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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办学条件 

广西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于 2014 年获批，是广西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

经过二十余年发展的成果之一，系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序列，发展

与教育心理学（学术型）、应用心理（全日制专业学位）和心理健康教育（教育硕士）

三个硕士学位点为教育学现行的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基本架构。广西师范大学心

理学专业 1997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应用心理学本科生，2007 年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

士学位授权，2012 年始招收心理健康教育方向教育硕士。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点于

2015 年开始招收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017 年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目前在校

硕士生 52 人，学位点教师 21 人，其中校内导师 8 人，校外兼职导师 4 人，非导师专业

教师 9 人。 

1.1 办学理念 

适应区内外的社会需要，严格按照《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要求建设，

紧扣学校的办学定位、服务定位和发展面向定位和目标定位，进行学位点的建设和人才

培养。 

1.1.1 培养目标 

根据 200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设

置方案》和本学位点的区域社会需求、生源状况以及培养条件，在多次论证后将应用心

理硕士的培养目标确定为： 

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服务；掌握应用心理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问题所需

要的心理学基础知识与技能，熟练运用心理学的原理与技术，能通过评估、诊断、咨询、

训练与矫正等形式有效开发人的各种心理潜能、矫正与改善各种心理障碍、提高人们的

心理健康水平，解决具体职业领域中的实际问题；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胜任社

会、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国防、体育等各领域心理服务的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 

根据当前国内心理学传统强校以科学研究为引领，后起发展高校以满足社会需求为

突破的发展特点，专业培养目标的制定主要适应广西及国内社会发展需求，以社会需求

为推动专业发展的引擎，注重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技术的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发展

潜力，满足毕业后继续深造的需求，同时又也注重实践技能和应用能力的培养，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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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与人力资源评估的技能与能力层面的培养，使毕业生能胜任以教育领域为

主，并能尽快适应其它领域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践需求。 

专业课程中主干（核心）课程包括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实验与认知心理研究、心

理统计应用、心理测量应用、应用认知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健康教育、沙盘游戏、

犯罪心理研究等。同时，学位点单位提供基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学校

心理学、心理咨询、网络心理、商业心理等众多心理学类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供应用心

理硕士选修。 

1.1.2 专业特色 

特色 1：无缝镶嵌入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活动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目前有教育学一级博士点，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

位，广西民族教育“八桂学者”岗位，综合实力在教育研究领域有较强的影响力，是广

西培养教育学科与心理学科教师、教育管理干部、教育科研人员、教育技术专业人才的

摇篮。心理学原理、技能与应用作为学部人才培养内容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应用心理

专业的导师、研究生在广西教育局局长研修班、八桂教育家摇篮工程、 广西基础教育

名校长培养工程、广西基础教育名师培养工程、广西基础教育名园长培养工程、广西特

级教师工作坊等各种类型广西基础教育各种高端养工程中承担重要职责，完成了相应心

理学模块的培养和训练任务。这些重要的教育服务同时也为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点的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平台和巨大的应用发展潜力。 

特色 2：独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TTP 模式 

TTP 为 Theory—Technology—Practice 三词首字母，为廖昌荫教授首创，并在课程

与专业实践中推广。TTP 模式要求学生在学习心理服务的各种技能时，要尽量做到理论

上能阐明原理、操作上能熟悉任务完成的过程、组织和方法，在实务上能做到应用有成

效。“三能”的 TTP 模式突显应用心理相关理论与技术有机结合，并在应用实践中加以

领会、丰富、验证、提升，从而提高应用心理人才的培养质量与对象化，可以使学生有

效适应岗位的专业实践应用要求，并表现出较好的职业竞争力。 

特色 3：突出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服务功能 

本学位点有广西省级的“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 、“广

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省级创新教学团队——广西心理健康促

进服务团队。这些平台为应用心理的专业服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4 年，韦义平教

授领衔的团队承研了教育厅委托的“广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与发展战略”重大研

究课题，2017 年又承研教育厅委托的“广西基础教育创新实验室、特色实验的研究与



4 
 

建设”重大课题，完成的《广西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标准》已通过自治区教育厅组织

的专家论证。已完成的第一届硕士毕业生 10 人中，7 人在各级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机

构工作，1 人在市级医院心理科工作、1 人在社会福利院从事心理健康服务工作，1 人

先在中学做心理咨询现辞职准备出国留学。 

在读的应用心理硕士除了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活动以外，还在学校的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桂林市社会福利院、桂林市和谐心理学校（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培训的社

会机构）、桂林市田家炳中学、逸仙中学等校内外各级心理健康服务机构进行专业实践。 

2018 年，心理学系将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桂林市七星区卫生计生协会签约，

再建立两个新的校外专业实践基地，提高专业的社会服务能力，为应用心理专业硕士提

供更多的异质化的专业实践训练平台。 

1.1.3 指导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应用心理硕

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为依据进行人才培养，立足广西，面向全国，辐射东盟，培养信

