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因果信息和提示指导语对大学生贝叶斯推理的影响 史滋福

四则运算中的自然数偏差及其认知机制 李晓东

样例学习专长逆转效应的影响因素 何毅

幼儿非符号数量自动加工能力发展特点与表征机制 陈英和

初中生动态样例的学习效果及影响因素 杜雪娇

父母教育卷入与儿童数学焦虑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动态
发展： 一年纵向研究

司继伟

句法意识对写作的作用机制：基于英汉的比较 李瑞英

快速命名对儿童英汉阅读的影响 丁嫄

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其
教育启示

教育心理

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专题研讨会接收情况

李虹

教育心理 数学认知与学习 司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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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盲童的汉语语素意识在听力阅读中的作用：词汇知识
的中介作用

谢瑞波

语素意识对小学盲生阅读理解的影响：词汇知识的中
介作用

陈红君

识字量、词汇量及句法意识对听障儿童阅读流畅性的
影响

赵英

元语言意识对聋生阅读水平的影响 孙鹏

青少年校园受欺凌对网络欺凌的影响：一项多水平研
究

胡仲琳

班级规则与教师温情对儿童青少年欺负行为的影响：
一项多水平分析

李腾飞

同学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进化心理学的视角

王鹏程

青少年的友谊网络与其攻击行为发展的关系：性别的
调节作用

张云运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道德推脱的中
介作用与网络去抑制的调节作用

王兴超

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其
教育启示

教育心理

张文新
社会—生态视角下的校园欺凌的发

生机制研究
发展心理

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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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发展心理
社会—生态视角下的校园欺凌的发

生机制研究
张文新

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的校园欺负行为：敌意归因和
冷酷无情的中介作用

张洁

大学生暴力态度、敌意归因偏向与身体攻击的纵向关
系研究

李芮

青少年早期内外化问题与学校适应的相互影响：基于
双因子模型的交叉滞后分析

柳霖

青少年中期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关系：FKBP5基因多态性
与青少年早期母亲消极教养的调节作用

田相娟

攻击与抑郁的关系及同伴关系、学业成绩的中介作用 董美慧

家庭多水平因素与对立违抗障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
的关系

何婷

小学四年级过度控制型学生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范明明

初一学生低控型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张雯

小学四年级低控型学生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余永金

儿童青少年人格干预与促进 杨丽珠发展心理

发展心理
个体、家庭、同伴因素与儿童青少

年精神病理问题
纪林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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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过度控制型初中生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陈靖涵

留守幼儿积极互惠行为的干预研究：基于道德情绪培
养

李志敏

四年级孤儿小学生品格优势识别的教育干预 王江洋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学业成绩和主观幸福感： 
母亲自主支持和控制的中介作用

付聪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执行功能的关系：一个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

李静雅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的
关系： 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

石瑞琪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入学准备发展之间的关系 任丽欣

胎儿期可卡因暴露青少年的多模态脑成像研究 李至浩

儿童与成人汉语词汇加工的脑功能网络的差异 刘丽

儿童青少年人格干预与促进发展心理

陶沙
儿童青少年脑发育与学校适应：队

列研究进展
发展心理

发展心理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青少年发

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王美芳

杨丽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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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儿童青少年持续注意与持续注意缺陷：行为学及功能
磁共振影像队列研

张行

儿童脑结构和认知能力发展的追踪研究 蔡清

学龄儿童脑模版与生长曲线 左西年

儿童脑模块化发展对注意能力发展的支持作用 王延培

老年人家庭功能对负性情绪的影响：自我完整性的中
介及自我刻板化的调节

张宝山

微信主观年龄与自尊的关系：朋友圈互动行为的中介
作用

范逸飞

孝顺期待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关系：接受亲子支持的
中介作用

尹述飞

健康自评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
作用

杨小洋

应对方式，社会网络对留守老人抑郁水平的作用机制
——基于CLASS数据

唐丹

陶沙
儿童青少年脑发育与学校适应：队

列研究进展
发展心理

发展心理 老年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张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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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心理学分析和研究 应小萍

