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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会议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周五晚上） 

会议时间：19:00-21:00 

时间 内容 参加范围 线上平台 

19:00-20:00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第九届常务理事会 
第九届常务理事 腾讯会议室 1 

20:00-21:00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第九届理事会 
第九届理事 腾讯会议室 2 

 

会议日期：2020 年 10 月 31 日（周六上午） 

开幕式：8:30-9:00 

时间 内容 线上平台 

8:30-9:00 

主持人：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任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许燕教授 

心仪脑平台 

转播 

1. 辽宁师范大学校领导致辞 

2. 大会主席、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现任会长、南开大学汪新建教授致辞 

3. 大会主席、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胡金生教授致辞 

4.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宣传片 

注：心仪脑平台转播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特邀报告：9:00-11:40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主持人 线上平台 

9:00-9:30 
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陈雪峰教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副会长、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彭泗清教授 

心仪脑平台 

转播 

9:30-10:00 儿童创造性人格与气质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副院长 

刘文教授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设计、文化与创新： 

深圳经验 

深圳创新创意发展 

办公室主任 

韩望喜教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副会长、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翟学伟教授 

10:40-11:10 
个人目标追求、道德与 

幸福感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心理学系 

张洪教授 

11:10-11:40 
文化的力量——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的新思考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钟年教授 

