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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
·

第二十五届国际心理学大会

林仲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第 25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于 1 9 9 2 年 7 月 19 日至 24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中心

召开
。

有 3 3 4 3 名心理学家与会
。

他们分别来自58 个国家与地区
.

美国心理学家与会人数

最多
,

共 5 8 3 人
;
其次是 日本

, 3 6 0 人 , 比利时 2 8峨人 ; 德国 2 5 6 人 , 加拿大 2 3 4 人 ,法国 2 2 3

人
。

总的来说
,

发达国家的与会人数最多
。

也有的国家只有 1 人参加会议的
,

如阿尔及利亚
、

厄瓜多尔
、

斐济
、

沙特阿拉伯
、

泰国等
。

我国与会人数共 2」人
。

此外
,

台湾地区有 n 人
,

香港

地区有 17 人
。

这是近年来我国心理学者出席国外举行的国际会议人数最多的一次
。

7 月 1 9 日下午 5 :

00 时
,

在会议中心的 10 号大厅举行开幕式
。

大厅只能容纳 18 0 0 名来

宾
,

因此有的来宾无法进入
,

只好收听实况转播
。

比利时女皇出席了开幕式
。

比利时官方领

导人
,

国际心联主席及大会会议主席都分别先后讲话
,

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

国际心联主席
州区r k. R. R o se nz we ig (美 )作了题为《有关记忆及其生物学基础的一些有趣发现》的报告

.

报告

结束后有音乐欣赏及节 目表演
。

开幕式结束后接着在会议中心大厅举行欢迎招待会
.

在招

待会上三三两两地交谈
,

见到了不少国外来的心理学家及台湾
、

香港地区来的同行
,

熟人相

见
,

格外高兴
.

在布鲁空尔 1 9 5 7 年曾举行过第 15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
,

但当时与会的心理学家只有

1 2 5 4 人
。

一 少: 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如皮隆(H
.

R o on )
、

皮亚杰(J
.

Pi a se O
、

克勒 (w
.

K 。

城
r )等

在当时都出席了会议
。

十年后又再一次在布鲁塞尔举行第 25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
。

此次与会

人数达三千余人
,

远远超过上一次的会议
。

这标志着心理科学事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是相当

迅速的
,

心理学家的队伍日益壮大
。

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如布罗德本特 (D
.

E
.

Br oa d b e n t)
、

艾

森克 (H. J. Fy、
‘、

ck )等都出席了会议
,

并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

从 8 月 力 口至 8 月 24 日以不 同形式进行分组的学术活动
。

有主旨演说 (K e
”

。te

ad dr ess )
、

主题会议 (Th
e

rna 讹 反“iou s )
、

专题讨论会 (sym po 血 )
、

论文张贴交流 (In te r

act 映
se ss io ns )以及讲座等

。

主 旨演说有 34 场
,

内容很广泛
,

有
:
《学习与认知发展的连结主义模

型》
、

哎注意调节的发展一从脑机制到文化的影响》
、

《阅读神经心理学》
、

《父母如何影响他们

孩子的发展
:

一种行为遗传补姿理论》
、

《学习算法及 网络计算》
、

优发展国家的心理学》
、

《视觉

物体及事件的心理表征》
、

《行为龚本的及复杂的单元 》
、

《学 习理论及指导》
、

《心理负荷的分

析与测量 》
、

《集体活动
:

动力的基础 》
、

《动机与意志》
、

《情绪的心理生理学》
、

《年龄与智力 k

《内隐记忆 》
、

《视觉和听觉模型的语言知觉
:

相似及差异》
、

《组织心理学的参与研究》
、

《面部

再认 》等等
。

专题讨论会 (S 卿泌
ia) 在学术交流中采用较为普遍

,

只有 1 21 场
.

由于题目不同
,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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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会分别安排在 20 日至 24 日的上
、

下午进行
,

因此
,

在同一单位时间中
,

可能有很多

的 匀, 加sia 同时进行
。

与会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性地参加
,

也可以听完其中一个

报告后又转到另一会场去听另一个报告
.

