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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 了中国心理学令 第五届 全 国学术会议 的情况
。

包括 四 个 内容

一般情况
,

分组学术活动
,

选举事宜 及有关委 员会的 调整
,

大

会
,

总结
。

大会活动概况

中国心理学会第五届心理学学术会议于 年 月 日一 日在北京召开
。

出席这次

会议的正式代表 人
,

列席代表 人
,

临时参加旁听及做报告 的约 人
,

因 此与 会的总

人数约达 人
,

是近年规模较大的一次学术会议
。

应邀参加会议
一

的 还有 来 自美
、

英
,

瑞

典
、

日本等国及香港地区的心理学家十余人
。

大会收到国际心联主席以及 日本心理学会
、

美国心理学会
、

英国心理学会
、

瑞典心理学会以及香港地 区心理学会领导 人的 贺电
,

表达

了他们对 中国心理学会第五届学术会议的热烈祝贺
。

在 日的大会开幕式上
。

由潘款理事长致开幕词
。

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 化建

设事业突飞猛进
,

蒸蒸 日上
,

客观形势对心理科学的要求越来越多
,

越 来越 高了
。

他指出

心理学面临着一个重大
“

改革
”

问题
。

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缩短我国心理学目

前的现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各个方面对心理学的要求之间的差距
。

同时他强调

心理学的科研体制及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心理学人才如何培养和使用的重要意义
。

此次大会共收到论文报告 篇
,

其中 篇被选入会前印发的
《

文摘选集
》

中
。

会议主要内容有 选举 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会 讨论各 分支 专业委员会

及各有关工作委员会的改选或调整问题 审议 年一  年学会 工 作 总 结报告

讨论改革问题及中国心理学会的章程 分组学术活动
。

在大会期间代表们参观了中科院心理所有关一些实验室及中国儿童 活动 中心
,

同时

还举办了心理学仪器展览
。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个单位展出心理学仪器 多种
。

此外
,

还组织了英国心理学书刊展览
。

这些活动都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
。

分组学术活动

日一 日三天进行分组学术活动
,

共分成 了个组进行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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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组为教育心理组 共宣读了 篇论文
,

其中有
《

提高自学效果的学 习心理学问

题
》

心理所卢仲衡
《

小学儿童集体观念发展研究
》

上海师大李伯黍
, 《方块汉字和字母

文字难易比较
》

华东师大曾性初
《

情绪在学生品德形成中的作用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

年所石秀印
《

关于人格的理论
》

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数学 结构教学

的心理依据
》

华南师大 肖前瑛
《

小学低年级学生写作特点初析
》

华东师大万云英
、《

计

算机教学与学生认知能力
》

北京师大陈琦 洲改进中学物理教学的 一个 实验
》

四川教育

学院姚文忠
、

《

在学习数学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与教学
》

山西省教科所郑俊杰 产初二学

生掌握
“

根式
”

概念测验研究
》

天津师大杨孟萍
《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拉枯族和

哈尼族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
》

昆明师专张世富
《

关于中小学生问 题行 为的个案

研究
》

吉林师院左其沛
, 《

中小学生个性发展某些特点的初步调查研究
》

天 津教 科所余

强基
“

初中学生理想和兴趣的追踪调查研究
》

四川师院王德隆
“

大学班集体人际关系

的心理学研究
》

西南师院黄希庭
《

对
一

部分大学生气质和性格的调 查研 究
,

华中师院张

摹
《

关于编制气质测验量表及其初步试用的报告
》

山西大学张拓基
《

中学生道德评价

的研究
办

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章永生
《

初中
“

乱班
”

