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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民族的不幸，人

类的不幸。但从另一角度看，本次新冠疫情的应

对，也凸显了心理学的重要性，促使我们认识到在

中国加快发展心理学的必要性，进一步反思中国心

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2020 年 3 月 10 日，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强调：“要加

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及其

家属、病亡者家属等的心理疏导工作。”3 月 18 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人文关怀，组织开展心理疏

导，稳妥做好疫情善后工作，防范化解社会矛盾。”

中国心理学会的相关分支机构和全国心理学界的

专家学者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开展了抗

击疫情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在心理援助、应急科

普、科技支援、决策咨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例如，按照教育部党组统一部署，高效率、高标

准、高质量、高站位搭建的“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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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都与时代的发展不相匹

配。

也许“界外”之人很难想象，中国心理学的发展

还应有多大空间、如何任重而道远。与美国的心理

学现状进行比较，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美国的人口基数不到中国人口基数的 1/4，但

美国每年培养的心理学本科毕业生约为 12 万多

人，中国约 2 万人，相差 6 倍；美国每年培养的心理

学硕士毕业生大概是2万多人，中国约0.8万至1万

人，相差 3 倍；美国每年培养的心理学博士毕业生

（包括学术型和专业型）每年约为 6000 人，中国现

在是400多人，相差13倍。上述数字是根据各种资

料所做的估计、不一定准确，但可以反映出两国心

理学科的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高校虽然已经有近 400 个本科专

业，但只有 30 个心理学博士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