注：心仪脑平台转播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II 
 

会议日期：2020 年 10 月 31 日（周六下午） 

专题论坛：13:30-17:40 

时间 专题论坛 主持人 评议人 线上平台 

13:30-15:30 

专题论坛（一）：“由心”与“而治”：社会变

迁与突发疫情下的心理行为规律及助推干预 
张  梅 辛自强 

腾讯会议室 4 

ID:200 770 416 

专题论坛（二）：群体印象评价的心理机制 佐  斌 
刘  力 

管  健 

腾讯会议室 5 

ID:964 225 739 

专题论坛（三）：跨学科视角的社会风险与

社会治理研究 
耿柳娜 

陈昌凯 

张  洪 

腾讯会议室 6 

ID:343 845 976 

专题论坛（四）：线上与线下的社会心理学

教与学 

寇  彧 

张庆鹏 
崔丽娟 

腾讯会议室 7 

ID:460 663 201 

专题论坛（五）：军事心理学（一） 冯正直 
刘旭峰 

杨国愉 

腾讯会议室 8 

ID:444 830 550 

15:30-15:40 茶歇 

15:40-17:40 

专题论坛（六）：负责任创新研究的社会治

理探索 
孔  燕 范和生 

腾讯会议室 9 

ID:356 643 307 

专题论坛（七）：刻板印象与群际接触 温芳芳 
崔丽娟 

佐  斌 

腾讯会议室 10 

ID: 447 492 221 

专题论坛（八）：大学生目标取向变化：轨

迹与预测源 
姚  翔 白新文 

腾讯会议室 11 

ID:702 765 459 

专题论坛（九）：军事心理学（二) 冯正直 
刘旭峰 

杨国愉 

腾讯会议室 12 

ID:449 100 558 

专题论坛（十）：善恶心理 蒋  奖 
许  燕 

王  芳 

腾讯会议室 13 

ID: 378 937 853 

分组报告：13:30-17:40 

时间 分组报告 主持人 评议人 线上平台 

13:30-15:30 

分组报告（一）：道德发展与道德判断 
刘传军 
刘  岩 姚  翔 腾讯会议室 14 

ID:139 299 033 

分组报告（二）：发展心理与心理健康（一） 
张  璟 
曲可佳 

陈传锋 
岳慧兰 

腾讯会议室 15 
ID: 723 711 741 

分组报告（三）：发展心理与心理健康（二） 
赵守盈 
杨金花 

蒋  奖 
吴  莹 

腾讯会议室 16 
ID: 178 710 013 

分组报告（四）：发展心理与心理健康（三） 
武丽丽 
高  雯 井世洁 腾讯会议室 17 

ID:951 685 474 

分组报告（五）：攻击与利他 
孙炳海 
马锦飞 李诗颖 腾讯会议室 18 

ID:890 394 761 

分组报告（六）：积极心理 
梁社红 
崔  轶 

常保瑞 
李  凌 

腾讯会议室 19 
ID: 620 840 643 

15:30-15:40 茶歇 

15:40-17:40 

分组报告（七）：决策与消费心理 
刘爱书 
刘洪志 

吴胜涛 
窦东徽 

腾讯会议室 20 
ID:955 890 073 

分组报告（八）：老年心理与心理健康 张宝山 孙  岩 腾讯会议室 21 
ID:575 604 660 

分组报告（九）：人格心理 
钟毅平 
陈建文 刘  文 腾讯会议室 22 

ID:803 976 262 

分组报告（十）：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陈煦海 
耿柳娜 

杨  莹 
俞宗火 

腾讯会议室 23 
ID:682 859 687 

分组报告（十一）：心理咨询与治疗 李  灵 李  明 
陈昌凯 

腾讯会议室 24 
ID:994 336 853 

分组报告（十二）：情绪心理 胡咏梅 蒋重清 腾讯会议室 25 
ID: 921 722 932 



III 
 

会议日期：2020 年 10 月 31 日（周六晚上） 

工作坊：18:30-21:00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线上平台 

18:30-21:00 
社会心理服务的技能提升 

——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樊富珉教授 
心仪脑平台转播 

会议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周日上午） 

专题论坛：8:00-12:10 

时间 专题论坛 主持人 评议人 线上平台 

8:00-10:00 

专题论坛（十一）：社会分层、社会公正与社
会行为 

寇  彧 
郭永玉 

许  燕 腾讯会议室 27 
ID:215 874 022 

专题论坛（十二）：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者心
理与行为的影响 

何  勤 朱晓妹 
腾讯会议室 28 
ID:405 466 615 

专题论坛（十三）：婚姻家庭治疗 
李  灵 
张  婕 

钱  英 
任  伟 
蔺秀云 

腾讯会议室 29 
ID:979 449 860 

专题论坛（十四）：新时代背景下道德心理学
的新进展 

杨沈龙 喻  丰 
腾讯会议室 30 
ID:850 999 247 

专题论坛（十五）：疫情下的国民心理健康 王利群 王金良 腾讯会议室 31 
ID:453 210 701 

10:00-10:10 茶歇 

10:10-12:10 

专题论坛（十六）：儒家心理学新解 谢  天 钟  年 
腾讯会议室 32 
ID:722 785 944 

专题论坛（十七）：疫情期民众健康心理与行
为的促进 

王  锦 寇  彧 
腾讯会议室 33 
ID:389 346 076 

专题论坛（十八）：社会心理培训工作委员会 

张仙飞

管  健 

周明洁 

祝卓宏 
李东斌 
陈昌凯 
孙晓敏 
王立菲 

腾讯会议室 34 
ID:248 319 657 

专题论坛（十九）：疫情下心理健康服务 郭  成 王鑫强 
腾讯会议室 35 
ID:388 355 031 

分组报告：8:00-12:10 

时间 分组报告 主持人 评议人 线上平台 

8:00-10:00 

分组报告（十三）：职业心理 
梁三才 
高贺明 

李东斌 
耿晓伟 

腾讯会议室 36 
ID:777 162 158 

分组报告（十四）：人际与群体心理（一） 赵  礼 
张  镇 
杨晓莉 

腾讯会议室 37 
ID:163 790 125 

分组报告（十五）：人际与群体心理（二） 
徐华春 
崔  倩 

宋晓蕾 
谢  天 

腾讯会议室 38 
ID:155 189 089 

分组报告（十六）：社会认知（一） 
罗  禹 
唐晓雨 

任孝鹏 腾讯会议室 39 
ID:924 369 335 

分组报告（十七）：社会认知（二） 
于海涛 
张雪 

温芳芳 
李中权 

腾讯会议室 40 
ID:125 705 288 

10:00-10:10 茶歇 

10:10-12:10 

分组报告（十八）：社会心理服务（一） 
张淑华 
王金良 

吴  莹 腾讯会议室 41 
ID:739 918 985 

分组报告（十九）：社会心理服务（二） 隋  雪 吕小康 腾讯会议室 42 
ID:565 964 628 

分组报告（二十）：网络心理（一） 王  锦 孙  岩 腾讯会议室 43 
ID:628 126 006 

分组报告（二十一）：网络心理（二） 
沈  悦 
刘  拓 

陈  浩 
赖凯声 

腾讯会议室 44 
ID:250 850 811 

分组报告（二十二）：文化心理 宛小昂 张庆鹏 腾讯会议室 45 
ID:758 874 924 

分组报告（二十三）：组织行为与管理心理 
王永丽 
宋国萍 

韦庆旺 腾讯会议室 46 
ID:381 695 824 



IV 
 

会议日期：2020 年 11 月 1 日（周日下午） 

特邀报告：13:30-16:40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主持人 线上平台 

13:30-14:00 不平等的痛苦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 

孙晓敏副教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副会长、华东师范

大学心理与认知科

学学院 

崔丽娟教授 

心仪脑平台 

转播 

14:00-14:30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系列心

理学调查及研究启示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

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 

时勘教授 

14:30-15:00 
中国和谐医患关系发展状况

及其启示 

华东师范大学 

紫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沛教授 

15:00-15:10 茶歇 

15:10-15:40 
缺睡型社会背景下员工工作

恢复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

与认知科学学院 

孟慧教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副会长、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 

罗教讲教授 

15:40-16:10 
凝聚与复苏：新冠疫情下民

众的社会信任与消费信心 

福州大学 

心理所所长 

王益文教授 

16:10-16:40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社会

认知缺陷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院长 

胡金生教授 

注：心仪脑平台转播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闭幕式：16:40-17:30 

时间 内容 线上平台 

16:40-17:30 

主持人：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候任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张建新研究员 

心仪脑平台 

转播 

1.大会回顾视频播放 

2.年会优秀论文奖颁奖 

3.志愿者风采展示、优秀志愿者颁奖 

4. 新任会长演讲 

5. 2021 年学术年会承办方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冯成志院长和苏州大学学报

编辑部代理主任江波教授讲话、播放视频 

6.大会主席、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现任会长、南开大学汪新建教授致闭幕

辞 

注：心仪脑平台转播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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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心理学大会网络直播平台使用手册 

本次大会采用线上直播方式进行，为保证线上会议的有序进行，做出如下规划： 

1、主讲人使用腾讯会议进行 PPT 汇报； 

2、听会嘉宾：开幕式、特邀报告、工作坊和闭幕式使用心仪脑小程序平台观看直播；专题报

告、分组报告使用手册中公布的腾讯会议号。 

心仪脑小程序会议链接：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会议二维码： 

 
 

听会嘉宾操作步骤： 

1. 打开微信进入聊天界面（即初始界面）。 

2. 向下拖动聊天界面进入小程序界面（苹果系统可以从发现页进入小程序界面） 

 

                

                第一步：打开微信主页面               第二步：进入小程序页面 

 

https://appc75jwmhz4298.h5.xeknow.com/st/6oklrAj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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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搜索框输入心仪脑进行搜索 

 
 

 

4.选择心仪脑小程序，进入小程序界面 

 

5.选择上面的轮播图进入相应直播间或点击直播预告选择直播间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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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播图 

6.进入直播间画面正常观看直播，有需要提问的在屏幕右下角点讨论可以进入讨论区进行提

问； 

 

 

注： 

1. 首次登录心仪脑小程序需要注册实名认证，请提前登陆进行认证； 

2. 如果用电脑观看心仪脑小程序时，请勿使用 360 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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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由心”与“而治”：社会变迁与突发疫情下的心理行为规律及

助推干预 

主持人 张  梅 评议人 辛自强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4 

ID:200 770 416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池丽萍 
辛自强 

中华女子学院 

儿童发展与教育学

院 

我国各类人群心理健康及社会心理变迁 40 年概览 

2 
程  妍 
钱  静 

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 
手机沉迷的干预研究：承诺助推的作用 

3 
周  莉 
周树枝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

心 

新冠疫情背景下巴林特小组对护士心理支持的质

性研究 

4 

孙  铃 
张祺煜 
阚  煜 
郭慧敏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疫情下的死亡态度与健康促进行为 

——健康心理控制源的调节作用 

5 
傅鑫媛 
郭  容 
周玮婷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基于助推的环保行为干预实践 

6 
张  梅 
徐亚珍 
丁书恒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与心理学院 
网络突发事件中的负性偏向及其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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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二：群体印象评价的心理机制 

 