转化中的人际关系
》

芜湖 教育 学院黄

仁发
《

一 已岁学生对
一

作弊现象认识的发展
》

山西省教科所陈会昌
“

儿童心 目中的惩

罚研究
》

山东师大程学超
, 《

中学后进生的智力和个性特征的初步研究
》

华南 师 大罗宜

存
《

小学生学科兴趣的调查
》

新疆师大祝学明
《

大学生兴趣调查
》

河北大学史志英
、

《

对大学生个人与集体关系调查的初步分析
》

信阳师院郭克敏
《
音乐游戏与儿童智力 的

培养
》

开封市县街小学张兆瑞
《

影响初中学生学习因素的研究
》

辽宁 教科 所李绍衣
“

大中学校班主任的最佳性格特征及最必需的基本能力调查
》

上海师大洪德厚
《

沙利文

的人际关系说述评
》

湖南师院孙名之
《

年代管理心理学研究趋势
—

学校 管理 心理

学发展试探
》

云南教育学院张燮
《

建立我国教育社会心理学色议
》

北京师大章志光

该组所报告的论文涉及的内容广泛
,

许多研究都是密切联系我国当前教育实际 进 行

的
,

反映了我 国当前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进展及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

如
《

提高自学效果

的学习心理学问题
》

的报告引起与会同志的注意
。

研究者结合我国当前教育实际情况
,

根

据心理学原则
,

编出自学辅导教材
,

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
,

结果 表明有学

辅导教学在学业成绩
,

自学能力成长和自学能力迁移等方面都优于传统教学
,

特别是在自

学能力培养方面大大优于传统教学
,

加速了学生自学能力成长和自学习惯 的形 成
。

此项

实验研究 已在全国 个省市推广
。

此外
,

在该分组的报告中有不少是关于道 德品质和 个

性问题研究方面的
,

这些报告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注意
。

第二分组为发展心理组 共宣读了 篇论文
。 《

超常儿童心 理发 展 追踪 研究五年
》

心理所查子秀
“

在校青少年思维发展的研究
,

天津师大沈德立
“

我国四地 区 , 岁

儿童
“

容积
”

概念发展再探
》

华南师大沈家鲜
“

促进儿童掌握分数概念过程的
、

研究
,

心

理所张梅玲
《

儿童对时间顺序认知发展的实验研究
》

心理所方格
《

一 岁儿童形
、

体

认知的实验研究
》

乙理所李文馥
《

小学生改组几何图形能力的发展
》

福建师大赖昌贵
《

幼儿数概念和运算能力的发展与教育
》

新疆石河子师范杨海青
“

父母对了解婴儿头两

年正常及异常发展的测量
》

美国德州大学
, 《

中国与瑞典儿童 的 思 维和态

度的比较研究
》

瑞典
“ , “

认知机制 的形成和信号系统活动 , 日本东京大学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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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学说
》

昆明师院卢溶
《

小学儿童在运算中思维品质的发

展与培养
》

北京师大林崇德
“

小学儿童对短句的识读
》

心理所宋钧
《

词序和词义在汉

语语句理解中的作用再探
,

华东师大缪小春
《

幼儿入园的行为问题和入园 教 育
》

南京

师大丁祖荫
《

初生至三岁儿童智能发展的追踪研究
》

心理所茅于燕
《

一 岁汉族和

傣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
,

昆明师院左梦兰
《

一 岁儿童性格特征与家庭教 育的

关系
》

北京大学许政援
《

北京郊
点

村 一 岁儿童性格特征与家庭 教育的 关系
》

心理

所范存仁
《

儿童对持续时间掌握的研究
》

华东师大朱曼殊
《

在校青少年辩证思维发展

的研究
》

全国青少年心理协作组武珍
。

该组的许多报告是集中在儿童认知发展方面
,

如形
、

体认知
,

数概念和运算
,

时间顺序

的掌握等 还有的报告是从跨文化角度探讨不同民族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
,

方法也多种鱼

样
。

一些研究是关于超常儿童心理发展方面
,

性格与家庭教育的关系这些 报告都 取得 了

有意义的结果
。

在该组还有三位外国心理学家作了报告
,

他们的报告引 起了与 会者的兴

趣
。

第三分组为医学心理组 共报告了 篇论文
。 《

试用临床记忆量表的编制
,

心理所许淑

莲
《

老年记忆测试及脑复康对其记忆的影响
》

广州精神病医院江达威
《

短暂性大脑半

球遗忘综合症
》

安徽 医学院陈颖
《

正常中国人 测验 结果 分析
》

心理所宋维真
《

例精神病人的 分析
》

山东省精神病医院戴郑生
《

大脑血管损伤 患者 的语言

障碍一皮质下损伤的语言障碍特点
》

北京天坛医院朱铺连
《

大脑血管
‘

损伤患 者的语言

障碍—阅读障碍
》

心理所胡超群
《

大脑血管损伤患者的语言障碍—皮质损 伤的语

言障碍特点
》

心理所李心天
, 《

对裂脑人手术前后心理活动变化的研究
》

中 国医 科大学

李鸣皋
《 “

精神质
”