流动经历与父母教养对流动幼儿好奇心的影响机制 周婵

多元文化经验的不同大脑机制：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
量和静息态功能连接

王晴

东西方文化刻板印象对高中生创造性的影响 吴俊莹

反应标准和远距情景在情景线索效应中的作用 ——来
自双目标视觉搜索任务的证据

吴娇

光照与对比度对内隐性空间学习记忆特征的影响 臧学莲

场景知觉中背景线索效应的年龄差异 魏玲

背景线索效应中眼睛注视方向信息的作用 赵光

场景中的动作意图识别：基于刺激物-刺激物背景的探
索

康廷虎

康廷虎空间认知与内隐记忆普心实心

普心实心 创新创造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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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普心实心 空间认知与内隐记忆 康廷虎 虚拟现实中空间参照系偏好的个体差异 李士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白质微结构改变：多模态异常
及遗传基础

吴赵敏

药物改善ADHD执行功能缺陷特点研究 曹庆久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臧玉峰

珠算训练对注意能力的促进作用及其机制 周新林

冲突加工的认知控制机制 刘勋

Neural oscillation mechanism underlying 
concurrent multi-feature attention

方方

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新产品新技术介绍 赵鹏

fMRI精准定位引导的rTMS在临床的应用 王珏

库逸轩经颅磁刺激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生理心理

普心实心 注意与注意缺陷脑机制与应用研究 臧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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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重复经颅磁刺激的参数优化及临床应用 季公俊

工作记忆的认知神经调控 库逸轩

探讨成瘾的皮质动力学和可塑性 袁逖飞

配对刺激影响认知功能：抑制和目标导向功能 瓦莱丽冯

胶质细胞对脑高级功能的调节损害与精神疾病 许海云

小胶质细胞促进神经发生在增强个体应激适应性中的
作用

游自立

脑内腺苷对小胶质细胞极化的影响及其在精神疾病中
的作用

黄庆军

小胶质细胞与精神疾病相关认知功能障碍 王玮文

生理心理 应激：基因，大脑和行为 杨娟 应激系统基因与人类社会心理应激的脑激活模式 姚树桥

库逸轩经颅磁刺激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生理心理

生理心理
精神疾病相关认知功能障碍的免疫

调节
王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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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急性应激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来自行为与脑电的证据 张亮

急性应激反应及其应对能力的预测因素 吴健辉

中文版应激心向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罗禹

背景应激损伤急性应激的神经内分泌反应 杨娟

伪装表情数据库的构建 赵科

说谎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谎言识别的影响 李贺

人工智能技术能否让测谎变得更可靠 颜文靖

欺骗行为中的信息隐藏及其情感评价 陈文锋

情绪泄露与欺骗检测 申寻兵

应激：基因，大脑和行为生理心理 杨娟

法律心理 谎言识别研究的新进展 傅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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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疼在你身,痛在我心：共情在灾后青少年幸存者中的双
刃剑效应

王文超

自我同情对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成长的影响：反
刍的中介作用

刘艾祎

留守儿童抗逆力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反刍思维和情绪
灵活性的中介作用

赵嘉琦

青少年亲子关系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成长的影响：一
个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

亓军军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网络成瘾的关系：链式中介
效应及性别差异分析

张迪

创伤后的低应激症状是复原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成
长的联合轨迹检验

周宵

非熟悉面孔分散学习效应脑机制的ERP探索 左晨毅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推理、注意的影响：成长
思维的作用研究

董丹

护士正念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何元庆

葛明贵
认知发展与信念及心理健康相关研

究
学校心理

周宵
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研究及其对

学生辅导的启示
学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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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青少年暴雨暴露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风险认知
与灾难化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全莉娟

