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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
。

理学会于 年 月 日一 月 日在天津市举行 第三 届 学 术年

会
。

出席会议代表 余人
。

会议收到论文报告和译文资料等 余篇
。

这次年

会 划分五个分组 第一分组 为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组 第二分组为普通 心 理和

工程心理 包括实验心理 组 第三分组 为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组 第四分组为心

理学基本理论组 第五 分组为体育运动心理组
。

会议主要以 分组活动为主
,

五个

分组同时进行论文报告和专题讨论
。

会议由学会理事长潘藏同志致开 幕词
,

结束时 由副理事长陈立同志致 闭 幕

词
。

在会议上还宣读 了美国心理 学会主席卡明斯  教授和美

国密执安 大学心理 系主任诺 受 教授以 及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陈

鹤琴 同志分别给年会的贺 电
。

中国心理学会于 了 年 月 日一 月 日在天津市举行第三届学术年会
。

出席这

次年会的代表有 个省
、

市
、

自治区心理学会和有关单位的正式代表 人
、

列席代表 人

以及天津市和外地赶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共达 余人
。

代表中除心理学工作者外
,

还有教

育
、

医学
、

体育
、

国防
、

工程
、

生理
、

物理
、

生物物理等学科和部门的有关工作者以及 中 国科

协
、

中央教育部
、

天津市科委和科协等领导机关与报社宣传出版机构的同志参加

这次年会共收到论文报告和译文资料等 余篇
。

其中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方

面有 篇 包括儿童思淮发展方面
,

主要是数概念和运算能力的发展有 篇 儿 童 言语

发展 篇 认知发展 篇 记忆和注意 篇 、
行为和动作 篇 超常儿童 篇 缺陷 儿 童

篇 情感问题 篇 智力问题 篇 心理测验和量表 篇 数学教学 篇 语文和外 语 教学

各 篇 , 识字教学 篇
、
青少年犯罪问题

、

道德品质培养和纪律教育 篇 优秀教师心理特

点 篇 儿童心理学 篇及其他有关教育
、

教学中的心理学研究和资料 篇
。

普通心理学

和工程心理学方面有 篇 医学心理学方面有 篇 生理心理学方面 篇 心理学基 本 理

论方面 篇 评冯特心理学 篇 体育运动心理学方面 篇 , 还有其他译文资料等 余篇
。

这次年会以分组会议为主
,

从 日一 日五个分组同时进行论文报告和专题讨论
。

全 体 大 会 活 动

会议开始由学会理事长潘款同志致开幕词
。

他首先谈到这次年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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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
、

四 中全会和五 届人大二次会议 以后
,

在叶剑英副主席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三十周年大会上作的重要讲话之后举行的
。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
,

我们的心 理 学工

作面向着一个光辉灿烂的大好发展前途
。

他说
“

在杭州会议和保定会议 以后
,

我们心理

学工作的现代化的大方向和奋斗的大 目标 已大体上得到明确了
。

全国心理学工作者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已大大地调动了起来
,

全国心理学界呈现出一个精神焕发
、

斗志 昂 扬
、

朝气

蓬勃的大好局面
。

不同方面的研究工作
、

教育工作和著述工作都有了 可 喜 的 开 展 和提

高
。 ”

他在讲话中对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状况
,

对如何贯彻 中央三中全会和四 中全会的精

神
,

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
,

实现心理学的现代化问题以及心理学各分支的科研工作的调整

和规划问题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

潘藏同志着重谈了我国心理学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以及为实现这种转移而必须进

行的调整工作
。

他说
“

我们心理学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把全国心理学工作 的 力量

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上来
,

一切心理学工作都要为了对实现 四个现 代 化有

效地服务而争取心理学本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

要使工作着重点转移好
,

就必须 首 先调

整我们的工作
。

这种调整工作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说
,

就是要依照实现社会主义 现 代化

的要求给自己制订出一个明确的
、

实事求是的可以争取做到而又是足够先进的现 代 化科

学发展规划
” 。

他希望这次年会除了得到主要的学术活动收获外并能落实心理学的规划
,

通过规划的修订来达到工作的调整
,

并通过调整来实现工作着重点向社会主义现 代 化建
·

设的转移
。

他强调指出
“

这是我国心理学向现代化进军的第一个战役
。

对这一 个 有重

大意义的战役
,

我们必须争取完全的胜利
。 ”