人格因素和精神疾病临床症状关系的探讨以北 京大学陈 仲庚
,

《

边缘叶病变产生的异常心理活动
》

河北医学院第二医院赵举德
“

健康青年心电图检查

与个性特点及脑电活动的关系
》

中山医学院赵耕源
《

当代工业社会中的心 理应 激及处

理
》

英格拉斯科技大学岑松轩
“

早期环境与应激反应
》

心理所汤慈美
《

儿童多动症与

家庭环境
” , 合理所林文娟

《

精神分裂性场依存性特点的实验研究
》

北京 大学 张伯源

《思淮性听觉控制与心因性耳聋
》

中国医科大学魏保龄
《

心理咨询问题探讨
》

福州市神

经精神病防治院彭有方
“

对性变态疏导心理治疗的疗效及随访探讨
》

南京 神 经精神病

防治院鲁龙光 “试论新疆跨文化精神病学的关系
》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 民医院刘 连沛

《

集体倾向测量及其与其它性格
、

行为的关系
》

香港大学许志超
。

该组有相当一部 份报 告是关于临床心理测验和量表方面的
,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编制

了一些临床用的量表
,

一

如记忆量表
,

测验 等
,

都具有我 国的特点
,

适用于临床上
,

具

有实用价值
。

此外
,

在神经心理学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报告
,

这些研究都是结合临床进行的
,

如大脑血管损伤患者的语言障碍
、

阅读障碍
,

边缘叶病变产生的异常心理 活 动等
,

反映了

此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成果
。

一些报告是关于应激与环境的关 系问 题方面 的
,

此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

第四分组为心理学基本理论组 该组报告有 篇
。 《

关于个性
“

模 式
”

的 探 讨袱苏 州

大学黄乃松
《

关于个性形成和发展中的过渡环节问题
》
华中师院王启康

《

世界观核心

的个性理论初探
》

上海师大燕国材
《
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

》 心理所潘寂
《

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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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碑学的方法
一

论问题
》
吉林大学车文博》

《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内外 心理 学基本理

论研究发展概况
》

心理所四室
《
认知心理学中的意识问题

》 心理所乐国安
《
社会心理

学研究中的一般错误及如何避免
》

美加州洪 堡大 学
《

大学生活对大学生价

值观念及学习态度的影响
》

香港大学杨中芳
《

关于人本论心理学问题
》

心理 所林 方 ,

《

中国古代对
“

心
” 、 “

神
”