念执着、品德优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心理高级专门人才，在区内外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三库”（人才库、文化库和智力库）作用。 

1.2 教育条件 

1.2.1 教学设施 

学位点所在单位拥有广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科研、

实验场馆共 11000 平方米，实验仪器设备近 2000 台套；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

心理重点实验室，实验室面积 600 平方米，实验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650 多万元。可以为

应用心理专业学生提供各种心理实验、心理测量、心理咨询实训等学习和研究服务，此

外，广西师范大学的多媒体教室、案例教室、实验室都可作为应用心理专业学生的学习、

训练场所。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实验室于 2014 年获批成立，自治区每年专项研

究经费为 60 万元，为广西唯一的心理学省级重点实验室。表 1 为实验室现况。 

表 1.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主要实验平台 

研究平台名称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设备台套数 
设备总值

（万元） 

脑电研究室（事件相关电

位） 

 大脑信息加工的

电生理实验研究 

脑电 1套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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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动研究室 
各种认知过程的眼

动追踪特征 

头托型、遥测型

眼动仪各一套 79 

经颅直流电研究室 
大脑信息加工电生

理研究 

经颅直流电刺激

实验系统 1套 
72 

沙盘游戏治疗实验室 沙盘辅导技术 
沙盘 1套 

反馈仪 5套 
13.8 

生物反馈训练室 
生物反馈训练与治

疗技术等 
反馈仪 2套 50 

实验心理学实验室 
基础心理实验技能

训练 

多功能实验教学

平台 10套 
45 

行动观察实验室 发展心理研究 

各种实验用具 35

套，数据录制系

统一套 

15 

心理数据统计处理实验

室 
数据挖掘和分析 

行为实验、数据

分析计算机 30台 
70 

心理导航实验 心理健康训练 心理导航系统 38 

心理测量室 心理测量 
各种测量量表及

软件 
72 

心理健康训练 心理健康实训 
心理健康训练系

统 12 
47 

精神测量分析室 
心理压力、心身健

康 

精神压力分析仪

4套 
37 

教师教育心理技能训练

室 

 

各种教师心理技能

训练 

各种心理技能训

练设备 8套 
45 

1.2.2 信息资源 

学位点信息资源丰富，学校从 1995 年开始建设校园网，是最早与中国教育和科研

计算机网（CERNET）互连的百所高校之一，1998 年被确定为 CERNET 华南地区桂林主

节点依托学校。现已建成主干网万兆传输、千兆到楼、百兆到桌面校园计算机网络。 

应用心理硕士文献资料丰富，其中，中文图书 8.75 万册、电子图书 5.1 万册，中文

期刊 85 种、外文期刊 23 种，数据库 25 种，中文电子期刊 125 种、外文电子期刊 30

种。丰富的图书及研究文献资源可以满足学生的研究能力培养的需要。表 2 是图书资料

统计情况。 

表 2 应用心理硕士可用图书资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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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图书资源类型 数量 备注 

1 学校藏书总量（纸质图书/册） 3236720册  

2 可供学生免费阅读的电子图书（册） 2262653册  

3 相关专业图书数量（册） 57557种 

175826册 
 

6 学校阅览室期刊数量（种） 1867种  

7 可供学生免费阅读电子期刊（种） 34650种  

8 

可供学生使用的数字化资源（G) 
中外文电子数据库：91 个，其中购买电子数据资源数据库 82 个（中

文数据库 32 个、外文数据库 37 个、电子图书数据库 7 个、视频资

源数据库 6 个），自建数据库 9 个 

51797.53G   

 

9 专业期刊数量（种） 139 种  

 

1.2.3 培养经费 

应用心理硕士培养经费按照有关政策执行。学校保证研究生在实习方面的专项经

费：每生实习经费 300 元，其中：交通往返路费 100 元，教师指导费 100 元，实习管

理费 100 元。由学校研究生办公室都直接发给学生本人。教育学部还为每位应用心理硕

士研究生订阅全年的《心理学报》，每生每年专项经费 420 元。 

研究生的研究成果若被省级以上专业学术会议录用，研究生可以凭借相关通知申请

参加会议交流经费支持，可按学校有关标准从重点实验室活动经费中报销往返交通费、

住宿费和注册费。 

2 师资队伍 

2.1 专任教师 

2.1.1 教师人数 

应用心理不设区分具体方面，重点在心理健康服务，学位点目前共有专任教师 17

人，其中专职导师 8 人，不担任指导任务但从事课程教学、实践指导、实验协助指等相

关培养工作的专业教师 9 人。 

学位点专任教师为分 3 类：专任导师、兼职导师和专业教师。基本见下表 3、表 4。 

表 3. 应用心理硕士专任导师情况统计表 

序号 导师姓名 学位、职称 最后学位毕业院校、专业 实验经历、平台 

1 韦义平 博士、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广西心理学会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