」

潘寂同志还要求
“

学术活动要充分发扬学术 民主
、

贯彻百家争鸣精神 更 好 地开展

协作
,

相互促进
,

共同提高
,

使这次年会成为热气腾腾
,

百花齐放
,

收获丰富的学术会议
” 。

在开幕式上
,

天津市科委副主任甄健 民同志
,

天津市科协副主席
、

天津心理学 会 理事

长黄钮生同志均出席并讲了话
,

热烈欢迎这届年会在天津召开和祝贺心理学事业 兴 旺发

达 , 年会成功

在全体大会上
,

学会秘书长杨 民华同志作了学会工作报告
,

他主要讲了 四 个 问 题

一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

促进心理学的发展是学会工作的首要任务 二 积极开展国际学

术交流活动
,

增进友谊
,

提高我国心理学的现代化水平 三 恢复
、

健全各级心理学会的组

织
,

保证和促进心理学工作的顺利发展 四 培养中青年心理学骨干接班 问题等 概括总

结了一年来的学会工作
。

在全体大会上播放了美国心理学会第 届年会情况介绍的录音
。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

荆其诚同志今年 月份代表潘款同志应美国心理学会的邀请参加了美国心理学会第 届

年会
。

会后荆其诚同志去美国密执安大学进行协作研究
。

他为祝贺我们这 次 年 会 的召

开
,

特地把参加美 国心理学年会的情况制成录音
,

托人从美国带回
,

向与会同志 汇 报
。

这

个汇报内容很丰富
,

引起了代表们极大的兴趣
。

全体大会上还宣读了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卡明斯 教授和美国密执

安大学心理系主任诺曼 教授以及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陈鹤琴同志分别给

年会的贺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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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组 学 术 活 动

第一分组为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组 共宣读论文和报告 篇 在分组全体会上报告

论文 篇 有
“

美国关于启发创造思惟的研究
》

湖南师院张德绣
《

国内十个地区 了一

岁儿童数概念和运算能力发展的初步研究
》

数概念协作组
、

心理所刘范代表报告
《

继续

开展超常儿童的调查和追踪研究的初步意见
》

超常协作组
、

心理所查子秀代表报告
《

谈

谈编写公共必修课
心
心理学

》
教材的几个问题

》

北京师院伍棠棣 洲向教育心理学 高 峰挺

进—修订
‘
教育心理学

》
教材的情况介绍与几点体会

》

北京师大章志光
。

发展心理小组

宣读论文报告 篇 关于儿童思惟发展 篇包括数概念和运算能力发展 篇 华 南 师院

沈家鲜 北京师大林崇德
、

逻辑推理能力 篇 杭州大学吕静
。

儿童言语发展 篇
“

逆

向
”

句的理解和使用 上海师大朱曼殊
、

武进之
、

缪小春
、

张惠芳
、

概括句组内词语能力 心

理所冯申禁
、

侈乐泉
、

宋均 儿童认知发展 篇 部分与整体关系 心理所张梅 玲
、

林嘉

绥
、

学前儿童认知特点 天津幼师心理组 还有守恒概念发展 昆明师院魏银
、

超常儿童

广西师院网之焕
、

什么是智力 北京大学吴天敏
、

幼儿人物画特点 南京师院哈泳梅 各

篇
。

教育心理小组宣读论文报告 篇
,

有关数学教学方面 篇 小学生数学能力调查 河

北师院赵裕春
、

小学一年级数轴教学实验 山西大学郑俊杰
、

陈素芳
、

初中代数
《

有理数
》

程序教学实验 北京师大
、

陈琦
、

张必隐 北京六中朱衣采
。

道德教育方面 篇
,

有 道 德判

断 上海师院李伯黍
、

叶慧珍
、

徐增钮
、

不良品德形成和矫正 北京师院朱文彬
、

张 文 欣
、

工读教育 北京西城区工读学校徐应隆
。

有关英语和语文教学方面 中
、

小学英语 教 学

实验 甘肃师大姚秀华
、

初一学生掌握词语概念研究 甘肃师大主树芬
。

还有
“

小学生掌

握对应规律的心理特点
”

福建师院赖 昌贵
、

王秉铎
, “

少年儿童学习能力测验的编制 ,’北

京师院林传鼎
、

周谦
、

武连江 北京师大张厚集
, “

优秀教师心理特点
”

西南师院刘 兆 吉
、

黄培秋
, “

聋哑儿童口 语和手语记忆
”

