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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扼要总结 了中国心理学会70 年发展历史
,

它论述 了中国心理 学会过去

及现在的情况及活动
,

同时指 出应加强注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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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是中华心理学会
,

创建于 1 9 2 1 年
,

到现在已有 70 年历史了
。

它

是由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举办的暑期教育讲习会的学员发起的
,

并在该校大 礼堂 召开了

成立大会
。

张耀 翔被选为第一届心理学会会长
。

中华心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心理学

在形成学术团体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

建会后的第二年便创办会刊
, 1 9 2 2 年 1 月出版了

中国的第一种心理学杂志

—
《心理》

,

这份杂志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声誉
,

先后共出版了

14 期
,

发表论文 1 50 余篇
, 1 40 多万字

。

该刊物内容极为广泛
,

包括心理学史
、

普通心理
、

实验心理
、

儿童心理
、

教育心理
、

心理测验
、

社会心理
、

变态心理
、

青年心理和动物心理 ; 并

且十分注意介绍国外心理学发展的新动向
,

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心理学思想也进行了研究
。

该刊物反映了我国心理学在初创 时期的水平
。

中华心理学会成立的头三年
,

除了出版上述刊物外
,

还举办了有关心理学学术 报告

会
,

如介绍俄国心理学发展情况等
。

但是中华心理学会作为一个组织只活动了 3 一 4 年
,

由于经费原因及时局不稳定
,
《心理》杂志只出版三年半便停刊了

。

1 9 3 5 年北京的一些大

学
,

如清华
、

北大
、

燕京
、

师大和辅仁的一些心理学者在一次聚会中
,

陆志韦提出重建
“

中国

心理学会
”

的建议
,

当时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

并推陆志韦
、

孙国华
、

樊际昌 负责起草章

程
。

1 9 3 6 年在一些心理学者建议下
,

于 9 月份又重办学术刊物
,

定名为《中国心理学报》
,

由陆志韦任主编
,

孙国华
、

周先庚任编辑
。

该刊物以提倡科学的心理学为职 旨
,

内容以刊

登实验研究报告为主
,

篇幅约 1 / 2
,

此外还开辟了学术讨论
、

书报介绍
、

新闻报道等专栏
。

该刊物为了促进中西方心理学交流
,

采取中英文版
,

在 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

1 9 3 6 年 11 月北京
、

上海
、

南京等地的心理学者 34 人发出正式组织成立
“

中国心理学

会
”

的通知
,

发起人中有陆志韦
、

孙国华
、

周先庚
、

唐镇
、

刘绍禹
、

肖孝嵘
、

潘寂
、

陈立
、

艾伟
、

张耀翔
、

郭一岑
、

程酒颐
、

汪敬熙
、

郭任远
、

朱希亮
、

章益等
。

1 9 3 7 年 1 月 24 日在南京召开

了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
。

与会者有陆志韦
、

潘寂
、

陈立
、

唐绒
、

胡寄南
、

章益
、

肖孝嵘
、

郭

一岑
、

程酒颐
、

刘廷芳
、

艾伟
、

汪敬熙
、

谢循初等三十余人
。

推选陆志韦为主席
。

投票选出

李)本文于 1 9 9 1年 8 月1 6 日收到
。



心 理 学 报 2 9 9 2年

理事 7 人
,

他们是
:
陆志韦

、

肖孝嵘
、

周先庚
、

艾伟
、

汪敬熙
、

刘廷芳
、

唐绒
。

会上正式确定

《中国心理学报》作为会刊出版
。

但是
,

过了不久
,

由于
“

七
·

七
”

事变
,

抗 日战争爆发
,

中国

心理学会的活动和刊物的出版也随之停止
。

1 9 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心理学得到重视
。

一些心理学工作者感到必须恢复

中国心理学会的活动
。

1 9 5 0 年 8 月在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时
,

出席会

议的心理学代表及北京地区的心理学工作者陆志韦等 23 人于会后 在清 华大学成立中国

心理学会筹委会
,

着手恢复中国心理学会的工作
,

与此同时 申请加入全国科联 为学会会

员
。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后
,
1 9 5 5 年 8 月 1 一12 日在北京正式重新成立新中国的中