意识的论述
》

北京电影学院朱青君
“

清末到解放前的 我国 教育

心理学科性质演变史略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孙冒龄
《

关于我国心理学 溯源 问题
》

心

理所陈大柔
。

该组的报告比较多地侧重在个性问题
,

方法论 问题及心理学史方面
,

也有一些报告是

关于社会心理学
、

身心关系和意识等问题方面的
。

对个性问题的讨论是该组的重点
,

引起

与会者的兴趣
。

第五分组为普通心理
、

实验心理
、

工业心理组 有 篇报告
。 《

双眼视觉的心理物理学
》

心理所荆其诚
《

小群体对知觉判断影响的再检验
,

河北大学张述祖
《

中国 婴儿 的面

部表情模式
,

北京大学孟昭兰
‘场依存性社会定向特征在记忆中的反映

》

北京师大谢启

刚 《心理学为提高企业素质服务
》

, 合理所徐联仓
《

信息综合理论的道德发展及道德代

数应用
》

美加州大学桑地亚哥分校
《

工厂企业管理情景变量的 聚类分析

研究
》

心理所陈龙
《

飞行学员的心理品质的观察分析
》

航医四所陶桂枝
心

中国大学生

考试焦虑的因素分析
》

, 合理所凌文轮
“

用模糊数学方法预测商品喜 复 度的
、

实验 研究
,

东北师大金志成
, 《
触觉定位中的结构效应

》

北京大学王延
, 《

车工操作的 能 力 结 构
,

天津职业技术学院张树桂 “计算机的学习
》

心理所李家治
《

企业 领 导行 为 政 治方

面 评价方法初步探讨
》

心理所薛安义
“

正视及斜视条件下的深度觉及距离判断
》

心理

所林仲贤
《

工具触觉的实验研究
》

北京大学韩凯
《

一 岁儿童视
、

触 觉在 长度知觉中

的相互作用
、

河南师大张庆云
“

一 岁儿童垂直与水平视知觉的实验 研究
》

华 中师院

陈盛杰
《

不同几何形状的等表观大小
》

(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白殿一)
;《时间知觉测定

法初探
》

( 安徽师大许智权)
, 《

心理学的方法探讨 一心理的模糊性及其统计 试验 评往
,

( 心

理所马谋超)
, 《

汉字语义记忆提取的初步研究
》

( 心理所陈永明)
; ‘汉字信息输入编码字形

结构因素标准化的心理学观
》

(湖南师院杨继本)
;《
同一性判断中汉字信息提 取 的 初步研

究
》

(北京师大彭聪龄)
;《
不同编码方式与记忆关系

》

(心理所喻柏林)
。

该组的报告有不少是关于感知觉方面的
,

如双眼视觉的心理物理学
、

深度觉与距离判

断
、

小群体对知觉判断的影响
、

水平与垂直视知觉
、

触觉定位
、

大小判断
、

时 间知 觉等
。

这

些工作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进展
。

有的报告是对近年来的某一方面的工作 系统 的总结
,

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
。

对记忆和计算机学习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也有 了 进 一 步深

入
,

其中一些工作结合汉字研究
,

如汉字语义记忆提取
,

不同编码方式与记忆容量
,

汉字信

息输入编码字形结构
,

这方面的研究对计算机汉字终端的设计有一定意义
。

此外
,

还有一

些报告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的企业管理
,

领导素质和情景变量分析及人员选 拔与 能力结

构方面的
,

这些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
。

对在心理学上如何应用模 糊数 学方法

问题在会上也有了进一步反映
。

第六分组为体育运动心理组
:
共报告论文 了篇

。 《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 代初 我国运动

心理学发展水平及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

(北京体育学院吴友莹)
;《少年 射击 手

“

射中
”

情

七..r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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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波动性质的探讨
》

(天津体院柴文袖)
;《动作操作遗忘进程的探讨

》

( 华南 师大 许尚侠)
_
,

《
对意识发展的规律与体育教学实施特点的研究

》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徐明欣)洲美国应

用运动心理学发展趋向
》

(武汉体院邱宜均)
;《
体育教学中的意念教学法初 探

》

( 广州 体院

黄翔岳)
;此外还有

《

跳伞运动员的心理训练
》

的报告
。

该组还讨论了体 育 运 动心 理学的

教学大纲
。

该组的报告大都结合当前我国运动员的现场心理训练进行的
,

从运动员的动作操作
、

情绪状态等方面通过实验总结出一些有效的训练方法
,

收到良好的效果
。

此外
,

还有一些

报告是总结和介绍国内外运动
』

合理学发展趋向和水平的
,

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

-

第七分组为法制心理组
:
会上共宣读了1石篇论文

。 《

狱讼中的心理分析与心理战术
》

(南京大学高汉生)
r‘
当前 青少 年犯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

(武汉师院周后 良)
、《

对青年刑

事犯性格结构的分析研究
》

( 山东师大赵承福)
‘

;
《

女性青少年犯罪心 理初 探
》

( 河南鹤壁市

师范学校梁平)
, 《

工读学生转化问题初探
》

( 北京教科所徐应隆);
《

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

原因代江西师大石起才)
;《
青少年犯罪动机的调查分析

》

(杭州大学汪安圣)
; 《团伙犯罪的

心理分析
》

( 中国政法大学马晶森)
;《心理学审讯方法初探

》

(北京市公安局曹智)
。

从上述的论文报告来看
,

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这些报告有

的是对青年刑事犯的性格结构和需要结构作了分析
,

有的是对青少年犯罪的 心理 因素和

犯罪动机作了分析
,

有的还进行了追踪研究
,

这些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注意
。

1

选举事宜及有关委员会的调整

中国心理学会第四届理事
,

是在这次全国学术会议前采取通讯办法分别 由各 省市选

举或协商推荐产生的
,

共计60 名
。

这60 名理事中包括全国28 个省
、

市
、

自治区所 产 生 的 代

表
。

在这届理事中还有西藏的一名理事暂缺
,

同时为台湾保留了立个理事名额
,

因此新理

事会由63 名理事组成
。

理事名单如下
:

(按地 区顺序排列
,

地区内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启伟 (北京体育学院)
,

王效道 (北京医学院)
,

王延 (北京大学)
,

刘范(中国科学院心

理所)
,

匡培梓(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伍棠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

李心 天(中 国科

学院心理所)
,

李浦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朱智贤(北京师范大学)
,

许 政 援 (北京大

学)
,

陈舒永 (北京大学)
,

张厚集 (北京师范大学)
,

张继志 (北京安定医院)
,

林传鼎 (北

京师范学院)
,

林仲贤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罗大华(中国政法大学)
,

孟 昭 兰 (北京大
一

『

学)
,

周谦 (北京师范学院)
,

荆其诚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赵莉 如(中 国 科 学 院心理

所)
、

,

赵壁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

查子秀(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徐 联 仓 (中国科

学院心理所)
,

章志光(北京范师大学)
,

黄饪生(天津人 民 图 书 馆)
,

张 述 祖 (河 北大
‘

学)
,

吴育桂 (山西大学)
,

张慕蕴 (内蒙古师范大学)
,

韩进之
_
(辽宁师范大 学)

,

车 文博

(吉林大学)
,

孙文龙 (东北师范大学)
,

肖揪 (哈尔滨师范大学)
,

朱曼 殊(华 东 师
·

范大

学)
,

曾性初 (华东师范大学)
,

万云英(华东师范大学)
,

严和驳 (上海精神病 医 院)
,

高
一

觉敷 (南京师范大学)
,

陈立(杭州大学), 刘荪拒 (安徽师范大学)
,

赖昌贵 (福建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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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杨鑫辉 (江西师范大学)
,

王顺兴(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

凌培炎(河 南 大学)
,

刘景键 (河南南阳教师进修学院)
,

王维新 (武汉师范 学院)
,

王启康 (华中师范学院)
,

彭祖智(湖南师范学院)
,

龚耀先(湖南医学院)
,

沈家鲜 (华南师范大学)
,

陈光山 (广东

教育学院)
,

网之焕 (广西师范大学)
,

刘兆吉(西南师范学院)
,

刘协和 (四川 医 学院)
,

丁昭福 (贵阳师范学院)
,

卢溶(昆明师范学院)
,

杨永明 (陕西师范大学)
,

沈庆华 (西北

师范学院)
,

王骤业 (青海师范学院)
,

徐雅贵 (宁夏大学)
,

李尚凯 (新疆 师范 大学)
,

西

藏 1人 (暂缺)台湾 2人 (暂缺)
。

12 月 6 日上午由徐联仓同志主持
,

召开了新的理事会全体会议
。

会上大 家一致 通过

潘获教授任中国心理学会 名誉理事长
,

并对其在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所起的奠 基作
.
用和对

中国心理学会的建设所做的贡献表示敬意和感谢
。

会上采取无记名投票办法选出了新的常务理事会19 人
,

其中 北 京 地 区 12人
,

外地 7

人
。

12 月 6 日上午由新的常务理事采取推荐和选举办法
,

选出理 事 长 1 人
,

副 理 事长 2

人
,

秘书长 1人
,

并经常务理事会一致通过聘任副秘书长 2 人
。

名单如下
:

理事长
:
荆其诚

副理事长
:
陈 立 张厚集

_ _ 二

万

秘书长
:
徐联仓

副秘书长(聘任): 林仲 贤 李令节
-

⋯
常务理事

:
赵莉如 刘 范 王 姓 林传鼎

,

孟昭兰 李浦新 许政援 车文博

刘兆吉 朱曼殊 李心天 卢 溶 张述祖 万云英

12月 7 日下午由理事长荆其诚主持召开了常务理事会
,

讨论各分支专 业委员 会及有

关工作委员会的调整和改组问题
。

常务理事会根据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 活动 需要
,

对原

有的一些分支专业委员会进行了适当调整
,

并一致同意设立下列专业委员会
,

作为理事会

领导下的学术机构
。

经常务理事会一致通过
,

聘任下列同志为各专业委员会正
、

副主任
。

1

.