认知控制与情景记忆交互作用的神经机制 耿凤基

合取谬误的群体差异及影响 葛明贵

Morality: a soci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崔芳

反馈隐藏信息测试范式研究:再认和反馈的双重效应 赛李阳

Brain activation and adaptation of deception 
processing during dyadic face-to-face 

interaction
刘超

急性应激和道德决策：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伍海燕

鼻喷催产素降低了男性而非女性的公平维护行为 封春亮

Reputational concerns affect cheating in young 
children

赵立

葛明贵
认知发展与信念及心理健康相关研

究
学校心理

社会心理
道德决策与行为的心理及脑科学研

究
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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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中国公众心理疾病观的核心维度 李凤兰

精神疾病患者自杀与心理健康素养关系的研究进展 张萌

国民心理健康素养变化趋势——基于抑郁主题微博大
数据分析

蒋宛月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量表的修订 陈景秋

中国人心理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元分析 赵春晓

咨询师对咨访匹配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赵久波

咨询师咨询风格与来访者偏好一致性对咨访关系的影
响

周社刚

基于思考-感受-行动框架的来访者-心理治疗干预取向
匹配研究

刘玎

心理治疗适宜性及其对治疗效果的影响研究 侯艳飞

张小远
心理治疗规范化的探索：循证与精

准心理治疗
临床咨询

临床咨询 心理健康素养专题研讨会 任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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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循证心理治疗本土化实施的问题及对策 杨文登

心理治疗从循证到精准：研究进展与实践探索 张小远

父亲协同教养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刘畅

父母教养投入的干预尝试：可行性及有效性探讨 侯芬

父母教养投入对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亲子依恋
的中介作用

王歆逸

青少年家庭协同教养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基
于APIM的分析

邹盛奇

青少年家庭协同教养冲突对亲子关系的溢出效应： 父
母教养投入的中介作用

任怡臻

单次超觉冥想改善外显情绪调节能力 刘兴华

时间管理倾向在价值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接
纳承诺疗法的视角

徐守森

刘兴华正念在各类人群中的效果及机制临床咨询

张小远
心理治疗规范化的探索：循证与精

准心理治疗
临床咨询

临床咨询
父母教养投入与协同教养对个体心

理健康的影响
伍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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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四日正念密集训练减少教师压力 郑明

正念训练改善女性服刑人员负性心境的随机对照研究 赵慧雯

经历爆炸事故的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创伤后
应激反应： 特质正念的调节作用

陈婧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特质正念与内外化问题：自悯的
中介作用

余思

批判性思维与组织承诺的关系：领导君子人格与成就
动机的作用

姜佟琳

儒家式君子型人格对员工创造力表现影响研究 朱呈呈

知识型员工批判性思维和工作倦怠：君子型人格与行
为抑制的作用

张斌梅子

君子型人格与领导绩效的关系：带调节的中介模型 潘欣羽

君子型人格的结构与测量 葛枭语

刘兴华正念在各类人群中的效果及机制临床咨询

人格心理 中国人的君子型人格 侯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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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精神病态暴力犯的认知行为特点 杨波

儿童青少年支配性目标与欺负行为的关系：班级地位
等级性的调节作用

潘斌

自我控制与攻击倾向的交互作用的大脑结构基础：基
于体素形态学的证据

王欢

敌意归因偏向的大脑功能及其与替代性攻击的关系：
来自fALFF与RSFC的证据

权方英

宜人性、愤怒沉浸与攻击的纵向关系研究 杨如姣

儿童期虐待与欺负行为：青少年道德推脱与父亲道德
推脱的作用

王兴超

对代价的不敏感与选项寻求： 最优化决策者与满意化
决策者区别何在

刘正泰

危机心态如何激活内隐知识：注意转换代价的标定效
应

石垠

公开-私密情境对最优化决策的影响 栾墨

意识与决策决策心理 李虹

人格心理 敌意与攻击 夏凌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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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经验性和描述性决策的整合性模型：框架效应的视角 付丽莎