国心理学会
,

并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会议
,

有 70 余人出席了会议
。

这次大会把 新中国

的 心理学工作者 重新进一步团结组织起来
,

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
。

大会的学术讨论中

心是关于心理学的对象问题
、

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关系问题
。

通过讨论初步树立对

于心理现象的唯物主义理解和客观研究方法的原则
。

会议代表推选出理事会成员 17 人
,

潘寂为理事长
、

曹日昌为副理事长
、

丁攒为秘书长
。

此时全国会员登记人数 为 58 5 人
。

1 9 5 6 年中国心理学会出版了学会学术刊物《心理学报》
,

刊登实验研究报告及进行学术讨

论
。

曹日昌任学报主编
,

陈元晖任副主编
。

1 9 6 0 年 1 月 17 一 23 日
,

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 表大 会
。

参加会

议的有来自全国 25 个省
、

市与自治区心理学会的正式代表 61 人
,

连同列席代表共计 10 0

余人
。

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报告共 1 42 篇
,

内容包括教育心理
、

劳动心理
、

医学心理
、

生理

心理
、

心理物理模拟
、

心理学基本理论以及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
。

会议制定了心理学科三

年发展规划
,

选举了新的理事会
,

共选出理事 24 人
,

常务理事 g 人
,

潘寂为理事长
,

曹日昌

为副理事长
,

尚山羽为秘书长
。

这次会议总结 了 1 9 59 年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开展的关于心

理学对象
、

性质和方法等问题争论所取得的收获
,

澄清了曾经在 1 9 5 8 年所谓心理学批判

运动造成 的混乱思想
。

1 9 6 2 年 2 月 19 一27 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举行教育心理专业学术会议
,

与会心理

学者 2 00 余人
。

会议收到论文资料 10 2 篇
,

其 中除了教育心理学的论文报告外
,

还包括儿

童心理方面的报告
。

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并制定了中国儿童心理年龄特征研究初步规划
。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心理学工作的发展
,

会议通过成立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
,

作为中

国心理学会的下属分支
。

随着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
,

各省市都纷纷建立了地方心理学会
,

此时全国会员人数已达 70 0 余人
。

1 9 6 3 年 12 月 6 日一 15 日
,

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学术会议
。

与会

心理学者 200 余人
,

收到论文 2 03 篇
,

包括普通心理
、

儿童心理
、

教育心理
、

劳动心理
、

医学

心理
、

生理心理
、

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史等各方面的论文报告
。

其中儿童心理和教育心理

的论文报告最多
,

占论文总数的 3 / 4
。

会议号召心理学工作者在今后的学术工作中
,

努力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密切联系实际
,

提高方法水平
,

加强理论研究
,

为祖国

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

1 9 6 4 年 8 月中国心理学会为适应心理科学发展的需要
,

又创办了第二个学 术刊物

((, 心理科学通讯》
,

刊登研究报告
、

论文
、

经验交流
、

学术动态等有关文章
。

该刊物最初在北

京编辑出版
,

丁坎任主编
。

1 9 6 5 年起在上海出版
,

主编王亚朴
,

副主编朱曼殊
、

李伯黍
。

1 9 60一主9 6 6 年期间
,

中国心理学会的会员人数又有了明显发展
,

人数已达 1 0 5 6 人
。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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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心理学的各个心理学分支队伍已逐步开始形成
,

其中包括教育心理
、

儿童心理
、

普

通心理
、

实验心理
、

生理心理
、

医学心理
、

劳动心理
、

心理学基本理论等各个分支
。

心理学

会员在教学
、

科研工作上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

心理学在我国开始走向繁荣兴旺
。

1 9 6 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 “

四人帮
”