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 (设在北京师范大学)
.

主 任
:
刘兆吉

副主任
:
章志光 伍棠棣 万云英 杨继本

一 . .

2. 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

_
_

主 任
:
刘 范

副主任
:
朱曼殊 许政援 钱曼君

3
.
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 (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主
_
任 潘 款

⋯
丫

副主任
:;车文博

,

李世律
_ _

:
, ·

_ 、
_

:

‘

二
一

卜
,

一

4i’ 体育运动心理专业委员会 (设在北京体育学院工
..

二
、 _

:

.
、 -

主
.
任补马启伟

、
‘

-

. . ‘ .
·

一
’

· ‘

厂

副主任钊 吴友莹 刘慎年
_』

一

⋯
‘ 一

, ,

留医学必理专业委员会 (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_

: ’
_

:

主 :任抓
:
李心天

.
’

“
_. ‘. . . .

一 、 -
·

、
.

,
_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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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
张继志 严和骚 刘协和

6
.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设在北京大学)

主 任
: 王 延

副主任
:
林仲贤 彭聪龄 汪安圣 俞文钊

7
.
工业心理专业委员会 (设在杭州大学)

主 任
:
陈 立

副主任
:
徐联仓 朱祖祥

8.
一

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主 任 邵 郊

副主任
: 匡培梓

9
.
学校管理心理专业委员会(设在北京教育行政学院)

主 任 (暂缺)

副主任 陈光山

10
.
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 (设在中国政法大学)

主 任
: (暂缺)

副主任
:
罗大华 赤 光

常务理事会根据工作需要
,

.

一致同意设立下列工作委员会作为理事会 领导 下的工作

机构
。

经常务理事会一致通过
,

聘任下列同志为各工作委员会主任
。

1

.

科普工作委员会(设在北京师范学院)

主 任 周 谦
.
2
.
学术工作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主 任
:
林仲贤

3
.
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 (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主 任 荆其诚

4
.
心理学编译工作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主 任
:
孙 哗

6
.
心理测验工作委员会(设在北京师范学院)

主 任
:
林传鼎

(

大 会 总 结

12 月 8 日上午举行闭幕式 ,

由学会副理事长张厚案同志主持
。

副理事长 陈立同志宣

读第四届理事与常务理事会名单以及各工作委员会
、

各分支专业委员会正 副主 任名单
。

接着由秘书长徐联仓同志作总结报告
,

他说经过
几
5 天的学术报告和会务活动

,

第五届全国

学术会议 巳胜利完成了任务
。

他总结分析了各分组会的学术活动情况
,

肯 定 了近三年琳
·

在科研工作上取得的成绩
。

同时进一步强调潘寂教授所指出的心理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和迫切性
。

目前社会上大量需要心理学人才
,

但学校培养能力有限
,

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很

少
,

办短期训练班也难以收到培养专门人才的效果
,

因此建议大学和研究所改进目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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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大力加强研究生的训练
,

增加名额
,

同时应注意提高学生联系实际解 决实 际问题的

能力
。

他说
,

参加会议的代表返回本单位后希望把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会员
,

大家共同

努力收到实际效益
,

促进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
,

为实现四化而作出贡献
。

他预告1987年将

在杭州举行中国心理学会第 6 次全国学术会议
,

并希望全体会员努力工作以新 的成 绩来

迎接1987年的大会
。

最后 由理事长荆其诚同志作了闭幕词
,

他说此次会议开得很好
,

很有收获
,

但由于客观

条件给与会代表也增加了一些困难
,

如交通不便
,

天气寒冷等
。

1 9 8 7 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

心理学学术会议
,

与会 同志将见到的是山清水秀的西湖景色
,

希望与会同志积极努力工作

以更大的成绩迎接下一次会议的到来
。

他向国内外的来宾及为会议的召开作出贡献的人
,

们致了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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