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 ——恐惧管理理论视角下的
女性物化

高阳

风险决策中的反向末期效应 邢采

网游成瘾被试额叶-纹状体功能链接降低及其与成瘾程
度的关系

董光恒

中脑腹侧被盖区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对网络游戏障碍的
多体素模式分类

袁凯

网络游戏障碍患者纹状体形状学改变 林富春

额叶-纹状体环路在网络游戏成瘾分类诊断和表征中的
价值：一项基于核磁共振的影像组学研究

周滟

网络游戏使用所带来的大脑结构改变 何清华

网络游戏行为对社交焦虑和心智游移的影响 胡玉正

决策心理 视频游戏的益与弊 何清华

李虹意识与决策决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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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认知训练改善血管性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神
经可塑性机制

朱祖德

工作记忆刷新训练能否提升发散性思维？ 王腾飞

工作记忆训练对戒断期海洛因长期成瘾者认知缺陷的
改善及其迁移

赵鑫

抑制控制能力在老年阶段的可塑性及迁移效应的脑成
像研究

陈天勇

认知老化的非药物干预研究：从认知训练到物理刺激
干预

李春波

老化恐惧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不确定性容忍力和自
我控制的作用

邵景进

言语流畅性的个体差异对老年人联结记忆的影响 尹述飞

错误记忆情绪效应的年龄差异及机制 ——基于改进后
的简化联合再认范式

郭滢

自动化情绪调节中是否存在积极效应？来自eMMN的证
据

李西营

老年心理
认知训练的相关进展：从基础到应

用研究
李春波

老年心理 认知老化的情绪效应与个体差异 王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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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灵性照护培训在提高护士灵性健康和灵性照护能力中
的作用研究

胡艳丽

冠心病患者情绪调节策略特征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张瑞星

团体认知行为干预与注意偏向矫正训练对社交焦虑障
碍的治疗效果比较：一项ERP研究

李辞

中青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理社会适应的质性研究 王盼盼

护理本科生心理弹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潜在剖
面分析

王正君

妊娠期女性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烜

文化背景与语言水平对汉语字谜解决的影响 王小潞

情境影响双语语言控制的认知机制 刘聪

双语理解转换对一般性执行控制的影响：行为及电生
理学证据

焦鲁

王瑞明第二语言学习语言心理

护理心理 护患人群的心理健康促进 刘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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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母语经验对熟练二语学习者加工普通话声调的影响 余可可

二语学习心理学的理论建构 王瑞明

二语歧义词习得过程中各义项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陈宝国

公众获得感问卷初步编制及信、效度评价 安蔚

硕士研究生学业拖延与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的关系
研究

车丽萍

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影响： 冷酷无情特质
和网络社会支持的多重中介作用

赖馨

婚姻变迁趋势下流动女性离婚抉择过程研究 张靖枫

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居民利他行为的影响：社区认同
的中介作用

王艳丽

社会治理中的社区心理学访谈 杜刚

王瑞明第二语言学习语言心理

社区心理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社区心理学研究 陈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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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错失恐惧对大学生社交网站成瘾的影响：多重中介作
用

周健锋

睡眠时型对抑郁的影响及其机制 黄惠珍

人际开放特质、报复倾向与社会攻击关系的纵向研究 李岳恒

高中生的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未来时间自我的中介效
应

张锋

中国城市居民运动社区感的结构与测量：以广场舞者
为例

张雅

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干预模式及评估效果 李祚山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及服务状况 王申连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心理弹性在校园受欺负与其学校适
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赵俊峰

社会面吸毒人员的风险评估与循证戒治 杨波

邓铸
未成年人及社区特殊人群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研究
社区心理

社区心理 社区感与学校社区 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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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14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站点状况的调查与对策研
究

万增奎

全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 任其平

主动健康：心理调试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及干预作用 时勘

共情关怀对利他决策结果评价影响的神经机制 买晓琴

羡慕型自恋和竞争型自恋对同伴信任的不同影响：排
斥体验的中介作用

董妍

主动健康：积极心理学在北京社区养老服务中的探索
与实践

黄芳

社会变迁背景下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性因素 ——基于
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邢采

中国城市社区氛围维度的探索性研究 彭乔

学校社区感的相关研究与应用 黄洁华

社区老人与儿童：理论与技术社区心理

邓铸
未成年人及社区特殊人群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研究
社区心理

吕厚超

社区心理 主动健康的理论依据及干预措施 时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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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在社区青少年儿童开展心理
素质培养的实践探索