的黑手伸进 了心理学界
,

心理学受到了 冲击 和不

应有的批判
,

许多心理学工作者受到迫害
,

有的被迫改行
,

心理学会的活动停止了
,

学会的

主要刊物《心理学报》
、

((, 乙理科学通讯》也停刊
。

经过 10 年的动乱
,
1 9 7 6 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 “

四人帮
”

被粉碎后
, 19 7 7 年 8

月 1 6一24 日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持在北京平谷召开了全国心理学
一

学科规划座谈

会
,

有来自全国各地 23 位代表参加
,

初步制订了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规划 及实现规划的措

施
。

规划中的研究项目包括心理学基本理论
、

感知觉
、

思维 与记忆
、

心理发展
、

生理 心理

学
、

教育心理学及工程心理学等八个方面
。

这是一个比较详细和全面的 心 理科学发展规

划
,

对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起了极大鼓舞作用
,

它促进了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 恢复与发展
,

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

1 9 7 8 年 5 月 8一 15 日
,

中国心理学会在杭州召开全国心理学专业学术会议
,

与会代表

72 人
。

会议的主要内容讨论落实如何评论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冯特的心理学工作
,

这是为

准备参加 1 9 8 0 年国际心理学大会纪念冯特创建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1 00 周年的活

动而举行的
。

通过此次会议引起我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理论工作的 重 视
,

促进了心理学

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
。

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资料 10 0 余篇
。

会议还确定了 教育心理学
、

普通心理学
、

儿童心理学
、

公共课心理学和心理学史教材的编写计划
。

1 9 7 8 年 12 月 8一15 日
,

中国心理学会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
。

230

余人与会
,

会议收到论文资料 24 8 篇
,

其中心理学基本理论和评论冯特心理学占 21 %
,

发

展心理占 19 %
,

普通心理占 17 %
,

教育心理占 12 %
,

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占 n %
,

工程心

理和体育心理占 5%
,

其它占 14 %
。

此次学术年会距上届学术年会(1 9 6 3 年 ) 15 年
,

是中

国心理学者在经历 10 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后 的一次盛大聚会
。

会议分 4 个组进行学术交

流
,

即 :
发展心理与教育心理组 ; 心理学基本理论组

;
普通心理与工程心理组 ; 医学心理与

生理心理组
。

会议总结了 15 年来的经验教训
,

为强加给心理学的诬蔑不实之词和受批判

迫害的心理学工作者进行平反
,

恢复名誉
。

会议期间
,

理事会开会讨论通过增补新理事
,

连同原有理事共计 51 名
,

除潘款仍担任理事长外
,

增选陈立
、

陈元晖
、

苏幼民
、

彭飞
、

唐俄
、

高觉敷
、

刘绍禹等 7 人为副理事长
,

杨民华为秘书长
,

徐联仓为副秘书长
。

会议还讨论及

通过有关重建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
、

组建体育运动心理专业组
、

成立医学心理

专业委员会筹备组以及设立及健全 编辑出版委员会及心理学报编委会等事项
。

《心理学

报》从 1 9 7 9 年恢复出版
,

由潘寂任主 编
。
《心理科学通讯》1 9 8 1 年复刊

,

由王亚朴任主编
,

副主编朱曼殊
、

李伯黍
。

从第 2 期起由左任侠任主编
。

从 1 9 7 8 年开始
,

中国心理学会恢复了与国际有关学会的联系与 交往
。 1 9 7 8 年 8 月

,

应澳大利亚心理学会第 13 届年会的邀请
,

由徐联仓
、

荆其诚
、

李心天三人组 团前往参加
。

1 9 7 9 年荆其诚应美国心理学会邀请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前往 出席美国第 87 届年会
。

他们

分别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情况
,

受到国外心理学家的热烈欢迎与好评
。

1 9 7 9 年 n 月 25 日一12 月 1 日在天津召开第三届全国 心理 学学术 会议
,

与会代表

3 5 0 佘人
。 ,

会议收到论文资料 40 0 余篇
,
其中发展心理和教育心理占41 %

,

心理学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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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占 16 %
,

