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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发展状况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

管 连 荣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北京

摘 要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手段
,

对主要是近二十年来心理学发展 中的一些情 况 进

行 一研 究
。

本文所探讨的共分五个方 面的问题
,

它们是 :

一
、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心理学文献的增长情况
,

二
、

近三十年来应 用心理学研究的增加趋势
,

三
、

二十年来心理学的研究的主要课题方面的一些变化
,

四
、 “

半衰期
”

·

与心理学文献老化年限
,

五
、

1 9 8 8年被 引用得最多的影响程度 高的心理学期刊
。

、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于六十年代初发展起来新兴学科
,

是当今国际情报学界最为活 跃

的专业领域之一
,

现在文献计量手段已广泛用于各个学科的发展规律及情报研究之中
。

国外心理学研究中已有许多篇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的报道
。

本文就心理学发展的一些状

况
,

利用文献计量研究手段 (文献量统计
,

引文分析
,

文献老化 , 核心期刊评定 等)开 展一

些研究
。

一
、

心理学文献最增长情况

当今世界上共约有 1 3 0 0份

万万
勺甘,�

义献蛋栩

心理学及相关学科期 刊
,

每 年

大约有 3 万 多篇心理学文献产

生
。

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
,

二

十年来心理学文献量有了大量

增加
。

作者对收集世界范围心

理学文献的 《心理学文摘》期

刊收集量作了统计
,

1 9 69年为

1 8 0 0 0多篇
,
1 9 8 8年为 3 5 0 0 0 多

篇
。

二十年内文献量增加了近

2 倍
。

图 1 是近四十年来心理

扁尸气石亩一飞荡一飞扮一 年代

田 1 《心理学文摘 》文献鱼统计

学文献量增长情况
。

从此发展曲线用文献计量学对各个学科发展趋势的评价来看
,

心理
‘

学是属正迅速发展中的一门学科
。

有人估计
,

按心理学文献量目前的发展趋势
,

到 2 0 0 0年

文献量可达 6 万篇
。

-

1 》本文予 1, 8 9年11 月2 3 日收到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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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应用心理学研究增加趋势

近三十年来
,

尽管心理学文献量有了很大增加
,

但相对而言
,

心理学的基础研究的文

献量增加得并不明显
,

而应用研究却增加得相当迅速
。

下面是作者对《心理学文摘》中 主

.1 5 00 0
医学心理

13 0 00

11 00 0

教育心理发展心理

产磐训猫树

工业心理社会心理

通心理

验心理

要分支心理学文献量标引情况所作

的统计
。

很明显
,

医学心理
,

社会

心理
,

工业心理
,

教育心理这些应用

分支学科的研究量的增加
,

远远超

过生理心理
,

实验心理等基础 学 科

研究量的增加
。

应用研究的迅速增加
,

而基础

研究相对来说几乎没有增加的这种

趋势
,

是同近三十年来心理学人员

组成结构上的变化相关联的
。

据对

美国心理学人员组成统计
,

近来从

事应用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
,

而报
.

考研读基础心理研究的人员尤其是

报考著名大学心理学系的人员在比

重上已越来越少
。

这已引起美国心

理学界有识人士的忧虑
,

对此提出

了意见
。

(详见本人所写的
“

近二十

年来美国心理学人员组成结构上的

00000050加10

19 58 19 68 19 78 19 8 8

年代

图 2 ((, 白理学文摘》中各类分支心理学文献量增长情况

变化
”

一文《心理学动 态壮9 8 8 年 4 期
。

)

三
、

二十年来心理学研究主要课题方面的一些变化

据对《心理学文摘》1 98 8年主题索引的统计
,

在一千多主题词中
,

文献量最多的是重忧

郁症 (Maj or D e
Pr es s沁n)

。

标引有这一主题词的文献有 1 2 0 0多篇
。

文献量较多 的 其 他

主题词有
:

药物治疗
、

精神分裂症
、

心理疾病
、

认知能力
、

教学方法
、

应激
、

学习困 难
、

社 会

知觉
、

个性特征
、

跨文化差异研究
、

自杀行为
、

酗酒行为
、

认知过程
、

心理诊断等
。

从中可看

出
,

医学临床心理方面当前研究得最多
,

认知
,
教学方法

,

应激
,

社会知觉
,

跨文化研究等是

当前研究的一些热门课题
。

我们拿此同1 9 6 9年时的研究得最多的课题相比
,

发现 认 知研

究
,

应激理论
,

社会知觉
,

跨文化差异研究等是近二十年来发展最为突出的一些研 究 课

题
。

而在二十年前原先研究得较多的课题如环境心理
,

动机
,

强化
,

眼动
,

梦研究
,

入事心

理等课题的文献量现已有很大的下降
。

下面是1 9 6 9年((l 合理学文摘》中
,

文献量标引得 最

多的主题词
:

焦虑
,

态度
,

创造心理
,

环境心理
,

人际关系
,

记忆神经语言障碍
,

动机
,

强化
,

社会知觉、 言

语行为
,

行为计量研究
,

年龄差异
,

儿童早期研究
,

学习
,

个性
,

教学方法
,

心理治疗
,

听觉
,

认知等
。

四
、

心理学文献老化的期限问题
·

‘”
’ ‘

文献计量学采用
“

半衰期
”

指标来研究和计算文献老化间题
, 所谓半衰期是指某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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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某专业现时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

这与该学

科一半文献失效所经历的时间大体相当
。

例如
,

当我们说《生理心理学杂志》的文献 的 半

衰期是6 , 3年
,

意思是说在钱计研究的那一年内
,

尚在使用的全部文献中的 50 %是在 最 近

6
.

3年内出版的
。

半衰期计算方式有多种
,

用得较多的是引文法
。

将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在

一定时间内的全部文献收集起来
,

通过统计每篇文章所附引文的发表时间及其被引用 时

间等数据
,

来研究该领域内文献老化情况
。

比如《生理心理学杂志》在1 9 8 7年内所 有引 文

的时间分布如下
:

年份 1 9 8 7 1 9 5 6 1 9 5 5 1 9 8 4 1 9 5 3 1 9 8 2 1 9 5 1 1 98 0

比例 1
.

9 5 % 1 1
.

0 1 % 1 9
.

9 5 % 3 0
.

6 0 % 3 5
.

8 3 % 4 6
.

5 7 % 5 5
.

1 5 % 6 2
.

2 5 %

1 9 7 9 1 9 7 8

6 7
.

4 5 % 7 0
‘

9 8 %
’

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各自半衰期是互不一样的
,

有的仅 2 一 3 年
,

有的长达 10 多年
。

下面是一些心理学杂志的半衰期年限
。

这些数据是据美国科学情报所所编辑出版 的《期

刊引用报告》中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的
。

健康心理学 3
.

4年

社会认知 3
.

6年

认知 5
.

1年

人的因素
.

6
.

3年

生理心理学 6
.

3年

教育心理学杂志 8
.

7年

心理学通报 东 1年

心理测量 10 年以上

变态心理学杂志 10 年以上

影响文献老化的因素很多
,

同各专业领域的特点有一定关系
。

一般 地 说
,

半 衰 期

短说明这是一新的领域或投入人力物力多
,

研究工作活跃
,

知识更新快
。

心 理 学 中 的认

知心理研究
,

临床心理
,

以及工效心理等分支属这一类
。

有些专业其发展主 要的 是 知 识

积累
,

而不是修正
,

因而相对来说它们要稳定得多
,

文献老化周期就长一些
。

五
、

被引用得最多的心理学期刊

当前约有 1 3 00 多份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刊物
,

很显然每一门刊物的重要程 度 是

不一样的
。

有的发表重要研究报告
,

有较多人阅读
,

其影响程度大
。

有的则很少有人阅

读
,

其影响程度就低
。

评价一个刊物的重要程度有许多方法
,

如专家评定法
,

流通率法
,

引文法
,

文摘法
,

综合法等
。

目前使用得较普遍的是引文法
。

一篇论文发表后
,

被引用的

次数越多
,

‘

一般地说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
。

同样一个刊物被引用的次数越多
,

这个刊物

的重要程度也就越大
。

在期刊评价中
,

考虑到影响引文量的因素很多
,

大型的历史较悠久

的期刊往往容易被引用
,

而小型的年青的期刊其被引用的机会就可能较少
。

为抵消 这 种

较大较老刊物容易被引用的优势
,

使得不同刊物可较平等地进行比较
,

文献计量学中使用

了
“

影响因子
”

这一概念
,

即一份刊物中
,

论文的平均被引率等于期刊论文被引量与 可 引

论文数之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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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份刊物 前两年中共发 表了 5 00 篇论文
,

而这些论文在今年一年中被 引用 了

2 0 0 0次
,

那么
,

这份刊物的影响因子就是2 0 0。/ 5 0。
= 4

。

影响因子越大
,

说明其重 要程度

也就越高
。

一般地说一份心理学刊物的影响因子在 1
_

以上
,

其重要程度就较高
。

目前大

约仅有不到 50 份心理学刊物能达到这一水平
。 1 9 8 7 年心理学刊物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是

(() 合理学评论》
,

其影响因子是 5
.