主持人 佐  斌 评议人 刘  力    管  健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5 

ID:964 225 739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温芳芳 
杨敏宁 
黎瑜君 
梁艺耀 
佐  斌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社会心理

研究中心 

“好比坏更有力”：热情-能力维度效价对印象形成

与更新的影响 

2 

吴  琦 
刘  颖 
李  东 
冷海州 
Zahida 
Iqbal 
蒋重清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听音识人：由“你好”语音传递的人格知觉维度 

3 

赵  礼 
陈  迪 
李鑫涛 
管  健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

院，计算社会科学

实验室 

国家认同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一项基

于新冠疫情主观感知的研究 

4 
张  翔 
赵  燕 
丁湘梅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群体印象评价 

5 
王  阳 
温芳芳 
佐  斌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儿童“群体”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社会分类的视角 

6 

宋静静 
李  林 
李俊男 
刘燕芬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马克思主义学

院心理研究所 

请别夸我们贤惠：工作导向女性对积极刻板评价

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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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三：跨学科视角的社会风险与社会治理研究 

主持人 耿柳娜 评议人 陈昌凯    张  洪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6 

ID:343 845 976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廖海萍 
王金良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信息对公众担忧心理和防

疫措施支持度的影响 

2 王晓楠 
上海开放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资本、雾霾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 

3 
杨昕雅 
耿柳娜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全球 PM2.5 风险的社会脆弱性构建和检验:结合空

间计量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4 
张珂烨 
耿柳娜 
左孟杰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时间充裕：一条通往“慢生活”的途径 

5 
杨晓莉 
邹  妍 
李  婧 

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在社会排斥后的自动化情绪

调节差异 

6 
张彦彦 
赵英男 

吉林大学哲学 

社会学院 

心理学系 

社会治理的“隐性制度”：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 

7 
陈昌凯 
林淑惠 
徐  枟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心理学系 

即时视频心理咨询在咨询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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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四：线上与线下的社会心理学教与学 

主持人 寇  彧    张庆鹏 评议人 崔丽娟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7 

ID:460 663 201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路  红 

广州大学 

教育学院 

心理系 

疫情下的线上《社会心理学》课程教学体会 

2 
谢  天 
梁燕芳 
朱子悦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心理学系 

通过论文反馈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以

《决策与谈判心理学》为例 

3 
路  祎 
刘  云 
王  锦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如何留住屏幕后的学生——高校教师线上教学模式

探索 

4 白宝玉 
武汉大学 

心理学系 
通识教育视角下教育心理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探索 

5 张笑笑 
深圳大学 

心理学院 

文献学习报告与主题词讲授报告的学习效果差

异：以《社会心理学》本科课程教学为例 

6 蔡  頠 
广东医科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 

疫情期间《社会调查方法与分析》基于目标定向

的在线教学探索 

7 施媛媛 
复旦大学 

旅游学系 
成长心态（Growth Mindset）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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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五：军事心理学（一） 

主持人 冯正直 评议人 刘旭峰    杨国愉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8 

ID:444 830 550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杨  柳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航空心理研究室 

脑力疲劳对模拟飞行任务绩效的影响及脑功能网

络机制研究 

2 唐国东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中国战疫精神的心理意蕴价值解析 

3 黄雨佳 
海军军医大学心理

系 
军人睡眠障碍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4 王亚婧 
海军军医大学心理

系 
中国军人睡眠质量的横断历史研究 

5 冯正直 
陆军军医大学医学

心理系 
战争心理损伤心理学机制 

6 冯正直 
陆军军医大学医学

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心理问题特点分析 

7 汤  泉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八四医院 
军人自杀风险指标预警 

8 张晶轩 
陆军军医大学医学

心理系 
战时战斗应激干预体系构建 

9 柳雪荣 
陆军军医大学医学

心理系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public in the novel 2019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a large-scale meta-

analytic evidence 

10 江  文 
陆军军医大学医学

心理系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hinese resident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11 王晓霞 
陆军军医大学医学

心理系 
坚韧性训练在军事压力管理中的应用 

12 汤  泉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八四医院 
基于大数据分析构建中国军人自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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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六：负责任创新研究的社会治理探索 

主持人 孔  燕 评议人 范和生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9 

ID:356 643 307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谢  宇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

校区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 

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科研不端行为解析 

2 
朱  芬 
孔  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 

当前我国科技人才人文道德缺失的危机及原因初

探—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 

3 
邓宝山 
王  斌 

西南科技大学 

心理学系 

青年大学生的负责任创新——大学生学术欺骗行

为、学业压力与道德推脱的关系研究 

4 丁  飞 新疆师范大学 
负责任创新中负责任停滞的作用——基于 WOS 相

关文献的分析 

5 陈昌霞 

西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

院 

负责任创新行为的交互特征及社会治理意义 

6 陈  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哲学教研部 

我国当代学术环境治理的思考——基于 WOS 中外

学术论文和 JCR 中外期刊的比较分析 

7 
李丹阳 
孔  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 

“数字化永生”的社会风险及其伦理规制——基于记

忆建构论的视角 

 

 

 

 

 

 

 



10 
 

专题论坛七：刻板印象与群际接触 

 

主持人 温芳芳 评议人 崔丽娟    佐  斌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0 

ID: 447 492 221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张晓斌 
杨  蕊 
王  珏 
高硕瑾 
佐  斌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攻击性刻板印象:种族还是面孔颜色的作用？ 

2 

马书瀚 
温芳芳 
杨敏宁 
佐  斌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社会心理研究

中心 

“抵制”还是“接纳”：年轻人对老年人反年龄刻板印

象的态度 

3 

陈  赛 
严  磊 
胡修银 
张艳红 
陈婉仪 
钟  燚 
吴博文 
杨林川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

育学院，长江大学

预备役部队心理教

育训练研究中心 

权力层级对刻板印象的影响：层级一致性的调节

作用 

4 
吴  漾 
余泓波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心理研究中心 

社会心理视角下党员形象的内容与形成机制 

5 刘  峰 
渭南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内地高校藏族大学生的群际接触效应 

6 
宋仕婕 
温芳芳 
佐  斌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暨社会心理研

究中心 

认同与接纳：双重身份视角下的群际敏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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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八：大学生目标取向变化：轨迹与预测源 

主持人 姚  翔 评议人 白新文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1 

ID:702 765 459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冯逸汝 
刘建勋 
邓英欣 
姚  翔 