理重点实验室 

广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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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廖昌荫 博士、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桂林新博瑞奇人力资源开发咨询

中心 

3 余欣欣 博士、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 广西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 

4 莫  文 博士、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

理重点实验室 

5 吴素梅   硕士、教授 韩国大佛大学、教育学 桂林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 

6 秦素琼 硕士、副教授 韩国大佛大学、教育学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

理重点实验室 

7 苏思慧 硕士、副教授 韩国大佛大学、教育学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

理重点实验室 

8 谢超香 博士、未定职 西南大学、心理学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

理重点实验室(新增导师) 

 

表 4. 非导师专业教师情况统计表 

序号 姓名 学位、职称 最后学位毕业院校、专业 实验经历、平台 

1 李宏翰 博士、教授 西南大学、心理学  

2 张姝玥 博士、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从广西大学调入) 

3 韩振华 博士、副教授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  

4 莫秀峰 博士、副教授 西南大学、心理学  

5 唐文清 博士、副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 (从广西大学调入) 

6 常保瑞 博士，副教授 武汉大学、心理学 （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7 刘珂 硕士，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 （9 月到中国人在读博） 

8 方建东 硕士，讲师 广西师范大学 （博士在读） 

9 权方英 硕士，讲师 西南大学（博士在读）  

 

2.1.2 量比状况 

学位点获批时，6 门专业课教师为 8 人，现 1 人调任其它高校，成为校外兼职导师，

2017 年，新增 2 位导师，引进 2 位导师。新增比例为 50%。 

2.1.3 师资结构 

与学位点获批时相比，1 位教师（韦义平）由副教授晋升教授、1 位老师获博士学

位（谢超香），引进了 2 位博士（张珠玥教授、唐文清副教授），引入 1 位副教授（常保

瑞，已通过博士学位论文手续，正办理毕业手续）。增长率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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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教师资历 

学位点 21 位教师中，拥有副教授(包括 1 位中学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 17 人，已获

得博士学位教师人数为 13 人，讲师 3 人，1 人未定级，高级职称比例为 80.9%。另外，

专业教师中有 1 人（刘珂）已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9 月份入学，1

人（常保瑞）已刚刚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正在办理毕业和回校手续。 

2.2 兼职导师 

2.2.1 教师人数 

学位点目前有 8 位校外兼职导师。其中文萍教授原为校内导师，因工作需要调任广

西幼儿师范专科学校任职，但保留导师资格，其他三位导师由本人申请，学部学术委员

分会审核通过，上报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获得导师资格。校外导师均具有 5 年以

上工作经验，每届可具体指导 1 位研究生，并参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以及

学位论文答辩等教学环节工作。另外，为加强学生专业实践指导，学部还聘请了 8 位行

业专家任专业实践教师，他们虽然还没有获得导师资格，但指导学生在实践基地内的专

业实践活动。兼职教师情况见表 5。 

 

表 5. 应用心理硕士校外兼职教师信息表 

序号 导师姓名 学位、职称 
最后学位毕业院校、专

业 

备注 

1 文  萍 博士、教授 西南大学、心理学 广西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原校内专任导师） 

2 任其平 博士、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南京晓庄学院“陶老师”工作

站（导师） 

3 高永金 硕士、中学高级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桂林市教科所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专职研究员（导师） 

4 董泽松 博士、副教授 西南大学、心理学 贺州学院（导师） 

5 谢裕中 学士、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 桂林市和谐心理学校 

6 农秋宁 学士、中学高级 广西师范大学、心理学 桂林市和谐心理学校 

7 陶亚平 硕士，副校长 广西师范大学、心理学 桂林市人民警察训练学校 

8 唐文华 硕士，科长 广西师范大学、心理学 广西区英山监狱教育改造科副

科长，服刑指导中心主任 

2.2.2 实践经验 

在 8 位校外兼职教师中，有 2 位导师为高校教师（文萍、董泽松），其它 6 人都有

6 年以上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心理训练等具体的心理健康服务经验。实践经验教师占

兼职教师总体比例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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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教学工作 