8 3 3
。

下面是 1 9 8 8年被引用得最多
,

而且影响因子也都在 1
.

5 以上排列在前面的心理学期

刊
。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引用次数
』

合理学评论

(P sy e h o lo g y : e v se , ) 毛
.

5 3 3 4 9 9 3

』合理学年鉴

(A n n u a l r e v ie w o f p s y e h o lo g y ) 4
.

5 7 9 1 1 3 7

心理学通报

(P s y e h o lo g y b u ll丘tsn ) 4
.

1 3 5 6 3 0 2

认知心理学

(C o g n it iv e p s了e h o lo g 犷) 3
.

6 9 0 1了3 2

心身医学

(Ps y e h o s o m e tie m e d ie in e ) 3
.

5 6 7 3 1 4 8

认知

(C o g n itio n ) 3
.

4 5 3 7 5 6

认知科学

(C o g n itiv e s e ie n e e) 3
.

3 8 2 1 7 3 2

儿童社会研究专刊

(M o n o g r a Ph s o e ia l r e se a r e h eh ild ) 3
.

2 0 7 1 1 5 2

美国心理学家

(A m e r ie a n p妙
e h o lo g is t)

·

3
.

3 2 3 4 6 0 1

普通实验心理学杂志

(Jo u r n a l o f e x p
.

p s y eh o lo g y , g e n e r a l) 3
.

19 7 10 3 5

健康心理学

(H e a lth p sy e h o lo g y ) 2
.

6 7 6 1 1 0 0

认知神经心理学

(C o g n itiv e n e u r o p s y e h o lo g y )
·

2
.

5 0 0 8 0 3

变态心理学杂志

(Jo u r n a l o f a b n o r m a l p s y cli o lo g 了) 2
.

3 7 8 7 0 0

学习实验心理学杂志

(Jo u r n a l o f e x p
.

p sy eh o lo g y
,

le a r n in g ) 2
.

3 0 8 9 7 0

心理医学

(P s y e h o lo g ie a l m e d ie in e ) 2
.

2 1 8 召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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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月

一
- ~ ~ ~ . ~ - - - ‘- 门~ 一 ~

.

一- “一一- 一一一~

-‘
咨询临床心理学杂志
(Jo t一r n a l o f e o n s u ltin g a n d e lin ie a l p s ye h o lo g y ) 2

.

1 7 3 5 2 5 5

·

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

(P e r s o n a lity a n d s o e ia l p s y e h o lo g y )

“
2

.

1 1 5 9 2 1 6

一

记忆与语言杂志

(M e m o r y a n d L a n g u a g e )
_

2
.

1 3 3 9 2 5

认知发展
·

(C o g n itiv e d e v e lo Pm e n t) 2
.

0 5 6 7 0 9

,

阅读研究季刊

(R e a d in g r e se a r e h Q u a r te rly ) 2
.

0 5 4
0

7 4 5

一

生理心理学

(p sy e h o p h y sio lo g y )
_

2
.

0 3 4
.

2 1 2 6

动物实验心理学杂志
「

(Jo u r n a l o f e x p
.

p s y e h o lo g y
, a n im a l) 1

.

9 7 4 6 7 6

人类实验心理学杂志

(Jo u r n a l o f e x p 二 p s y e h o lo g y
,

.

h u m a n ) 1
.

9 5 7 2 2 6 3

临床实验神经心理学杂志
(Jo u r n a l o f e lin ie a l n e u r o Psy e h o lo g y ) 1

.

9 4 3 1 5 2 2

J L童行为发展研究进展
,

(A d v a n e e s e h ild d e v e lo p m e n t be h a v io r } 1
.

8 3 3 8 0 4

应用心理学杂志
·

(Jo u r n a l o f a p p l三e d p sy e h o lo g y )
,

1
·

8 3 1
.