北京大学 

心理认知与科学学

院 

大学生目标取向变化：轨迹与预测源 

2 

罗  敏 
安  乔 
邓英欣 
姚  翔 

北京大学 

心理认知与科学学

院 

人格对大学生早期生涯发展的影响：生涯适应力

的中介作用 

3 
张卓然 
邓英欣 
姚  翔 

北京大学 

心理认知与科学学

院 

人格对信息寻求行为变化趋势类型的影响 

4 

安复林 
黄颂褀 
邓英欣 
姚  翔 

北京大学 

心理认知与科学学

院 

情感特质与文化适应:文化渗入变化与学校支持的

影响 

5 

邓英欣 
姚  翔 
吴嘉怡 
刘建勋 

北京大学 

心理认知与科学学

院 

学习动机取向与学业表现：自我调节理论视角下

的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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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九：军事心理学（二） 

主持人 冯正直 评议人 刘旭峰  杨国愉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2 

ID:449 100 558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许  珂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心灵病毒的理论构建 

2 
贺  英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军队医务工作人员风险认知特点

研究 

3 
唐映丹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军人风险认知的纵向追踪研

究 

4 
唐映丹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军人 PTSD 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应

对方式的中介效应 

5 
张  颖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高原地区青年军人 COVID-19 疫情早期风险认知的

调查研究 

6 
张  颖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 2368 名军人焦虑、抑郁情绪影响

因素回归分析 

7 
张  顺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军校学员自杀意念及与抑郁和

PTSD 的关系 

8 
张  顺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军人风险认知的调查分析 

9 
郑  毅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青年军人风险认知的地区特征 

10 
郑  毅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风险认知、应对方式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军校学员

自杀意念影响的路径分析 

11 
查培涛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军校研究生风险认知及相关影响

因素分析 

12 
查培涛 

杨国愉 

陆军军医大学 

医学心理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部队管理人员心理工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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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善恶心理 

主持人 蒋  奖 评议人 许  燕    王  芳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3 

ID: 378 937 853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田  一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 
社会善念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2 赵锦哲 北京师范大学 我们与恶的距离：羞怯与攻击的关系 

3 焦丽颖 北京师范大学 疫情下的善良：善良人格的积极效应 

4 赵欢欢 上海师范大学 
人心秩序：敬畏特质及其对腐败行为意向的抑制

效应 

5 
陶  塑 
余曼菁 

中国地质大学 黑暗三联征与不诚实的关系：道德基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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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一：社会分层、社会公正与社会行为 

主持人 寇  彧    郭永玉 评议人 许  燕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7 

ID:215 874 022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杜洪飞 
陈安莉 

Peilian Chi 
Ronnel B. King 

广州大学 

心理学系 

经济不平等削弱 

诚信行为 

2 
徐富明 
黄  龙 

南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行为贫困陷阱：概念、机制与干预对策 

3 
胡小勇 
杜棠艳 
郭永玉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暨认知与人格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 

贫困影响自我调节的神经机制 

4 

杨沈龙 
饶婷婷 
喻  丰 
郭永玉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首要一次级控制策略对低阶层者身心健康风险的

缓解作用 

5 

苑明亮 
伍俊辉 
金淑娴 
林  靓 
寇  彧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

心理研究院，应用

实验心理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 

中国人的合作行为下降了吗？基于中国大陆地区

1999 年至 2019 年间的社会困境研究的横断历史元

分析 

6 

李文岐 
伍俊辉 
杨  莹 
苑明亮 
林  靓 
寇  彧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发展心理

研究院 

青少年对经济不平等的感知及其对系统合理化和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一项为期三年的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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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二：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者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主持人 何  勤 评议人 朱晓妹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8 

ID:405 466 615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何  勤 
邱  玥 

首都经贸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人机协同工作场景下的工作重塑：前因、过程与

结果 

2 
朱晓妹 
王  森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 

人工智能嵌入视域下岗位技能要求对员工工作旺

盛感的影响研究 

3 马丽仪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 
人工智能主题下微博用户特征及情感倾向性分析 

4 王  森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 

人机协作与个体学习：工作特征、胜任需求的联

合调节效应 

5 程雅馨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新技术采纳与融合：AI 赋能下的技术应用型企业

多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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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三：婚姻家庭治疗 

主持人 李  灵    张  婕 评议人 钱  英    任  伟    蔺秀云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9 

ID:979 449 860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张  婕 
刘召霞 
杨偲琪 

云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 
新冠疫情期间云南省民众恐惧状况调查分析 

2 姜斌祥 

中国政法大学 

原犯罪大数据研究

中心 

人工智能绘画投射心理测试与矫治研究 

3 李  莹 
北京振邦律师事务

所 
家庭暴力受害人心理支持辅导系列课程 

4 祝  丹 
辽宁省营口市中心

医院 
老夫少妻式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5 

李  灵 
王克强 
侯晓旭 
王  禹 
李芃森 
武奥威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系 

公共卫生危机形势下公安干警的心理状态、焦

虑、抑郁特点及 EEP 在线心理服务 

6 
胡  月 
李晓溪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研究中心 

新时代大学生生命价值目标的结构与发展特点 

7 张仙飞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秘书处 
亲密关系中的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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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四：新时代背景下道德心理学的新进展 

主持人 杨沈龙 评议人 喻  丰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0 

ID:850 999 247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刘俊峰 
喻  丰 
杨沈龙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音乐教育中心 

音乐的潜在负面效应 

2 
许丽颖 
喻  丰 

清华大学 

社科学院 

心理学系 

无人驾驶汽车外观萌化对道德责备的影响 

3 

杨沈龙 
饶婷婷 
郭永玉 
喻  丰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道德判断：差异性补偿视角 

4 

赵  靓 
韩雨芳 
丁晓军 
喻  丰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 

疫情使我们更加亲社会？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的

实证研究 

5 白宝玉 
武汉大学 

心理学系 

社会阶层对个体贬损无辜受害者行为的影响：公

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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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五：疫情下的国民心理健康 

主持人 王利群 评议人 王金良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1 

ID:453 210 701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时  勘 
宋旭东 
李晓琼 
李秉哲 
周海明 
焦松明 
卢  涛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

发展研究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社会支持对青少年

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 

2 
王金良 
廖海萍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疫情持续背景下消极情绪和应对行为的共变关系

研究 

3 
陈  静 
张淑华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新冠疫情事件对民众普遍信任的影响：焦虑的中