兼职校外导师指导 1 名研究生 1 学期计 18 个教学工作，课程教学按人才培养方案

计算工作量。导师有参与开题、报告、课程教学、讲座等教学实践活动，非导师只参与

讲座、专业实践指导任务。每学期参与培养研究生的实践活动时间远超 10 小时。 

2.3 教学支持 

2.3.1 激励支持 

1.学位点根据实际情况，为每一位校内专任教师订阅全年的《心理学报》刊物； 

2.依托民族教育“八桂学者”岗位、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

应用心理创新教学团队、广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平台，鼓励并支持专

业教师、研究生积极从事专业研究、专业服务和专业交流活动。提供活动经费支持。 

3.根据学校的科研绩效考核对教师的科研工作及成果进行奖励。 

2.3.2 师资培训 

学位点积极响应相关培训任务，参加各级机构组织的培训活动，保证学位点的顺利

建设与发展。 

作为应用心理硕士学位点的专任教师，韦义平教授同时也是广西心理学会的理事

长，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广西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广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广西师范大学教育评估院院长。在

广西心理学的研究、应用、服务等领域有重要影响，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心理学教学工作

会议，在全国同行中也有较大影响。韩振华副教授、莫文副教授也是广西高校心理学教

学委员会主要成员。余欣欣教授作为主讲教授，进行过多次有关“沙盘游戏治疗”讲座。

韩振华副教授参与了教育学部参与的欧盟委员会“伊拉斯谟+”(Erasmus+)课题“以课

程开发和教师教育促进中国全纳教育发展”(简称：INCLUTE)的项目培训活动。 

 

表 6 教育学部 2017 年举办的部分学术会议情况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备注 

“教育中的融合与排

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欧盟高端项目 INCLUTE

项目会议 

2017年 6月 13-15日 桂林市桂山酒店 会场对应用心理师生

全程开放 

教师教育移动学习项目

国际会议 

2017年 6月 27-29日 桂林市桂山酒店 会场对应用心理师生

全程开放 

第二届 G20教育对话 2017 年 11月 30-12月

2日 

桂林市大公馆 会场对教师开放 

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

分会 2017学术年会 

2017年 12月 1-3日 桂林市大公馆 会场对应用心理师生

全程开放 

第四届东南亚教育研究 2017年 12月 2-4日 桂林市大公馆 会场对应用心理师生



10 
 

网络会议 全程开放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3.1.1 招生届数 

应用心理硕士从 2015 年开始招生，2015 年到 2018 年招生计划数与实际招生人数

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历年招生情况 

3.1.2 招生情况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生生源充足，校内专业硕士研究生指标稳步搞高，由于 2017

年其它专业硕士点生源质量不理想，因此，本学位点招生人数远超计划数，2018 年，

为保证指导质量，学校将招生指标调整为 20 人，实际招生人数也控制为 20 人（已发录

取通知书数）。总体上每年都超额完成招生任务。 

3.1.3 生源结构 

已录取的 2015 至 2017 级三届学生中，有 16 级有 3 名学生有实际工作经验，占当

年招生学生总数的 23.08%，17 级有 10 名学生有工作经验，占当年招生学生总数的

38.46%。相关详细情况见表 7。 

表 7  有工作经验学生信息一览表 

年级 姓名 学号 入学前工作单位 

2016 级 何琳 2016010278 长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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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级 杨晨帆 2016010274 郑州科技学院 

2016 级 唐星 2016010276 江苏新晨医药有限公司 

2017 级 明辰旭 2017010607 烟台市福山区万佳春阳网络有限公司 

2017 级 杨浩巍 2017010618 泰康人寿广西分公司 

2017 级 谢婷婷 2017010622 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 

2017 级 张鹏 2017010610 上海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7 级 匡路 2017010621 日本邦民财务公司武汉普罗米斯子公司 

2017 级 张雅楠 2017010603 绿地集团西宁置业有限公司 

2017 级 徐鑫鑫 2017010619 桂林 95246 部队 

2017 级 卢发仙 2017010627 广州伊创仪器有限公司 

2017 级 张成 2017010623 沧州市宇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17 级 吴婷婷 2017010612 北京《数理天地》杂志社 

 

3.2 课程建设 

3.2.1 学分要求 

应用心理硕士的课程建设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中，根据全日制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设置的基本精神与我校的实际，课程学习与实践课程紧密衔接，要求学生总学

习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每学分的修读时间不少于 18 学时。其中公共学位课共 3 门，7

学分；专业学位课：共 4 门，每门 3 学分，共 12 学分；非学位课程：每门 2 学分，研

究生要在导师指导下选择 3 门课程，不少于 6 学分。专业实践 6 学分。以 2017 届学生

的课程设置为例，将专业实习定位 6 学分，通过设置技能型课程包括心理统计应用、心

理测量应用、沙盘游戏、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等为实践环节提供专业技术。表 8 是

2017 级应用心理硕士的课程设置表。 

表 8 2017 级应用心理硕士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
课
学
期 

学
时 

学
分 

是否
为学
位课
程 

考
核
方
式 

备 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207000031001 英语（上） 1 36 2 是 
考