医学心理占 15 %
,

普通心理和工程心理占 9 %
,

生理心理占 6%
,

体育运动心理

占 5 %
,

其它占 8 %
。

会议进行分组学术活动
。

会议期间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批准建立普

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
、

工业心理专业委员会以及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作为学会

下属分支专业委员会
。

此外
,

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心理学会章程草案
。

这次年会反映了我

国心理科学在
“

四人帮
”

倒台后近年来的兴旺景象
,

标志着心理科学开始得到了迅速发展
。

1 9 8。年 7 月中国心理学会正式申请加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 (I U P sy s)
。

中国心理

学会由陈立
、

徐联仓
、

刘范
、

荆其诚四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德国莱 比锡出席 7 月 6一12 日的

第 22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
。

他们 四人分别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

受 到国外同行的热烈欢

迎
。

其中陈立报告了《冯特与中国心理学》的纪念论文
。

会议期间陈立和荆其诚作为代表

出席国际心联召开的代表会议
,

会上讨论并一致通过接受中国心理学会加入 国际心 联成

为当时第 44 个会员国的成员
。

1 9 8续年在墨西哥阿卡波哥召开的第 23 届国 际心 理学会

议上
,

由于我国心理学国际地位的提高
,

荆其诚被选为国际心联执委会成员
,

同时中国心

理学会推荐陈立和张厚聚作为我国的国际心联代表
, 1 9 8 7 年推荐张厚聚和缪小春作为代

表
。

1 9 8 1 年 12 月 4一 8 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纪念建会 60 周年学术

会议 (全国第四届学术会议 )
,

与会正式代表 1蛇 人
,

列席代表 3 2 人
,

加上临时与会者人数

共达 4 50 余人
。

此外
,

还有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国际心联秘书长
、

美国
、

印度
、

日本
、

西德
、

澳大利亚等国及香港地区心理学工作者十余人
。

大会收到论文报告 48 0 余篇
,

其中教育

心理占29 %
,

医学心理占 16 %
,

发展心理占 15 %
,

心理学基本理论占 13 %
,

普通心理与实

验心理占 13 %
,

体育心理占 6 %
,

生理心理占 4%
夕

心理 测 验占 3 %
,

工业 心理 占 2%
。

在

这些论文报告中
,

有 4 23 篇被选入会议《文摘选集》
。

会议期间进行理事会改选
,

产生第

三届理事会
。

播寂当选为理事长
,

副理事长有陈元晖
、

苏幼 民
、

荆其 诚
、

彭 飞
、

陈 立 ; 秘书

长徐联仓
,

副秘书长赵莉如
。

这次大会是我国心理学发展历史上的 一次空前盛会
,

它对

我国心理学 60 年的发展及经验教训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
,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 心 理科学

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标志着我国心理学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