介作用和人格的调节作用 

4 
王鑫强 
陈  倩 
张大均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恢复期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变化以及

生命意义的作用：一项追踪研究 

5 

林  杰 
刘衍玲 
王  旭 
魏灵真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特点研究 

6 

张泽凤 
安  南 
缪华灵 
吴慧敏 
刘衍玲 
郭  成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疫情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类别特征及其与家庭

亲密度的关系 

7 

马于钞 
吴慧敏 
冯  莉 
缪华灵 
刘衍玲 
郭  成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疫情下少年儿童社会适应的现状及其与家庭亲密

度的关系 

8 

王  旭 
刘衍玲 
林  杰 
耿毅博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学生攻击性现状及预测因

素分析 

9 

魏灵真 
刘衍玲 
刘传星 
林  杰 
王  旭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家庭亲密度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 

10 

张译支 
陈  诚 
滕召军 
郭  成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网络攻击：道德推脱的

中介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11 

耿毅博 
刘衍玲 
应  斌 
林  杰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亲子沟通与英语学习投入的关系：有调节中介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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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六：儒家心理学新解 

主持人 谢  天 评议人 钟  年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2 

ID:722 785 944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胡  博 
邢付贵 
范妙榕 
朱廷劭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

理系 

仁和礼变迁—基于大数据的儒家文化研究新视角 

2 
刘永利 
刘依平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儒家心理学视域下的自我修养：以曾国藩为例 

3 

谢  天 
陈  双 
王  东 
刘豁夫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中国语文教科书中关于儒家的集体记忆:1949-2019 

4 喻  丰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心理学系 

中西思维方式究竟有何差异？ 

5 
赵俊华 
赵彤彤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关系、利益和共情在权力者对他人道德判断中的

作用 

6 
张春妹 
彭显华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心理系 

大学生家庭自我建构对面孔识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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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七：疫情期民众健康心理与行为的促进 

主持人 王  锦 评议人 寇  彧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3 

ID:389 346 076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王  卓 
刘晓金 
杨晓凡 
郑美麟 
王  锦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 
疫情关注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对个体情绪的影响 

2 

张  舒 
陈雪明 
薛的妮 
钞  淼 
刘  拓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 
疫情相关媒体内容暴露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3 

林  琳 
杨  洋 
杨亚楠 
刘  羽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媒体信息寻求行为对死亡焦

虑的影响：负性情绪的中介与社会支持的调节 

4 
孔祥静 
崔丽娟 
杨  莹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个体的幸福感和心理问题的变

化及积极心理资本的作用： 

一项经验采样研究 

5 蔡  頠 
广东医科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个体存在性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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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八：社会心理培训工作委员会大连 2020 年会专题论坛 

主持人 张仙飞    管  健    周明洁 评议人 祝卓宏 李东斌 陈昌凯 孙晓敏 王立菲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4 

ID:248 319 657 

编号 
作者（拟

邀请）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汪新建 南开大学  

2 张建新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3 许  燕 北京师范大学  

4 佐  斌 华中师范大学  

5 辛自强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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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十九：疫情下心理健康服务 

主持人 郭  成 评议人 王鑫强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5 

ID:388 355 031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樊富珉 清华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及其思考 —

—以清华大学抗击疫情心理援助服务为例 

2 

Changkai 
Chen 

Yongjing 
Zhang 

Anran Xu 
Xing Chen 
Jingru L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life: Meaning Made 

during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3 乔志宏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学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众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践探索

与启示 

4 赵静波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中心 

叙事疗法在疫情心理援助中的运用 

5 
许  丹 
斯知嫣 

浙江工业大学 

教科学院心理学系 

评估心理咨询效果的新途径：来访者生成的个人

化效果评估工具 

6 白云阁 
辽宁省抚顺市第二

中学 
疫情下社会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7 
徐艳君 
张淑华 
张宇峰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 

新冠疫情引发民众焦虑的心理路径分析 ——事件

系统理论视角 

8 

张瑶瑶 
闫佳欣 
鲍秀琴 
郭  成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期间中国青少年焦虑与抑

郁的系统评价及 meta 分析 

9 倪士光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

研究生院 

解释偏向对虚拟现实暴露干预流动青少年社交焦

虑效果的影响 

10 
雍  艺 

张  野 
沈阳师范大学 

新型冠状肺炎的事件特征与民众普遍信任的关

系：灾难性思维与人格特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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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基本信息 

姓名 樊富珉 性别 女 单位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工作坊信息  

主题 社会心理服务的技能提升——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 

目标 

通过讲解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的理论、步骤、内容和方法，并分享应用实例，协助

团体带领者了解团体辅导方案设计的要求及规范，以提升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者带

领团体的能力。 

内容摘要 

团体辅导方案设计是心理健康工作者必备的专业能力，了解并掌握团体辅导方案设计

的技术可以适用各类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团体。本工作坊讲授内容包括：通过分析三

个完整的团体方案，讲解团体方案设计的功能、主要内容、设计步骤、评估方法，为

参加者系统了解团体辅导方案设计提供机会。 

主讲人 

简介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心理健康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

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从事团体心理辅导与

咨询研究、教学、培训 30 年，撰写了 9 团体心理辅导与咨询著作，带领研究团队翻

译出版了 6 本美国团体咨询与治疗的专业书籍。培养了近百名研究生从事团体心理咨

询与治疗的研究和实务。 

具体要求 

时长 2.5 小时 人数范围 学会 2020 年会参会代表 

要求 需要有心理健康教育和团体辅导的学习、培训、参与和带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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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 

分组报告一：道德发展与道德判断 

主持人 刘传军    刘  岩 评议人 姚  翔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4 

ID:139 299 033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陈  前 
李金涵 
张  璟 

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5~7 岁儿童基于选择性信任范式下的道德认知发展 

2 

陈天龙 
彭  明 
刘思斯 
胡汉玉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A 型人格对功利性道德判断的影响：零和博弈信念

的中介作用与压力知觉的调节作用 

3 刘传军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与心理学系 

道德双加工理论的思想渊源、现代挑战与发展方

向 

4 
莫智平 
吴嘉怡 
姚  翔 

北京大学 

心理认知与科学学

院 

新黑暗三联征的提出：基于黑暗人格对不道德行

为的预测 

5 
王泽意 
郑显亮 
王乔盈 

赣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社会阶层与不道德行为的关系：来自现场实验的

证据 

6 

乔韩娇 
胡笑羽 
朱文婷 
肖静芸 

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基于解释水平理论 

7 
陈玲丽 
张小亮 
刘玉洁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 
当代中国青年核心价值观培育对策 