3 4 7 1
。

_

儿童发展

(C h ild d e v e lo p m en t) 1
.

6 8 2 5 1 5 4

一

职业心理学杂志
’

(Jo u r n a l o f v a e a t io n a l p sy e h o lo g y ) 1
.

6 1 5 7 4 3

行为研究与治疗

(Be h a v io r a l r e se a r e h a n d th e r a Py ) 1
.

4 6 2 1 0 4 3

社会认知

(S o e ia l e o g n it io n ) 1
.

52 5 6 8 2

从上面这些杂志的组成来看
,

它们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基础研究方面的杂志
。

其中直

接表明是认知心理方面的杂志就有 7 份之多
。

表明这些杂志的文章对其他研究人员的重

要影响
。

从这些杂志所属国别来看
,

它们几乎全是来自美 国
,

这从又一个方面说 明了 美

国心理学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心理学发展的影响
。

份

⋯
奋 .

我们从以上五个方面的数据和分析中可以看出
,

在过去的二十年内
,

心理学有了很大

的发展
。

心理学文献量有了很大的增长
,

认知心理
,

应激理论
,

社会知觉
,

跨文化差异研究

等课题的研究
,

受到了人们更多的重视
。

而就整体来说
,

应用心理方面研究增长的趋势



21 6 心 理 学 报 199 0年

更为明显
。

当今心理学研究中
,

投人人力最多
、

文献报道也是最多的是临床医学方面的研

究
。

心理学文献半衰期因不同分支学科而不全相等
,

不同期刊也不一样
。

多数 期刊 的半

衰期是在 7 一 9 年的年限内
。

被人们引用得最多影响程度高的心理学期刊
,

大多数是基

础研究方面的期刊
,

而且几乎都是美国心理学期刊
。

一勺

参 考 文 献

〔1 〕 S o eia l selen ee e itat io n in d e x ,
1 9 8 8

。

[ 2 〕 Jo u r n a l e it at io n re Po rt
,

1 9 55
。

〔8 1 Ps
界h o lo g ie a t a b str a ets

.

〔4 〕 G a rfie ld
,

C ita tio n a n a lys is a s a to o l in jo u r n a l ev
a lu a tio n 。

S eien e e ,
i , 7 2

。

[ 6 〕 W hite
,

M
.

J
,

C itat io n a n a l邓15 o f p sy eho lo g y jou
r n a ls

,

A m er ie a n p sve ho lo g ist
,

【6 〕 李魁彩
,

科技情报工作手册
,

19 8 50

【7 〕 邱均平
,

文献计量学
, 1 9 8 8

。

〔8 〕 柯兴勤
,

二十年来美国心理学人员结构方面的变化
,

心理学动态
,
1 9 88

,
4

。

〔9 〕 管心
,

心理学文献联机检索
,

心理学动态
,
1 9 8 7

,
3

。

〔1 0〕 管连荣
,

美国心理学杂志
,

,

心理学动态
,

19 8 8
, 2 。

〔1 1〕 柯兴勤
,

从文献量看近二十年来应用心理学研究增长的趋势
。

心理学动态
,
19朋

,
2

。

州口

B IB LIOMETR IC ANALY蕊15 OF T H E DE V ELOPMENT

PSYCHOLOG Y

G u a n L ia n r o n g

翔 st‘ru te o
f Ps y e ho lo 夕夕

,

Ch‘n e se A c a d 日川 夕 o
f Sc ie n c日 s ,

B仑ij‘n g

A b str a e t

T h is p a p e r a n a ly s e s t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p sy eh o lo g y b y In e a n s o f b ib卜

io m e tr ie m e th o d
.

It d e a ls m a in ly w ith
: 1 ) th e in e o e a s e in th e p sy e h o lo 一

g ie a l d o e u m e n ts sin e e th e Z n d W
o r ld W

a r ; 2 ) th e a d v a n e e s in th e ,
·

e s e -

a : e h o f a p p lie d p s y e h o lo g y in th e p a s t 2 0 y e a : s ; 3 ) th e m a in r e s e a r e h

t o p ie s fr o m 1 9 6 9 t o 1 9 8 5 ; 4 ) th e “ h a lf life ,, o f p sy e h o lo g ie a l d o e u m e n ts ;

5 ) th e m o s t e ite d jo u r n a ls o f Ps y e h o lo g y in 1 9 8 8
.

口.

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