辽宁师院魏华忠 各 篇
。

该分组结合论文报告进行了一些专题讨论
。

如 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怎样为四

个现代化服务
、

为教育实践服务的问题 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的关系问题 , 智力概念及其研究的问题 学生品德不 良及其矫正问题 儿童言语发 展 和思

惟发展问题 超常儿童的心理特点问题等
。

到会代表在讨论中肯定了一年来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主要有 关于儿童言语发展

方面
,

幼儿口头言语结构的发展研究已更进了一步 对幼儿词汇的发展过程开始了积极的

试验 儿童 口头言语和书面言语发展的关系也有单位着手研究
。

关于儿童思惟发展方

面主要是对数学概念的发展
,

有不少单位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探索
,

取得了不少成绩
。

全

国十二个单位的协作
,

钩年又进行了了一 岁儿童的研究
,

从而首次得 出了关于我国 一

岁儿童数学概念和运算能力发展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科学材料
。

其中关于 一了 岁的部

分
,

已有全国四个地区的心理学工作者和幼教工作者作了进一步的验证
,

并向与教育实际

结合的方向前进了一 步
。

关于超常儿童方面
,

全国十几个单位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
,

又继续协作研究
,

对超常儿童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点
,

以及影响超常儿童发展的环境因素

得出了进一步的结果
,

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进展
。

关于道德教育和青少年犯 罪 问题

的研究已有进一步开展并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

编写了各种心理学教材
,

为 心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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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和心理学普及工作打下了基础

“与会代表在肯定成果
、

指出不足的基础上
,

经过充分酝酿
,

初步制定了 年度的 工 作

计划和 年以前的规划轮廓以及远景的设想
。

第二分组为普通心理和工程心理组 共宣读论文和报告 篇
,

访日报告 篇 生物物

理所郑竺英 有关工效学报告 篇
, “

工效学研究及组织概况
”

心理所徐联仓
、

凌文轮
、

“

标准化与工效学
”

国家标准局文大化
。

有关颜色视觉方面的 篇
“

彩色 片 常见物体

记忆色及宽容度研究
” 心理所彭瑞祥

、 “

彩色电视彩色还原中的心 理 学 问 题
”

天 津 电

视研究所倪孟麟
、 “

颜色 目视匹配宽容度研究
”

心理所喻柏林
。

其他视觉方面的 篇
“

低亮度照明下的判读
,

色标辨别与暗适应
’

杭州大学朱祖祥
、 “

亮度背景光及视 野 大小

对白光和色光临界融合频率的影响
”

心理所许宗惠
、 “

体视异常和体 视 正 常 观
「

察者与

 ! 效应
”

心理所张武田
、 “

眩光评价方法和窗的不舒适眩光
”

建筑 科 学 院 林若

慈
、 “

关于中国正常青年人的 比率的测定
”

, 合理所虞积生
、

方俐洛
。

有关记忆方面

的 篇
“

词的情调 色彩对其识记和保持的影 响
”

河北大学张述祖
、 “

不同年龄阶段再认

能力的比较研究
’,

上海师大杨治 良
。

还有遗觉表象泊匕京师院林传鼎 和错觉 佳木斯师

专李诚忠 各 篇以及
“

汉语辅音知觉混淆研究中的多维分析方法
”

声学所吕士南 和
“

成

人掌握英语单词的心理学研究 ,’甘肃师大姚秀华 各 篇

该分组的论文报告数量较过去增多
,

质量也有所提高
。

’

如有的实验设计考虑 周 密细

致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

受到好评
。

参加报告的单位和报告内容均较前广泛
。

这表 明 一年

来
,

各地区的心理学工作者在普通心理学
、

实验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方面都开展 了一定工

作
。

其中有的工作密切结合生产实际的需要
,

获得一定结果
,

受到有关部门的重 视
。

但这

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

急需进一步加强
。

分组会上进行了普通心理学
、

实验心理学教学经验交流
。

杭州大学 陈立同 志 谈到普

通心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又是心理学入门的学科
,

它实际是从实验中总结出一些 理论加

以归纳系统化的结果
。

理论要与实践结合得密切一些一在理论的指导下做实验
,

否 则 只

是空洞的理论
。

教授普通心理学的人要有丰富的实验经验才能教好 普通心理学教的好

坏关系到实验心理和其它学科学习的好坏
。

明确了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 学 的 密切关

系 与会代表还交流了普通心理学教学经验和体会以及实验仪器制造的经验和教材编写

经验
。 ‘

北京大学心理系的与会代表还举办了部分教学实验仪器展览并有不少单位向他们

提出订货
。

’