8 

ZHANG 
Zaixuan 
CHEN 

Zhansheng 
XU Liyi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I Saves Five by Sacrificing One? ---- 
People’s Perception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oral Dilemmas 

9 
张威威 
姚本先 

安徽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 

为何医生难被体谅？医患关系中医生的道德角色

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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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二：发展心理与心理健康（一） 

主持人 张  璟    曲可佳 评议人 陈传锋    岳慧兰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5 

ID: 723 711 741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陈传锋 
王  敏 
岳慧兰 
卞娟娟 

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隔代教养幼儿的行为依赖研究 

2 丁  毓 天门职业学院 
疫情背景下职业院校利用信息化建设进行心理危

机干预的研究 

3 
韩  黎 
袁纪玮 
龙  艳 

绵阳师范学院 
苔花盛开如牡丹？农村留守儿童负性生活事件与

心理健康的关系 

4 
胡  晨 
王道阳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青少年抑郁与推理能力的关系：成长型思维的调

节作用 

5 

贾  骏 
雷千乐 
许伽彬 
江  琴 

福建医科大学 

健康学院 

疫情期大学生学业焦虑与自我妨碍之间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6 
李金涵 
陈  前 
张  璟 

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旁观者因素对 3-5 岁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基于

游戏互动范式 

7 李双双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留守儿童幸福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交叉滞后研

究 

8 

Li Li 
Xiaoshan Li 

Youtian Shen 
Lingling 
Huang 

Taohua Huang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 cross-level analysis of COVID-19-related stressors, 
coping and online learning satisfaction in relation to 
Chi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9 

李永雪 
张艳红 
严  磊 
朱小梦 

长江大学 

教育与体育学院 

个体真实性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正念与

自我决定的链式中介作用 

10 

林  杰 
刘衍玲 
王  旭 
魏灵真 

西南大学心理学

部、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特点研究 

11 
张  妮 
刘  文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8~12 岁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的关系：对情绪信息

注意偏向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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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三：发展心理与心理健康（二） 

主持人 赵守盈    杨金花 评议人 蒋  奖    吴  莹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6 

ID: 178 710 013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刘格格 
张  璟 

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幼儿在因果知识领域内的选择性学习 

——解释类型和情感联结的影响 

2 
吕学汝 
姚本先 

合肥师范学院 

心理学系 

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的关系：亲社会行

为与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 

3 

马  鹏 
黄明明 
何必凯 
潘文浩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大学生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基于潜调节的结构

方程模型 

4 
马  鹏 
黄明明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心理僵化的潜剖面分析及其在反刍思维和抑郁间

的调节作用 

5 
梅  冉 
蔡  静 
杨金花 

北京联合大学 

儿童及青少年学习

与心理发展研究所 

小学高年级儿童对肥胖态度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 

6 

史佳鑫 
孙月圆 
王  璐 
田茂香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青春期儿童性虐待风险感知问卷的编制 

7 

孙婉靖 
严曼今 
王仁瑾 
赵玉翠 
王雨晴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亲子冲突对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感恩的调节作

用 

8 

孙月圆 
王  璐 
田茂香 
史佳鑫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心理资本问卷的编制 

9 陶星怡 上海大学 
家庭经济状况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家庭关

系、父母信心与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 

10 
郭  鑫 
刘  文 
张嘉琪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混龄编班对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影响：气质活动

性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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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四：发展心理与心理健康（三） 

主持人 武丽丽    高  雯 评议人 井世洁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7 

ID:951 685 474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田茂香 
孙月圆 
王  璐 
史佳鑫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亲子性话题沟通风格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

修订 

2 
王金凯 
史一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

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研究院 

社会比较与焦虑——基于社会生态心理学的阐释 

3 

武丽丽 
张大均 
程  刚 
胡天强 

Detlef H. 
Rost 

辽宁师范大学 

脑与认知神经科学

研究中心 

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在中德样本中的测量等值性

检验 

4 
苑  彬 
王道阳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同伴

关系的中介作用 

5 
张  皓 
张  潮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成长型思维与父母教养投入的关系：一个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 

6 
张何雅婷 
张宝山 
强文清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学业倦怠和考试焦虑的短期纵向关系 

7 
张威威 
姚本先 

安徽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 

我国留守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差异的元

分析 

8 

朱小梦 
张艳红 
杨  冉 
李永雪 
李  璐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

育学院；长江大学

预备役部队心理教

育训练研究中心 

父母参与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

析 

9 

朱  越 
高  英 
赵淑云 
黄  鹏 
杨  东 

西南大学心理学

部；认知与人格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新冠肺炎疫情下安全感对普通民众心理健康的影

响——心理弹性和自我价值感的中介调节作用 

10 
刘  文 
刘晓丹 
李永强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两种教学方式对幼儿内隐记忆影响的比较 

11 

魏建华 
高  雯 
高婷婷 
李  昱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父亲心理缺位对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影响及其代际

传递：母子关系的中介效应和父母关系的调节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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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五：攻击与利他 

主持人 孙炳海    马锦飞 评议人 李诗颖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8 

ID:890 394 761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郭慧冰 
李诗颖 

四川大学 
社会学与心理学系 

校园欺凌对艾滋病致孤儿童自杀风险的影响——师
生关系的中介作用 

2 

Wenqi Li 
Junhui Wu 
Ying Yang 
Mingliang 

Yuan 
Jing Lin 
Yu Kou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dolescents’ Percep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Three-
Wave Longitudinal Study in China 

3 
常若松  
霍东超  
马锦飞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驾驶愤怒的干预模式及研究前景 

4 
蔺姝玮 
黄嘉昕 
孙炳海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共情对广义互惠的影响：自我-他人重合的中介作
用 

5 
刘丽兰 
张姝玥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心理学系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众敬畏与利他行为及孤独感的
关系 

6 
谭青林 
常保瑞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心理学系 

自恋对中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
用 

7 

ZHAO Feng 
PENG 

Chunhua1 
HUANG 
Junqing 
ZHANG 
Shuyu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ositive Moral Emotion Promotes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8 
赵  唯 
姜  洋 
杨金花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 
心理学系 