试 

研究生学院

统一安排 

207000031002 英语（下） 2 36 2 是 
考

试 

207000031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1 36 2 是 

考

试 

207000031005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是 
考

试 

专
业

306045432001 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 1 54 3 是 
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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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课 

306045432002 实验与认知心理研究 1 54 3 是 
考

试 

306045432003 心理统计应用 1 54 3 是 
考

试 

306045432004 心理测量应用 2 54 3 是 
考

试 

非 

学 

位 

课 

306045434002 应用认知研究 2 36 2 否 
考

查 
1.研究生在

导师指导下，

至少选择 3

门课程。 

2.本专业三

分之二以上

的同学选修

该门课程才

开设。 

306045434003 人力资源管理 2 36 2 否 
考

查 

306045434006 沙盘游戏 2 36 2 否 
考

查 

306045434004 心理健康教育 2 36 2 否 
考

查 

306045434005 心理咨询 2 36 2 否 
考

查 

306045434009 犯罪心理研究 2 36 2 否 
考

查 

实践教学 306045436001 专业实习 3-4  6   
考核结果为

合格/不合格 

必修环节 

 中期考核 3     

不计学分  开题报告 3     

 学位论文 3-4     

3.2.2 实践目标 

根据培养方案安排，实习时间为第 3-4学期，具体时间不少于半年，可采用集中实

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要求研究生提交实践学习计划，并撰写实践学习总结报告。

本学位点全部学生都达到了培养方案规定的实习时间要求。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同学入学

后即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中小学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或心理咨询室值班，其实践训练

的时间远超培养方案规定的时间。 

3.3 实践训练 

3.3.1 实习基地 

目前已经签约的实习基地有 6 个，没有正式签约但学生在实习实践的基地有桂林市

一中、清风中学、桂林旅游学院、桂林市福利院等单位。已签约实习基地见表 9. 

表 9 部分实习基地 

基地名称 建立年份 地址 可接纳学生数量 

桂林市十九中学 2011 桂林市叠彩区胜利路 49号 50 

桂林市第十三中学 2007 广西桂林市四会路 9号 50 

桂林市逸仙中学 2017 桂林市雏山路 17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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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穿山中学 2016 桂林市七星区漓江路 35号 30 

桂林市第十七中学 2006 桂林市象山区铁西一里 10号 30 

桂林市第四中学 2003 桂林市屏风路 2号 50 

 

3.3.2 行业合作 

应用心理硕士学位点还与桂林市公安局民警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桂林市公安局叠彩

分局就民警心理健康服务示范区建设开展了有效合作。不仅拓宽了本学位点的研究范

畴，也对学位点的专业学位教育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3.4 学位授予 

3.4.1 论文选题 

学位点鼓励学生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学位论文选题，在导

师指导下开展研究活动。在开题报告会上，导师小组要求学生清楚回答研究什么？明确

的研究问题是什么？问题的解决具有何种实践价值。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学生有意识

地关注并选择实践应用价值强的问题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根据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具体情况，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究、案例分析等形式。学位论

文字数为 1.5-3 万。目前已经 2015 级和 2016 级学生完成学位论文工作。根据统计，2015

级应用心理硕士有 50%的学位论文偏向应用，2016 级应用心理硕士有 40%的学位论文

偏向应用。 

各届毕业生学位论文选题见下表 10。 

 

 

表 10 应用心理硕士 2015 级、2016 级学生的学位论文情况 

学号 姓名 导 师 论文题目 

2015010263 赵  帅 韦义平 网络使用时间对情绪识别的影响 

2015010266 
乐  鑫 

吴素梅 

正念训练对大学生注意觉知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干

预实验 

2015010267 王  贞 余欣欣 初中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 

2015010269 蒋琬婷 廖昌荫 大学生拖延、自尊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 

2015010270 黄语琪 廖昌荫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与自我表露的关系 

2015010271 虞  兮 韦义平 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距离对网购决策偏向的影响 

2015010272 莫家琪 吴素梅 大学生欺负行为、自尊与社交焦虑的现状及其关系研究 

2015010273 李雪丽 余欣欣 留守初中生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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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 

2015010274 
曾伊宁 

秦素琼 

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学业自我效

能感的中介作用 

2015010275 王  亮 莫文 流动人口收入、分配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016010267 梁  博 韦义平 搜索任务对注意捕获的影响 

2016010269 张绿次 吴素梅 
困境儿童情绪智力、社会支持与压力后成长的关系及干

预研究 

2016010271 叶恩成 韦义平 不同时间进程下头部朝向和注视方向对注意朝向的影响 

2016010272 陈  烨 余欣欣 
流动儿童核心自我评价、社会身份认同与学校适应的关

系研究 

2016010273 赵思涵 余欣欣 
大学生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自我认同与生活满意度