这将有利于师范院校实验课程的开设和实验室的建立 一

为了推动普通心理学
、

实验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的更好开展
,

经过酝酿磋商建文了工

程心理专业委员会
,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并制定了今后 工 作规划

第三分组为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组 共宣读论文和报告 篇
‘

在全体分组会上作了

了篇报告
“

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
”

四川医学院何慕陶
“

条件反射

近况
”

上海生理所梅镇彤
“

生理心理研究概况
”

心理所孙哗 尸暗示因素和情绪在针刺

镇痛中的作用
”

心理所许淑莲
、

王积盛 此外
,

特约最近出国访问的北医三院沈渔 邮 副

院长报告
“

西欧
、

北欧精神病学的进展
”

上海精神病院严和骏副院长报告
“

美国医 学 心理

学工作者的近况
”

还请美国神经语言学家司德华 教授演讲
“

神经语言学的最

近动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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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组又分两个小组同时进行论文报告
,

医学心理小组宣读论文扬篇
,

一 有关神经

精神病人病理心理特点及其脑生理机制研究 篇
, “

人听脑干的电反应的描记及其在心理

学方面的应用
”

中国医科大学魏保龄
, “

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机能特点
”

心理所 张 瑶
,

“

精神分裂症的眼动特点 闭眼时的眼动特点 心理所顾锦坤
,

睁眼时平稳追踪的

眼动特点 心理所崔秋耕
。

二 有关精神病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点的心理测查有 篇
,

“

明尼苏达多相个性调查表 在我国部分地区试行情况
”

心理所宋维真
, “

一种隐

蔽图形测验作为机体完整性测验 的延伸
”

福建精神病院彭有 方 等
, “

精 神分

裂症包含过度的思惟障碍
”

北京大学张伯源
,

精神分裂症患者思淮程序试验 天 津 精神

病院胡顺志
、

感知测验 天津精神病院刘丹宁
、

注意和记忆的实验方法 天津精神病院虞

压如
、

思惟实验方法 天津精神病院陈复平
。

三 有关精神病和神经症的心理治疗有

篇
, “

行为疗法的理论和临床应用
”

天水精神病院李从培
“

窥阴症的领悟性治疗 首钢医

院钟友彬
“

精神分裂症妄想型心理治疗的体会
”

曲阜师院彭效友
“

强迫性神经症的行

为矫正治疗
”

心理所董经武
。

与会代表还对上述三方面的专题报告进行了讨论
,

并对如何建立自己的医学 心 理学

理论体系
、

病理心理机制的实验研究
、

专业队伍 问题
、

开展心理测验
、

心理治疗和预防复发

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

医学心理小组的代表认识到在医学中开展医学心理工作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

为青少年犯罪问题
、

幼儿教育问题
、

计划生育中对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 因独生子

女在精神病发病率和青少年犯罪中比例较高
。

又如高血压
、

冠心病等心身疾病以及癌症

中心理因素的致病作用 问题
,

都说明了开展医学心理工作与实现四个 现 代 化 有 直 接意

义
。

一年来医学心理工作者解放思想
,

敢于打破禁区
,

对长期不敢问津的心理测验以及心

理咨询
、

行为治疗
、

跨文化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精神病学进行了探索
。

在这次年会上提出了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如对在中国开展明尼苏达多相个性调 查 表 的工

作
,

虽然还处于摸索阶段
,

却受到很多单位的欢迎
。

对神经病和精神分裂症的病理心理特

点及其脑生理机制的研究获得了较新的研究结果
,

对强迫性神经症进行行为矫 正 治疗获

得满意的疗效
。

这表明医学心理的研究水平比前有了进展
。

生理心理小组宣读论文和报告 篇
,

综述性报告 篇
, “

中国生理心理 学 研 究 册年
”

, 合理所匡培梓
、

罗胜德
、

刘善循
“

平均诱发电位技术在生理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上海

生理所徐秉煊
。

实验研究报告 篇大致分五个方面 一 条件反射及行为观察 研 究

篇
, “

不同种类猴与拂神经过程灵活性的比较研究
”

上海生理所刘世熠
、

昆明动物所 李朝

达等
“

不同年龄恒河猴神经过程灵活性的比较研究
”

( 昆明动物所李朝达等)
; “国产猿猴

脑髓演化的分析研究
”

( 遗传所袁传照等)
;“早期非特异性强化亮(或暗)环境对大 白 鼠暗

箱回避模式记忆的影 响
”