人类共情与青少年亲环境行为及动物保护意识的
关系—自然拟人化的中介作用 

9 

陆琳琳 
胡笑羽 
张盼盼 
路  平 

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推理内容信念相似性和推理判定标准对大学生情
侣间恋爱关系攻击的影响 

10 
孙  岩 
石冬梅  
张景茹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 

初中生愤怒情绪抑制对攻击性的影响：同伴关系
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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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六：积极心理 

主持人 梁社红    崔  轶 评议人 常保瑞    李  凌 

时间 
10 月 31 日 

13:30-15:3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19 

ID: 620 840 643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常保瑞 
方建东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心理学系 

居所流动性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可协商

命运观的中介作用 

2 
马浩翔 
吴  莹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

院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创造力培养的影响机制：不

确定性规避与幸福感的作用 

——基于 WVS2012 数据的实证研究 

3 
孙元明 
杜  萍 
孙元明 

重庆社会科学院 

应用心理学研究中

心 

Coavid-19 疫情中社会恐慌的生成逻辑 

4 
程家欣 
常保瑞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心理学系 

向死而生，择善而行——死亡凸显对生命意义感的

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5 
国  锐 
梁社红 

浙江大学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高校辅导员心理助人能力的结构探索与运用 

6 
何源平 
李东斌 

赣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基于积极教育理念的教师核心素养培育探索 

7 
于君剑 
赵立军 

聊城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感恩的学生学业成就更高？—— 一项基于中国学

生群体的元分析 

8 

顾晶雯 
张玉龙 
沈陶亮 
徐张扬 
尚志蕾 
吴荔荔 
刘伟志 

海军军医大学基础

医学院学员五大队 
军事院校教育对学员人格塑造的影响 

9 

李  玲 
严雯婕 
周  娜 
崔  轶 

海军军医大学 

心理系 

COVID-19 疫情封闭管理期间官兵疲劳状况及影响

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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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七：决策与消费心理 

主持人 刘爱书    刘洪志 评议人 吴胜涛    窦东徽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0 

ID:955 890 073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邓一诺 
林文静 
何贵兵 

浙江大学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对金钱的道德考量导致投资决策的不耐烦 

2 

何必凯 
潘文浩 
马鹏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 

基于潜调节的结构方程模型 

3 

刘智慧 
王笑雨 
迟智超 
李卫君 
尚俊辰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嗓音吸引力对决策的影响：来自两人和三人最后

通牒博弈的证据 

4 
黄建平 
宛小昂 

苏州大学 

心理学系 
消费行为中不一致效应的神经基础 

5 
李  垚 
刘爱书 

哈尔滨师范大学 赚钱动机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 

6 
马欣然 
廖江群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心理学系 

COVID-19 中的恐慌消费：稀缺的影响 

7 
向梦菡 
邢瑞佳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心理账户与味知觉锚对大学生购买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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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八：老年心理与心理健康 

主持人 张宝山 评议人 孙  岩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1 

ID:575 604 660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杜亚雯 
张宝山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老年人睡眠质量与心理一致感的交叉滞后分析：

控制感的调节作用 

2 
向梦菡 
杨小洋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老年员工工作重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社会支

持的调节作用 

3 
徐  冉 
林  瑶 
张宝山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老年人睡眠质量与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基于交

叉滞后分析 

4 
杨庚林 
薛  琳 
齐爱丽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

民医院；新疆精神

卫生中心；新疆精

神卫生研究所 

老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与心理弹性水平及

社会支持的关联研究 

5 
张  艺 
彭  晰 

重庆北部宽仁医院

心血管内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期对老年心衰患者心理状

态的影响分析 

6 
陈兰双 
徐潞杰 
张  镇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城市退休人员组织参与与主观幸福感：基本心理

需要的中介作用和核心网络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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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九：人格心理 

主持人 钟毅平  陈建文 评议人 刘  文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2 

ID:803 976 262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李京霖 
刘  文 
张嘉琪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混龄教育和气质对学龄前幼儿创造性人格的影响 

2 

梁琼丹 
李志文 
李登合 
王  非 

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 

海洛因成瘾人群对药物相关线索赋予的自我相关

性特征 

3 
叶  桐 
廖文莉 
徐华春 

四川师范大学 
真实自我表达对语言成绩的影响：人格特质的调

节作用 

4 
刘  艳 
陈建文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大学生成人依恋与抑郁：消极核心图式和人际敏

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5 
陈语萱 
郑雪艳 

长江大学 

教育与体育学院 

心理控制源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职业效

能感的调节作用 

6 

董淑婷 
伍良喜 
张贵云 
尹天子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高低拖延者在简单和复杂任务上的计划谬误差异 

7 
段雪儿 
钟毅平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人眼效应对自主感的影响 

8 
姬化禺 
迟立忠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执行意图在跨期选择任务中的作用探究 

9 
肖雅戈 
钟毅平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联合任务中不同社会情境对自主感的影响 

10 
袁佳琦 
胡  静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自尊和性别对大学生性别角色态度与择偶行为倾

向关系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1 
涂阳军 
肖志兰 
杨  智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突发重大公众卫生事件中医疗服务机器人似人人

格特质对疾病风险感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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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主持人 陈煦海    耿柳娜 评议人 杨  莹    俞宗火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3 

ID:682 859 687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曹  琴 
东莞理工学院 

城市学院 
面向人的社会心理学 

2 
顾灵达 
杨亚洁 
梁三才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基于被试作答行为指标筛选问卷研究中的任意作

答数据——机器学习的应用 

3 
何雅吉 
吴  茜 
陈煦海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表达愤怒有好处吗——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4 
何源平 
李东斌 

赣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后疫情时代“三位一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构

想——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5 
孔玉维 
崔丽娟 
杨  莹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 

公正世界信念和反社会倾向的关系：基于儿童和

青少年的元分析 

6 
王  珏 
张晓斌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表情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7 钟  霜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父母养育倦怠研究综述 

8 
闫  晶 
王芙蓉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 

应激——易感模型下的博士研究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因素分析及启示 

9 
Xinya Yang 
LiunaGeng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The constru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and its effects on PM2.5 risk globally: 

Combin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ing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10 
张威威 
姚本先 

安徽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 
机器人拟人化的困惑：恐怖谷效应的探索 

11 
张艺瑶 
白丽英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系 

危机情境下的网络谣言与公众信任的心理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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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一：心理咨询与治疗 