的关系研究 

2016010274 杨晨帆 莫文 快递员的工作压力、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016010275 滕斯瑶 莫文 SNARC 效应中视觉和听觉工作记忆的作用 

2016010277 韦育坤 吴素梅 大学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压力后成长的关系 

2016010278 何  琳 秦素琼 大学生专业认同、成就动机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2016010279 孙婉静 廖昌荫 组织支持感、心理授权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2015010264 吕木凤 莫文 广西仫佬族居民人格、民族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015010265 孙  聪 廖昌荫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创业意向的关系研究：应对方式的

调节作用 

 

3.4.2 论文规范 

研究生完成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要求的课程学分、专业实践学分和其它必

修环节，完成学位论文工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我校申请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

的要求，按照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办法，颁发应用心理专业硕士毕业证书。经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授予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从严指导，包括选题、调研、写作、论文格式规范等

方面。按照学校统一管理要求，研究生的论文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盲审，学生根据盲审

结果进行修改并征得导师同意后可以参加答辩。 

3.4.3 行业合作 

学生学位论文完成过程中由导师协调，在实践教师的支持与帮助下完成相关的调

查、实验或个案咨询、辅导研究活动。论文初稿完成后请相关行业专家评阅，提供修改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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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硕士的学位答辩由外请的行业专家做答辩组主席。2015 级应用心理硕士

的答辩主席由广西大学心理健康研究所主任杨新国研究员担任，2016 级应用心理硕士

的学位论文答辩主席也由杨新国研究员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杨新国研究员是广西心理

学会副理事长，在心理咨询实践领域有较高的影响力。 

3.5 奖助体系 

应用心理硕士与本单位其他研究生在奖助学金方面进行统一管理，按照学生在校的

表现，即专业成绩、科研表现、社会实践等方面对研究的综合表现进行评定。研究生在

校期间，可以参加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以及各类

符合条件的社会奖学金（如华藏、孝廉奖学金等）以及学校、学部以及导师为研究生设

置的“助教”“助管”“助研”岗位等奖助学金的评定。 

教育学部为研究生提供大量的教育培训项目的班主任助理岗位、会议工作人员岗位

以及项目调研助理等。这些岗位的津贴标准一个工作日 50-80 元。 

学位点通过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科研经费为研究生提供

学术会议支持。 

对重点研究室的研究活动和成果建设有较大贡献的研究生，还以科研津贴的方式对

相关研究生进行奖励。 

研究生参与导师师课题研究活动，由导师从课题经费中给予适当的科研津贴。 

 

 

 

 

表 11 应用心理硕士 16、17 学年获得奖学金情况 

年级 姓名 学号 奖学金名称、等级、金

额 

助学金名称、等级、

金额 

年份 

2015 
赵帅 2015010263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吕木凤 2015010264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二等奖）40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孙聪 2015010265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乐鑫 2015010266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王贞 2015010267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二等奖）40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蒋琬婷 2015010269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黄语琪 2015010270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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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三等奖）2500元 600元/月 

2015 
虞兮 2015010271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莫家琪 2015010272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李雪丽 2015010273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曾伊宁 2015010274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5 
王亮 2015010275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6 

 

2016 
陈烨 2016010272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二等奖）40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唐星 2016010276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二等奖）40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叶恩成 2016010271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二等奖）40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滕斯瑶 2016010275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二等奖）40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张绿次 2016010269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高天爽 2016010270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韦育坤 2016010277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赵思涵 2016010273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梁博 2016010267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孙婉静 2016010279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王天泽 2016010268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6 
何琳 2016010278 

全脱产学业奖学金（硕

士三等奖）2500元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刘妩怡 2017010602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张雅楠 2017010603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黄唯佳 2017010604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常子毅 2017010605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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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李冰婧 2017010606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明辰旭 2017010607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汪振国 2017010608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洪程晋 2017010609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张鹏 2017010610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何决霜 2017010611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吴婷婷 2017010612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陈嘉豪 2017010613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李擅 2017010614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李越 2017010615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王啸天 2017010616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麦倩怡 2017010617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杨浩巍 2017010618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徐鑫鑫 2017010619 无 无 2017 

2017 

毛雪萍 2017010620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匡路 2017010621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谢婷婷 2017010622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张成 2017010623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马丽云 2017010624 无 无（休学） 2017 

2017 

崔恒曦 2017010625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汪浩远 2017010626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2017 

卢发仙 2017010627 

无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元/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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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培养成果 