(心理所李德明)
。

(二)脑损毁研究 2篇
, “

前额叶切除对 于 称猴

不同类型瞬时记忆的影响
”

( 上海生理所徐秉煊)
;“电损 毁海马对条件反射形成和 保 持的

影响
”

(心理所刘善循等)
。

( 三)脑 电研究 3 篇
: “

损毁海马
。
A

, 区对探究反射的影响
”

(心

理所匡培梓等);
“

苯丙胺和氯丙嗓对动物学习行为和脑 电的影响
”

(心理所邹勤娥等);
“

电

刺激和 L S D 注入中脑中缝核对清醒家兔海马神经单位 电活动影响
”

(贵阳医学院孙公铎

等)(四)脑化学研究 6 篇
: “

关于睡眠化学物质的探讨
”

( 上海生理所刘世熠等)
;“
记 忆 与

学 习的脑化学研究 (I )
—

海马内注射胰蛋白酶与凝乳蛋白酶对大白鼠暗箱回避模式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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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的影响
”

(心理所罗胜德等)
;“
抗胆碱化合物对分辨学 习和条件反射的影响

”

( 上 海生理

所梅镇彤等), “社会隔离对大白鼠行为的影响及其与脑 内单胺类神经介质 含 量 的 关系
”

(, 合理所汤慈美等)
; “铿盐对大鼠脑单胺类介质含量的影响

”

(北京大学沈政)
;“铿 盐 对大

鼠脑内某些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

(北京大学肖键)
。

(五)实验技术研究 1篇
: “

慢性微

电极技术的研究
”

( 贵阳医学院孙公铎等)
。

此外
,

还有 3 篇仪器制作报告
, “

双向方波 电子

刺激器
”

(心理所魏景汉)
;“
神经脉冲多功能处理仪

”

和
“

神经细胞单位放电遥测 收发装置
”

( 贵阳4 626厂李桐华
、

杜克阳)
.

该小组还请生物物理所郑竺英同志作访 日报告并座谈心理生理学研究形势与任务
。

与会代表认为生理心理学研究比过去一年有了较大的发展
,

论文的数量和质 量 均有

增加和提高
。

该小组的代表认为上述若干项 目的研究工作如行为的脑化学研究和微电极

技术等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正在接近
。

并酝酿成立了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
。

第四分组为心理学基本理论组
:
潘款同志对他最近写的

《唯物论心理学试拟提纲
》

作

了说明并就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工作和有关意识问题作了专门讲 话
.
高 觉 敷 (南 京 师

院)
、

周先庚 (北京大学)
、

胡寄南(上海师大)
、

张焕庭 (南京师院)等册余位同志在会上对建

立中国心理学体系问题 ;对心理活动的
“

三分法
”

( 知
、

情
、

意)
.
和“
二分法

”

( 知
、

意 或 知
、

行)问题 以及意识问题等展 开了热烈讨论
。

通过讨论
,

与会代表对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思想
,

建立我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体系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

认为这是我们 社 会主

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
,

也是世界近百年来心理学发展历史的客观规律所决 定 的
。

必须遵

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
.
对意识的本质

、

起源和 自我意识等问题也 有 了进

一步认识
。 “

三分法
”

和
“

二分法
”

问题认为这已是心理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
,

应 发 扬学

术民主
,

结合实际可进一步展开自由讨论
。

该分组还专门介绍了国外心理学情况
: 《美国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近况

》

( 心 理 所王

景和)
;《七十年代苏联心理学

》

( 心理所李沂)
;《西德心理学

》

( 四平师院刘恩久)
;《 日 本 心

理学概况
,

( 吉林大学车文博)
。

使与会代表感到国外心理学近些年来发展很快
,

有许多值

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

如关于活动理论和系统理论的研究
。

分组会上还宣读了
《

中国理论心理学三十年
》

( 吉林大学车文博)
, 组织部分同 志 专门

讨论
《冯特与中国心理学

》

的文章
.
还讨论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 问题

。

对今后如何加强基

本理论研究工作落实了任务和规划
.