另外参加学术会议是很随便与自由的
,

可以进进 出

出
,

但保持安静是必须的
。

专题讨论会涉及的内容很广泛
,

有侧重于 自然的
,

也有偏重于社会

的
,

也有介于两者间的
,

这是心理学科的特点
。

这种专题讨论会
,

通常是在会议征集论文之

前
,

就有一位发起者或组织者提出申请
,

由他提出某一共同感兴趣的专题
,

然后与一些有关

心理学者联系或发出邀请
,

是否愿意参加他这一专题讨论会
。

人数差不多 (通常有 5 一 6 个

发言)就可以申请安排
。

因此这种专题讨论会也称为 in vi te d sy tn po 血
。

此次大会所举行的

s , m po sia 内容各式各样
,

真是包罗万象
,

其中有
:
《工作记忆》

、

《词再认的认知过程》
、

《社交技

能的发展 》
、

《生理系统的自我调节》
、

《面部加工 》
、

《理论与应用心理学间题的明显相互作

用 》
、

《数概念的发展 》
、

《睡眠
、

清醒状态与认知》
、

《年龄与认知》
、

《记忆衰退的机能因素》
、

《语

言音韵学与言语再认》
、

《面部表情》
、

《工作意义的稳定性及变动》
、

《动作程序的神经基础 》
、

《人类攻击》
、

《情绪与动机的关系》
、

《因果性知觉 》
、

《运动心理学的新方向》
、

《技能的获得》
、

《动作事件记忆》
、

《运动设计与控制的认知神经心理学》
、

《二十世纪末的感知理论》
、

《物体知

觉》
、

《视知觉的神经基础 》
、

《书法心理学研究》
、

《社会 一文化因素与神经心理学》
、

《认知 的性

别差异
:

生物学的影响》
、

《归因理论》
、

《智力的个别差异》
、

《反社会与怠工行为》
、

《基于学 习

的计算机 》
、

《学习和记忆的大脑机理 》
、

《婴儿的言语知觉》
、

《疼痛
:

评估与处理 》
、

《时间心理

学》
、

《心理病理学的实验模型》
、

《视知觉的计算探索 》
、

《新技术与组织行为的透明性 》
、

《隐含

的记忆》
、

《音乐心理学 》
、

《阅读中的眼动
:

现代理论的一种对抗》
、

《疾病的应激调节》
、

《人格

研究的进展》
、

《选择理论》
、

《视觉的选择性注意 》
、

《战争与儿童
:

心理学的后果 》
、

《认知加工

的神经相关物》
、

《问题解决》
、

《比较心理物理学 》
、

《社会赞助与保健 》
、

《学习与毒品》
、

《行为

主义的将来》
、

《形象语言》
、

《科学心理学》
、

《知识的表征》
、

《动物认知》
、

《知觉的动作理论 》
、

《认知发展与教育》
、

《语言神经心理学》
、

《儿童的应激》等等
。

从以上可以看出
,

心理学家对认知
、

记忆
、

动机等问题仍然表现了很大的兴趣
,

而有不少

工作已开始转向人类社会的有关实际间题的研究
,

如战争
、

攻击
、

毒品
、

社会保健等
。

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
,

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许多都与计算机技术及现代生物学新技术相结合研究

人的心理规律与机制
,

同时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多地面向人类的生活实际
。

在国际会议上
,

心理学家通常通过两种不同方式进行学术交流
,

一种是 口 头报告 (or al

Pr es en ta tio n) ;一种是张贴展示 (po st er Pr ese nt at ion )
。

这两种方式与会者在提交论文时可以任

意选择
。

口头报告一般是限制在 20 分钟
,

报告完后
,

有 5 分钟的讨论
。

张贴展示则要求作者

将论文内容简单扼要地用文字及图表展示出来
,

在规定的时间内张贴在交流会议中
,

通常包

括摘要
、

前言
、

研究方法
、

结果及图表这几个部分
。

在此次会议中
,

张贴展示安排得很有次序
,

在会议中心的大厅有它固定的会场
,

按论文

的内容及性质
,

划分若干会场
。

国外学者张贴出的报告
,

无论文字打印及图表的表示都十分

吸引观众
,

这很值得我国学者学习
。

这种论文张贴展示是一种很好的学术交流方式
,

因为参

观者随时随地可以与论文作者进行现场讨论
,

交换资料
。

张贴交流要求有很好的英语水平
,

不然无法回答间题与对方进行学术讨论
。

由于张贴展示是按单位时间安排的
,

往往在二个小

时以上
,

这样有时比只有 20 分钟的 口头报告还紧张
。

无论采用哪一种形式展示论文
,

只是

交流方式的不同
,

而会议对论文的学术水平的要求都是同样严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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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会的心理学者共有 17 篇论文在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
.

这是我国心理学者出国

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数是最多的一次
,

他们分别来自中科院心理所
、

北京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北京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

杭州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苏州大学等单位
。

会议期间
,

我国心理学

者与台湾
、

香港地区的心理学者共四十余人进行了聚会
,

各人都一一作了自我介绍
,

其中有

的是老相识
,

有的则是初次见面
。

大家欢聚一堂
,

亲切交谈
,

表示今后加强合作与联系
,

共同

促进中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
。

会议期间
,

国际心联执委会进行换届改选
,

我国学者荆其诚
、

张厚架
、

王 出席了会议
。

选举结果
,

原国际心联秘书长 K ur t Pa wl 止 当选为第 26 届国际心联主席
,

我国荆其诚教授当

选副主席
,

另一名副主席为瑞典的 l。招 G o

ran NI Iss on 教授当选
.

原国际心联副秘书长 G e叮

D, Y de w all
e 当选秘书长

。

荆其诚教授当选本届国际心联副主席
,

是一个令人十分兴奋与鼓舞

的消息
,

它对我国心理学界来说是一件大事
。

当时我国与会的同志都纷纷向他祝贺
,

香港
、

台

湾的心理学同仁也纷纷祝贺
.

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的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已产生

明显影响
,

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

在国际舞台上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会议期间
,

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林仲贤出席了国际心联召开的各国心理学会秘书长联

席会议
,

会上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心理学会的情况
,

交流了工作经验
。

原 国际心联秘书长

Pa w 欣 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中国代表与会情况
,

引人注 目
。

总的来说
,

这次大会在学术交流方面是成功的
。

但布鲁塞尔 7 月份的天气炎热
,

会场又

没有空调
,

使人感到闷热难受
。

开幕式的那天晚上的欢迎会 (r ece Pti on )也有点使人失望
,

几千

人拥挤在大厅里
,

点心与饮料都供应不过来
,

只好半饿着肚子
。

但使我们感到高兴与满意的

是
,

中国心理学者已经看到中国心理学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提高
,

中国心理学者已进入国际心

联的最高领导层
。

(上接 50 页 )通过这次会议
,

大家一致认识到
,

高中数学和初中史地自学辅导教学实验

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很有生命力的实验
,

它将为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和课堂教学综合改革
,

做

出出色的贡献
,

因而大家表示
,

一定要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教授们的直接

关怀和支持下努力搞好实验
,

使这项实验获得成功
,

并且逐步移植到其他学科中去
.

心理所书记李浦新同志还在闭幕式上讲了话
,

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大家搞高中数学和

初 中史
、

地自学辅导教学实验
,

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

大会在非常热烈友好的气氛和掌声中降下了帷幕
。

会议结束后
,

王兴华同志组织编写高中数学和初中史
、

地自学辅导实验教材的同志
,

一

起认真地讨论研究了小组会上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要求
。

对修改教材做了具体分工安排
,

为对新编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历史 ;世界地理 ;高中数学和初中史
、

地实验教材的指导书 (教

参 )和指导老师搞实验的手册
,

做了认真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