3.6.1 就业比率 

2015 级招生的 13 人中，有 10 人于 2017 年毕业，毕业率为 76%，10 人实现了全

部就业。参加 2018 年应届毕业的学生共 12 人，目前有 2 人上交了就业协议。但根据研

究生就业的一般规律，学生往往会等待更好的就业单位信息，答辩后集中签署就业协议。 

3.6.2 单位评价 

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毕业生的评价很好。7 人参加用人单

位满意度调查的毕业生工作单位，有 4 个单位对毕业生非常满意（5 分），有 3 个单位

对毕业生的工作表现比较满意（4 分），用人单位对我学位点毕业生的满意度平均值为

4.57 分。（注：1 分=非常不满意，5 分=非常满意） 

3.6.3 毕业生起薪 

毕业生对个人收入问题不愿精确回答。表示收入由固定工资、加班费、单项活动劳

等构成，月薪不稳定，收入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 

4 质量保证 

4.1 制度建设 

4.1.1 管理体系 

学校下发了系列文件研究生管理文件，学部根据学校的文件进行了相关的制度规

定、文件。完整覆盖从招生、录取、教学、学位论文、实习实践、毕业、导师指导、课

程资源建设、评奖评优等各个培养环节，使各环节均能做到有规可依，形成了一个完善、

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在学校研究生院、团委、学生工作处的协调指挥下，应用心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由学科建设、教学管理、学工辅导、党支部、学生会、团

支部等多个组织构成，为研究生的成长提供全方位的管理服务。 

4.1.2 管理机构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为学校研究生教育专门管理机构，组织各教学单位进行学

科、专业及培养方案设计、监督各教学单位有效开展教学、组织有关专家研讨提升教学

培养途径等方式和手段。在学校层面上提供制度保障。 

2014 年，广西师范大学发文《关于调整广西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办

公室和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成员的通知》（师政人事[2014]71 号）。设立应用心理

硕士教育中心，挂靠教育学部，主任为韦义平教授，副主任为李宏翰教授和韩振华副教

授，应用心理硕士教育中心办公室组织架构见下表 12。 

表 12 应用心理硕士教育中心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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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学历 职责 备注 

孙杰远 主席 博士 学术及学位分委会 部长 

韦义平 主任 博士 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 副部长 

韩振华 副主任 博士 学位点建设与研究生培养 心理系主任 

李宏翰 副主任 博士 学位点建设与研究生培养  

黄春秋 研究生教学秘书 硕士 研究生教学管理 专职 

邱  杰 研究生辅导员 硕士 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 专职 

4.2 过程管理 

应用心理硕士的培养在管理上首先做到规范，即在制度的规范下展开培养工作。本

学位点有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文件，并能不断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学位点获得三年多以

来，各项工作开展顺利。 

4.2.1 档案管理 

每年新生入学后，由研究生办公室为每一位学生建立学习档案，收集其学籍、成绩、

课程论文、实习实践表等学习培养材料。 

校研究生院建设研究生学业成绩管理系统，实行电子化管理。 

4.2.2 论文管理 

(1)中期考核与开题报告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第二学期中期进行中期考核，通过考核后方可进行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必须在查阅文献资料、结合专业实践内容的基础上进行，

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2)学位论文不端检查 

通过开题报告的学位论文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撰写完

成及修改后，经导师同意。由教学管理办公室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机检查重。根据学校相

关规定作相应处理。基本规则为 R≤20 为合格，R≥50 为不合格，必须延期答辩，R 值

在 20-50 之间须重大修改后重检。 

（3）学位论文送审 

通过查重检验后的论文由学部统一组织双盲评审。每篇论文请 2 位区外不同单位同

行专家独立评审。研究生、导师不知评阅人信息，评阅人也不知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

师。只有两位校外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论文可能参加答辩的论文才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如果有一位认为不能参加答辩而另一位认为可以参加答辩，则研究生须与导师研读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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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进行相应修改后再送审，如果仍然不通过则延期答辩。如果两位校外评阅人都认为

论文不能参加答辩，则必须延期一年答辩。 

（4）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需由校外专家任答辩主席，并报研究生学院批复同意后方可进入答辩环

节。答辩委员会根据学生的论文以及答辩表现，通过无记名投票，可从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四个等级给定一个等级成绩。 

4.2.3 实习管理 

根据《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规定》，应用心理硕士的实习安排在第 3-4 学

期进行，研究生必须参加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或本学科（专业领域）的社会实践、专

业实习活动。研究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联系实习单位，报主管办公室批准后进入

实习，也可以通过研究生办公室的安排进入相关单位进行实习实践，实习成绩由具体指

导实践、实习的教师评定。实习工作的管理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实习结束后学

生填写《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实践或社会实践成绩评定表》，并按要求存档。 

4.3 学风建设 

应用心理专业学生的学风建设主要措施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导师教育及各种具体学

术活动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由分管的党委副书记、研究生辅导员根据学校相关工作要