第五分组为体育运动心理组
,

共宣读论文和报告12 篇
, 《

国外运动心理学 概 况 综 述
》

(武汉体院邱宜均
、

刘先敏)
; 《论运动员在竞赛中的增力情绪

》

( 山西大学刘崇庚)产运动动

作
“
术准

”

中的心理因素
》

( 天津体院柴文秀)汀对成都体院足球队比赛的心理 调 查
》

( 成都

体院文光藻)
;《排球运动员的 自我训练过程的心理因素

》

(河北师大李建周 );
《

体育教学和

训练中的感觉信号问题
》

( 河北师大曹启刚)
;《
对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气质的 研 究

》

( 昆明

师院周百之)
;《
蓝球运 动员的起动反应与选材问题

》

(武汉体院刘绍君)
, 《
心理训练与自我

控制
》

( 哈尔滨师院刘慎年)
;《
对青年初期学生心理 的一次调查

》

(杭州师院徐树铭)
.
还有

2 篇综述性介绍
: 《

性格分类
、

检查法
、

运动项目
、

运动员与性格问题
》

(国家体委科研所昊

河)
;《
松弛反应在运动员训练比赛

、

赛后疲劳恢复
、

病态消除中的运用
》

(心理所董经武)
。

这次会议是我国体育运动心理学工作者建国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学术活动
.
北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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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院副院长赵斌
、

马启伟同志和国家体委的同志参加了会议
。

并正式建立了体 育 运动

心理专业委员会
.
与会代表认为运用国外有关的科学方法加强对运动员的心理训练和从

心理学方面研究运动员的选材问题
,

这对提高运动成绩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有 重 要

意义的
。

会上讨论制定了19 80年一 82 年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科研规划
。

编译出版和会务工作

年会期间
,

有关心理学编译出版工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

先后召开了
《心理学

报
》

编委会和
《

心理科学通讯
》

座谈会联席会议;
《心理学报

》编委会会议挤心理科 学 通讯
》

座谈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分册编委会筹委会会议;心理学辞典编委会会议以及编译

出版委员会扩大会议
。

出席上述各种会议的人数一百多人
,

广泛地开展 了 讨 论
,

明确了
《

学报
》
和

《
通讯

》

的分工
,

以及 19 80年
《

学报
》

的编辑安排的设想
。

组建了中国大百 科 全书

心理学分册编委会的筹委会
,

安排了编写步骤和初步计划
。

编译出版委员会进一 步 明确

了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和 1980年工作的方向等
。

会议期间
,

还举行了
《

西方心理学史
》

教材编写讨论会
.
年会出了简报九 期

.
与 会代

表还利用晚上时间召开各种座谈会
、

交流会等
.
如

“

心理测验
”

座谈会
,
教育行政学院开设

心理学课的经验交流会等
.

年会期间
,

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会议
,

讨论通过修订中国心理 学 会 暂 行会

章
。

并决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与第四届学术年会合并于 19 8士年为纪念中国心理学会建

立60 周年同时召开
.
明年上半年在北京举行冯特创建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100 周年纪念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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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理事会还讨论批准了
:
建立工程心理专业委员会;建立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建

立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下设三个小组
:
(一)普通心理小组找二)实验心理小

组 ;(三 )测验小组
。

第三届学术年会于 12 月 1 日下午胜利闭幕
。

申各分组向大会汇报分组活动 情 况
,

最

后由学会副理事长陈立同志致闭幕词
。

他对这届年会的主要收获作了简括的总结
:

第一
、

充分肯定了这次年会以分组会为主的形式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

五个分 组 同时

进行报告讨论
,

使会议内容更为丰富
,

发言机会更为广泛
。

今后将以各种专业委员会的活

动为主
,

使专业委员会成为团结我国广大心理学工作者和有关兄弟学科的工作者的纽带
,

成为推动心理学科研和各项工作的有效组织
。

第二
,

这次年会上的论文报告比上 届 年会

更为深入
,

因为这一年来
,

解放思想
、

突破禁区
,

在许多领域内开展 了研究
,

特别是 许 多地

区
、

单位开展 了协作
。

如发展心理
、

教育心理
、

心理学基本理论
、

医学心理
、

生理心理
、

普通

心理
、

工程心理
、

实验心理和体育运动心理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成果
。

在心理 学 教 材编

写 ;文献编译 ;期刊出版等方面也都有很大进展
。

这是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的结

果
.
第三

,

这次年会也反映出我们增加了国际交往
,

我们在国际心理学学术交流中比一年

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
。

中国心理学会 已提出申请参加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
.
今后将继续

加 强国际学术交流
。

第四
,

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路线的指引
,
我们才能有现在的安定

团结的局面来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
。

我们应继续解放思想
、

打破禁区作好心理学 科 研工

作的调整和规划
,

坚持心理学为四化服务
,

一定在新长征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