1 9 8 4 年 12 月 4一 8 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

与会

人数达 3 50 余人
,

应邀参加会议的还有美
、

英
、

瑞典
、

日本等国及香港地 区的 心 理学 家 10

余人
。

大会收到论文报告 6的 篇
,

其中有 3的 篇被选入会议《文摘选集》
。

在收到的论文

中
,

发展心理占 19 %
,

医学心理 18 %
,

普通心理 (包括实验 心 理
、

管 理 心理
、

航 空 心理 )占

17 %
,

教育心理占15 %
,

心理学基本理论占 12 %
,

法制心理占 8%
,

学校管 理心 理 占 5%
,

体育运动心理占 4 %
,

其它 1% (生理心理论文另出专集)
。

这次会议检 阅了 1 9 8 1 年以后

的三年来我国心理学各方面工作的新进展
。

会议除了进行分组学术 活 动外
,

还 进行了理

事会改选
,

选出理事共 60 人
,

常务理事 17 人
。

荆其诚为理 事长
,

陈立
、

张 厚集为副理事

长
,

徐联仓为秘书长
。

此外
,

聘任林仲贤
、

李令节为副秘书长
。

理事会根 据心 理学发展需

要对各有关专业委员会及工作委员会进行了调整及加
卜

强
,

共设 立 了 10 个专业 委员会及

4 个工作委员会
。

10 个专业委员会
,

即 :
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

、

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
、

体

育运动心理专业委员会
、

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
、

普通心理与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
、

工业心

理专业委员会
、

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
、

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
、

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
、

学校管理心理专业委员会
。

4 个工作委员会
,

即
‘

:

心理学科普工作委员会
、

国际学术交流工



2期 林仲贤等
:

中国心理学会七十年发展史略

作委员会
、

学术工作委员会
、

心理测皿工作委员会
,

各个专业委员会每隔 1一2 年召开学术

会议进行学术活动
。

一些专业委员会还举办专业人员培训班及 心 理学仪器 鉴定会等活

动
。

1 9 8 7 年 9 月 18 一22 日中国心理学会在杭州召开全国第六届学术会议
,

与会国内代表

50 0 余人
。

此外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心联执委会全体成员及 日本
、

美国
、

加拿大及香港地区

心理学会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
,

外国来宾共计 35 人
。

大会收 到论 文 6 19 篇
,

其中 30 6

篇及 10 余篇国外心理学者的论文被选入会议《文摘选集》
。

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
,

心理学

基本理论和心理学史占 9 % ; 教育心理学占 16 % ; 发展心理学 占 13 % ; 普通心 理学
、

实验

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占 19 % ;
管理心理学

、

法制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占 12 % ; 体育运动心

理学占 5% ; 医学心理学及心理测量占 21 % ;
生理心理学占 6 %

。

这些论文报告内容广泛
,

反映了我国心理学各个分支近年来的工作进展与成果
,

论文水平和质址比以 往有显著提

高
,

受到与会的国外心理学家的高度赞赏
。

1 9 8 8 年中国心理学会进行换届改选理事会工作
,

采取 由各专业委员会及各省市心理

学会分别提名候选人
,

然后采用通讯投票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
,

共计选出

理事 70 名
。

1 9 89 年 8 月 16 一19 日在哈尔滨召开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
。

会

议内容有
: ( 1 )原理事长荆其诚向大会作上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 (2 ) 通过修改的中国心