李媛

老年人社会参与幸福感的关系 马玲

社区老年人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心理弹性
的关系

李彦章

留守儿童时间洞察力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一项追踪研
究

李小保

社区“救急难”视角下的社区心理增能工作建构与实
施

鲍谧清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孝道困境问题研究 孙配贞

居民社区信任的模型探讨 曹文雯

基于循证实践理论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 张丹

新时代社区心理服务的落脚点：建立社区心理支持网
络互助系统

王平

吴继霞
新时代社区心理工作的理论与实务

探索
社区心理

吕厚超社区老人与儿童：理论与技术社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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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社区心理
新时代社区心理工作的理论与实务

探索
吴继霞

以“和合思维”消解城市社区冲突的社区心理工作模
式探索

杨莉萍

心理压力的七个维度研究 骆宏

基于血谱光学成像的情绪识别研究 傅根跃

血谱光学成像技术 李康

大学新生心理压力研究 李梅

TOI技术在品牌态度识别中的应用 侯旻

多表面匹配方法对髓鞘化图稳定性的影响 黄瑞旺

学龄儿童杏仁核分割的信效度：手动与自动 周荃

高信度的人脑功能连接组：演示和指南 蒋超

左西年心理学脑成像研究可重复性脑成像

情绪健康
血谱光学成像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

的应用
傅根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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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多中心扩散磁共振成像一致性的优化方法研究 何宏建

可重复性的异常脑活动未必经得起多重比较校正 臧玉峰

脑功能动态模式稳定性在不同网络和状态间的差异 严超赣

DIR地板时光/即兴式音乐治疗在自闭症儿童治疗中的
运用

王祎非

不同风格音乐在情绪唤醒时的神经激活 刘颖

亲社会歌曲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高攀科

背景音乐对语言理解的影响：来自 ERP 的证据 杜梦

音乐层级结构的紧张感加工及其神经机制 孙丽君

眼动心理 汉语阅读与学习的眼动心理学研究 白学军 可预测性促进词汇加工机制的探究 药盼盼

心理学脑成像研究可重复性 左西年脑成像

音乐心理
音乐对认知与情绪的影响及即兴音
乐治疗在自闭症儿童干预中的应用

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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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副中央凹词频与预视对眼动控制的影响 王永胜

刺激质量和字体类型对词频效应的影响：中文阅读的
眼动证据

仝文

汉语不同文本呈现形式影响留学生汉语阅读的发展研
究

于秒

中文阅读中切词过程的年老化：眼动证据 刘志方

汉语句子阅读中的情境多样性效应：来自眼动的证据 陈庆荣

中文阅读中双字同义词的语义预视效应 朱梦妍

应用眼动追踪技术综合探索决策的过程机制：以风险
和跨期决策为例

周蕾

文本阅读中的眼动与视觉背腹侧脑区 周蔚

言语理解中语义和语音信息的激活与预激活：来自眼
动的证据

屈青青

白学军汉语阅读与学习的眼动心理学研究眼动心理

李兴珊眼动与高级认知眼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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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眼动心理 眼动与高级认知 李兴珊 汉语阅读中预测加工对老年人预视加工的影响 李琳

铁木真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包小红

来自高门巨族女性的呼唤—凌叔华性别意识的觉醒与
实践

劉素鳳

志士惜日短——青年费孝通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杨远

5-6岁幼儿独白语言发展的叙事研究 蔡雯

一位来沪台商家庭母亲的生命成长故事 ～面对子女的
学校适应

王淑英

在文本世界中修炼：叙事文本的解读、分析与诠释之
道

李文玫

优秀科技教师“优”在哪儿？ ——来自苏州市中小学
优秀科技教师的访谈

赵凡

教学共同体是如何互动的——基于苏州市不同中学的
焦点团体

邓永光

刘电芝学与教的质性研究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 叙事与心理传记学研究 郑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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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破茧成蝶抑或挣扎沉沦？             ——小学新手
教师职业压力的访谈报告

