态，丰富实践经验。同时健全校外实践导师的遴选、使用

及考核评聘机制，聘请具有实践经验丰富且责任心强的人员作为校外导师，全面参与教学实践、科学研

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中，与校内导师联合共同培养研究生；其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培养专业实践能力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是专业学位教育的重中之重，亟待创新以实

践能力为核心的培养模式，优化课程结构体系，适当増加实践性、技术性强的选修课程及其数量。同时，

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强化实践教学，推动应用心理硕士专业特色的教学案例库

建设，实施案例教学，同时改革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制定与应用心理硕士专业特定相适应的评价方式，

比如学位论文形式应与学术型论文有所差异，选题应该来源于实际工作或现实问题解决，可以采用专题

研究论文、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其三，打造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平台和实践基地。培养单位

加强培养单位与社会的联系，整合相关社会资源，打造培养单位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心理咨询机构、街

道社区、司法部门等社会多元力量协同的联合人才培养平台和实践基地(李璜，陈玲丽，2018)。依托人才

培养平台和实践基地，可以有效地整合课程实践、技能训练、实习实践以及校企合作项目等为一体，既

可以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又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素养和实操技能，实现人才培养与实际岗位需求

的无缝对接。 

4.4. 健全职业性导向的综合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是学术性和职业性兼具的学位类型，因而教育质量评价需要架构

涵盖体现学术特点的内部质量评价体系(如教学质量、学习成绩、论文评价)和体现职业特点的外部质量体

系(如职业资格认证、专业实践、社会服务)的多元化的、系统性的、有别于学术型硕士的综合性质量评价

体系。形成以社会需求和职业能力培养为纽带，培养单位、教育主管部门、学术组织、行业协会和社会

利益方(如用人单位、毕业生)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协同发展的、多维度指标体系的内部和外部相互支持的

综合质量评价体系。通过定期对教育质量评价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分类梳理，及时提供解决对策，以持

续改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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