求统一布置、计划和组织。 

4.3.1 学术规范 

每届研究生都组织学习《广西师范大学关于规范研究生学术道德的暂行规定》，特

别是结合本学科的学术伦理进行宣讲和强化，研究生的学术规范得到很好保证。学部成

立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党支部开展相关的工作。 

导师教育通过专业学习指导进行针对性的教育，通过课程和科研实践进行科学道德

和学术规范的实践教育。要求教师在相关课程中渗透学术道德和规范的教育，打好预防

针，树立学术规矩。研究生党支部以及研究生共青团通过“影响力教育论坛”、“暖心社”、

“深度阅读赠阅计划”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从学以致用层面上加强

学风建设。 

学风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例如，以 16 级应用心理硕士为例，当前共有中共党

员 3 人，预备党员 2 人，占学生总数的 38.47%。再例如，韦义平教授、莫文副教授采

取每周一次的组会制度对研究生进行专业合作学习，起着突出的示范作用。韦义平老师

课题组的每一个研究生在读期间的都有一项以上的研究论文被中国心理学会及专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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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普心与实心、民族心理、社会心理、心理咨询）的学术年会录用并参加相关会议，

在研究生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4.3.2 学术不端 

从 2016 年开始，学校发布《关于做好 2016 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 TMLC 系统检

测工作的通知》，规定从 2016 年开始，所有的硕士学位论文必须通过 TMLC（中国知网）

的检测，重复率 R 值小于或等 0.2 方可进入送审和后续的答辩诸环节。止前已通过答辩

的学位论文中，没有发现学术不端行为。 

5 存在问题与对策 

5.1 主要问题 

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生源质量，培养条件、实践平台等。学位

点经过三年多的专业学位培养实践，已获得比较成熟的经验，培养水平也逐年提升。但

在培养质量方面也面临突出挑战。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5.1.1 生源充足而质量不高 

由于影响力因素，每年第一志愿上线率都没有达到招生计划数，很多学生包括学部

应用心理学本科生，都喜欢把应用心理专业作为调剂的备选单位。 

5.1.2 与实践的典范式合作不足 

尽管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的 TTP 模式可以无缝地进入各种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活

动中，但没有形成标志性的结果。 

5.1.3 培养年限产生短促效应 

根据有关规定，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正常学制为 2 年，培养过程发现，2 年的学

习年限还是显得比较短促。学生的基本学习模式为一年级完成学分课程学习，一年级第

二学期开题后，重点内容为完成学位论文，在此过程中完成专业实践。从培养过程来看，

学生比较关心学位论文能否通过各审核环节，因此，对于专业实践活动无法深入学习和

掌握。因而产生了时间不够的短促效应，对于本科阶段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

短促效应更为突出。 

5.1.4 学习场所有还不完善 

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目前集中在我校雁山校区教学。雁山校区由于学校新校区建设

还没有完全完成，其中包括新校区图书馆还没有启用，部分教学场馆还没有完全建好，

这可能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外请的专家教学活动在育才校区开展，而学

生住在雁山校区，这也会造成一些不便，影响到讲学受益面。 



22 
 

5.2 对策 

5.2.1 加强学位点建设，提高专业影响力 

对于一个新建设的专业，影响力必然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生源质量不理想

是必然的，而改变的根本之路在于加强学位点的建设，提高影响力，这样方能逐渐提高

专业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形成良性循环。 

首先，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导师和专业教师队伍是加强专业建

设的根本之路。 

其次，加强实践基地的建设和专业实践的指导，是提高专业点建设质量和关键。 

5.2.2 关注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以标志性成果突显专业特色 

目前，学位点已完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工作。主要表现在构建了广西高校认知神经

科学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和广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两个重要研究平

台，研制了《广西中小学心理辅导建设标准》。创造了较好的发展前景。今后，学位点

要顺势而为，加强与各相关行业合作，形成标志性的应用研究成果。 

5.2.3 加强信息建设等基础建设与应用，促进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 

目前，学校已加强对临时图书馆的功能建设，进一步加强网上图书馆的便捷服务，

雁山全校区基本实现是无线网络覆盖，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流量的免费服务。针对一些教

学活动在育才本部的情况，学校提供便捷的校车和公共汽车服务，并实现了校园一卡通

服务。尽力弥补多校区办学，硬件未完善带来的不便影响。 

提高论文选题质量，要加强导师在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方面的引导，推动学生关注

实践问题，研究实践问题，解决实践问题。提供学生更多的理解社会行业的条件，促使

学生去发现问题，进而用科学的模式来研究解决问题。鼓励与企事业单位的研究项目合

作，提高研究生的论文实践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