彭文波

高职教师专业素质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
分析

胡维芳

叙事方式对心理传记主题和积极加工水平的影响 陈雨秋

中国大学生英语成功者的英语学习策略体系建构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刘电芝

青年夫妻冲突应对方式性别差异的扎根理论分析 卢凤

中韩伴侣婚姻经验之跨文化探究 林久榆

女性为何习惯于自我凝视——对三位女性大学生的人
生叙事访谈

张宝山

高校学生宿舍人际困扰心理干预的质性分析 王平

解析成年人后悔的心理特征 陈羿君

学与教的质性研究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 社会心理的质性研究 陈羿君

刘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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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高龄二孩妈妈的生育动机及影响因素 —基于上海市中
高收入家庭

李文桐

90后研究生的孤独感：焦点团体访谈结合扎根理论的
探索

汪娟

祖辈被迫成为替代父母的心理历程及困境探究 曹文韫

留守儿童对父母感受的主题分析 何吴明

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傅安国

经历校园欺凌者的抗逆力发展研究 罗鸣春

校园欺凌少年参与修复式司法的经验分析 陈祥美

价值驱动的注意捕获 魏萍

脑电网络在认知科学中的应用研究 Peng Xu

吴健辉脑电技术在认知科学中的应用脑电技术

质性研究 特殊群体的质性研究 耿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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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助人决策的结果预期和评价：一项ERP研究 甘甜

决策大脑网络的时域特征 古若雷

快速定频呈现范式中辨别社会支配等级的神经标志 曲琛

高威胁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对心理障碍的预测作用 李小新

心理学研究中的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及其衍生问题 杨沈龙

社会阶层与应得感：系统合理信念的调节作用 徐步霄

工具性和终极性物质主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初探 李静

达者何以兼济天下 ——谦卑对高阶层再分配偏向的促
进作用

白洁

阶层与学业成绩：自我肯定的作用及其机制 胡小勇

脑电技术 吴健辉脑电技术在认知科学中的应用

社会治理 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 郭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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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心理服务机构需求什么样的人才 慕东泰

心理服务与行业需求的有机对接 寇觉中

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心理服务 黄伟强

从社会需求角度谈心理咨询师的成长 武志红

基层单位社会心理服务模式的探索 傅春胜

心理学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求的途径 杨海波

正义观及其心理适应功能的中、美比较研究 周婵

正义感的遗传基础：基于双生子的研究 王赟

为什么偏爱惩罚？正义观与规范平衡的作用 吴胜涛

道德调节与社会治理 周媛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 心理学服务对接国家与社会需求 杨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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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第三方惩罚中的群体偏差：时间压力及情绪调节的作
用

伍珍

父母控制对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情绪调节的中
介作用

张彦彦

模拟创伤性经历对随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胡晓晴

直觉在道德推理教育中的作用 柴方圆

文化契约:意向与道德互依的商业交易 闫伟

迷信降低义务论倾向：从补偿控制理论解释迷信的道
德功能

刘传军

道德问责中的本位主义：中国人的内群体认同与内部
归因

吴胜涛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社交大数据道德实证研究 赵靓

影响机器人接受度的因素——道德的作用 许丽颖

周媛道德调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
道德心理学：技术、文化、教育与

应用
喻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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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专题名称 组织者 论文题目 报告人

国家自豪感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忠诚度的调节
作用

刘超

积极情绪感染能力与人际关系满意感:孤独感的中介和
主观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胡平

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与获得感的关系：早年居住
地的调节作用

董妍

文化自信对人工智能威胁的缓冲效应 喻丰

听同伴讲民间故事缩短社会距离：接触与民族认同的
作用

尹可丽

社会阶层与自我提升：提升热情还是提升能力？ 韦庆旺

全球化取向和道德基础：来自中美文化的初步证据 胡晓檬

理论解释
陈晓晨

注：以会议系统实际接收情况为准。

文化心理 文化自信与社会发展 胡平

文化心理
文化与自我、道德及社会距离：跨

文化比较
尹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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