理学会新章程 ; ( 3 )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
、

副理事长
、

秘书长及常务理事 ; ( 4 )调

整心理学会下属有关专业委员会及工作委员会; ( 5 )讨论制定第五届理事会的 工作方针

和活动计划
。

与会理事经过充分酝酿提名
,

采用差额选举
、

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理事长王

建 ; 副理事长匡培梓
、

车文博
、

朱曼殊
;
秘书长林仲 贤

。

选出常务理事 21 人
。

另外聘任刘善

循为副秘书长
。

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心理测量工作的开展
,

会议通过将原有 的心理测显

工作委员会调整为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
。

为了进一步加强((, 合理学报》编委会工作
,

由徐

联仓任主编
; 王延

、

张厚集
、

林仲贤任副主编
。

从 1 9 8 9 年以来
,

各分支专业委员会都分别召开了各种学术会议
,

有的专业委员会还

相继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与研讨班
,

对心理学工作者进行知识更新及提高
。

全国会员

人数近年也有了较大发展
,

已达 2 9 0 0 余人
,

据不完全统计
,

其中正教授
、

正研究员人数达

32 1 人 ; 副教授
、

副研究员人数达 1 2 2 3 人
。

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学会会员的管理工作
,

中国

心理学会与中科院心理所协作建立了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数据库
,

此项工作受到国外同行

的赞赏
。

为了更好地适应心理科学形势的发展
,

原《心理科学通讯》从 1 9 9 1 年起更名为 《心理

科学》
,

由朱曼殊任主编
,

李伯黍
、

方云秋
、

缪小春任副主编
。

1 9 9 1 年 6 月《心理学报》编辑

部为了更好地提高学报质量与水平
,

组织了主题为 《心理学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座谈会
,

与会的许多心理学工作者都纷纷发表了很好的积极性的意见与建议
。

与此同时
,

召开了在京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
,

传达中国科协四大会议精神
,

进一步讨论贯彻如何使心

理学更好地面向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

中国心理学会从 1 92 1 年建立以来
,

已经历了七十年的漫长历史
。

回顾过去经历过的

道路虽然是坎坷的
,

但在广大中国心理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

克服了各种困难
,

我国心理科

学事业仍得到了很大发展
,

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我们应很好地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
。

在这里应该指出
: 1) 心理学工作者应自觉地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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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观点作为一切心理学工作的指导思想
。

以往历史表明
,

坚持正确的哲学观点
,

心理学事

业就会兴旺发达
,

否则就会走向死胡同
,

停顿不前 ; 2) 开展心理学工作应有安定环境和必

要条件
。

解放前日寇侵华国内动荡不定
,

学会工作停顿
、

有价值的心理学成果很少
。

解放

后也曾因为路线干扰
,

心理学多次受到冲击与不恰当的批判
,

几度盛衰
。

但自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
,

强调了安定团结
,

为心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心理学得到较大发

展 ; 3) 心理学工作者应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

注意吸收新思想
、

新技术
、

新观点
,

掌握新方法
,

勇于探索新领域
,

赶超国际水平 ; 4) 各级学会要积极团结和组织心理学工作者开展学术活

动
,

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
,

这是进行学术交流
,

检阅成果
,

促进心理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

5) 必须坚持
“

双百
”

方针
。

要有学术民主讨论的气氛
,

不要乱扣帽子
,

乱打棍子
。

1 9 5 8 年的

所谓心理学批判运动和
“

文革
”

动乱 10 年
,

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混淆
,

对心理学发展

很有害
。

近年来在心理学界学术空气活跃
,

思想也较前开放了
,

也敢于对以往视为禁区的

问题进行探讨了
,

这是很可喜的 ; 6) 应积极开展心理学的科普宣传工作
。

当前社会上流行

着各色各样的心理学书籍
,

这反映出社会的需要
,

但是其中有许多是滥竿充数的
,

科学性

很差
,

有的甚至宣传唯心论观点
。

心理学工作者应用科学心理学知识 占领这阵地 ; 7) 要加

强中国心理学会总会与省
、

市地方学会的密切联系
,

要充分发挥地方学会的积极性 ; 总会

与各省市级学会有着业务指导关系
,

而总会工作的开展必须依靠于 全 国各省级学会和广

大会员的协助与支持 ; 8) 继续加强国际联系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的形势发展
,

中国心理学会与国际联系增多
,

不少心理学者近年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或到国外进行访问与科研协作
,

不少国外心理学家也频繁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

中国心

理学会先后与美
、

英
、

法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德国
、

日本
、

新加坡
、

印度
、

巴基斯坦
、

比利时
、

瑞典
、

哥伦比亚
、

奥地利
、

芬兰
、

古巴
、

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心理学家建立了联系
,

同时与

台湾
、

香港地区的心理学同仁也建立了友好联系与交往
、

互相赠送了书籍及刊物
,

并对共

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
,

这对扩大眼界
、

促进友谊及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起

着积极作用
。

今天
,

我国的心理科学事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下
,

已开始走

向繁荣昌盛
,

国际地位 日益提高
。

目前中国心理学会正在积极为即将在 1 9 92 年 8 月在北

京召开的第二届亚非心理学会议工作做积极准备
,

并积极为参加 1 9 9 2 年 7 月在比利时召

开的第 25 届国际心理学会议做好准备工作
。

中国心理学者将进一步加强 与 世界各国心

理学家建立密切联系与友好往来
,

并为促进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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