主持人 李  灵 评议人 李  明    陈昌凯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4 

ID:994 336 853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姜斌祥 

中国政法大学 

原犯罪大数据研究

中心 

人工智能绘画投射心理测试与矫治研究——以 HTP

房树人绘画投射心理测试与曼陀罗绘画心理矫治

视角 

2 
李  灵 
蔡  政 
刘含聪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系 

疫情下大学生手机依赖、焦虑与大五人格的关系

及在线正念冥想训练研究 

3 

李  灵 
王克强 
侯晓旭 
王  禹 
李芃森 
武奥威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系 

公共卫生危机形势下公安干警的心理状态、焦

虑、抑郁特点及 EEP 在线心理服务 

4 
陈雯雯 
李  灵 
尹  倩 

渤海大学 

附属高级中学 

农村留守儿童人际关系不良的团体整合性沙盘游

戏干预研究 

5 李  莹 
北京振邦律师事务

所 
家庭暴力受害人心理支持辅导系列课程 

6 
刘慧莹 
李明 

北京林业大学 

人文学院心理系 
催眠对当代大学生自尊提高的作用 

7 

Lin Xie 
XiaominZhua 

Miao Liua 
Yang Liu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zhou 

City 

Effectivenes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n health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8 杨  绿 吉林体育学院 大学生心理咨询中使用心智化疗法的反思性研究 

9 张  杨 河北师范大学 大学生社会心理特点在初始沙盘中的表征分析 

10 赵富才 

聊城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 

文化取向多元心理治疗建构导论 

11 
梁小群 
马恩祥 

湖北阳明心理研究

院 
社会行为干预化解疫后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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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二：情绪心理 

主持人 胡咏梅 评议人 蒋重清 

时间 
10 月 31 日 

15:40-17:4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25 

ID: 921 722 932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蔡文鹏 
马楷轩 
董  薇 
张燚德 
邓光辉 

海军军医大学 

心理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疑暴露者情绪状态对睡眠状

况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2 
刘  文 
韩雨洋 
樊兴楠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羞怯对 9~12 岁儿童表达抑制的影响：来自行为

和脑电的证据 

3 
郭晨阳 
程  洁 
尹忠泽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高幽默感初中生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及其效果研究 

4 
何赏赏 
吴宝沛 

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心理学系 

依恋回避与愤怒表达的关系：亲密关系权力的中

介作用 

5 
胡  睿 
胡咏梅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与教育科

学学院 

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的关系：负面评价

恐惧的中介作用 

6 

马  鹏 
黄明明 
何必凯 
潘文浩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大学生孤独感对抑郁的影响：基于潜调节的结构

方程模型 

7 
生雪梅 
刘  文 
王薇薇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母亲教养方式对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混龄教育的调节作用 

8 施利民 
四川大学 

社会学与心理学系 
情绪智力与学业成绩关系的元分析研究 

9 万书玉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市情研究中心 

疫情防控医学观察点微信群的信息互动与情绪管

理——基于 48 小时 7205 条信息的个案分析 

10 
王孟帆 
易  凤 
宋晓蕾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情绪面孔中定向遗忘效应的产生机制 

11 

王  茜 
杨亚洁 
贾  晴 
梁三才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情绪效价与心理距离之间的自动化连接特性 

12 
王  升 
吕  薇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特质反刍与应激心血管反应恢复：威胁性的中介

作用 

13 
李晓琼 
史凤琴 
时  勘 

温州大学 

温州模式发展研究

院 

小学生社会情绪指标的结构和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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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三：职业心理 

主持人 梁三才    高贺明 评议人 李东斌    耿晓伟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6 

ID:777 162 158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高早琼 
崔洪生 
周  宇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 

荆州医院 

7 家医院门诊导诊护士压力源的现状调查与对策 

2 

贾  晴 
王  茜 
杨亚洁 
梁三才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特质正念与专业承诺的关系：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和成长型思维的调节作

用 

3 

李金津 
马欣欣 
马  鹏 
张  禹 
罗  禹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对强迫症状的

影响：负向情绪和焦虑的多重中介作用 

4 

潘文浩 
马  鹏 
李金津 
马欣欣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对躯体症状的

影响：强迫症状和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5 
孙月圆 
王  璐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使命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6 
闫昱新 
魏  琳 
胡咏梅 

天津体育学院 

心理调控与卓越表

现研究中心 

退役运动员成就动机与创业意向的关系：创业自

我效能与前瞻性应对方式的多重中介效应 

7 

李秉哲 
周海明 
陆倩倩 
时  勘 

温州大学 

温州模式发展研究

院教育学院 

医务人员心理摆脱的影响机制研究 

8 

杨雪琪 
周海明 
宋旭东 
覃馨慧 
李秉哲 
时  勘 

温州大学 

温州模式发展研究

院 

企业复工复产下愿景激励与创新行为的关系 ——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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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四：人际与群体心理（一） 

主持人 赵  礼 评议人 张  镇    杨晓莉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7 

ID: 163 790 125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曹柠梦 
杨传玉 
卢丽靖 
袁旭辉 
乐国安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2000-2019 年中国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社会变迁 

2 

陈  果 
刘  雯 
杨  杨 
王广新 

北京林业大学 

心理学系 
从迷群身份认同问卷的编制追朔饭圈文化的意义 

3 
陈兰双 
张  镇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中老年社区居民组织参与与抑郁：生命意义感的

中介作用和人际关系网规模的调节作用 

4 

陈姝羽 
方  航 
赵  礼 
管  健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

院 

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耦合还是分离？ 

5 

陈子炜 
李永娜 
齐  玥 
刘  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行为重点实

验室 

面孔年龄对信任行为影响：基于吸引力和面孔情

绪的作用 

6 
贾瑞钗 
吴明证 

浙江大学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U 型曲线：个体权力感水平与自利倾向的关系 

7 

刘  雯 
张丽锦 
赵灵冉 
宋思涵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代际支持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一个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 

8 
刘小睿 
管  健 

南开大学 

社会心理学系 
群际共同命运及其对群际关系的影响 

9 
Liang Meng 

Shuyue 
Zheng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Desire for success awakens: Competence restoration 

in a non-competitive environment 

10 
孟祥寒 
李  强 
涂永波 

南开大学 

社会心理学系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死亡心理质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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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五：人际与群体心理（二） 

主持人 徐华春    崔  倩 评议人 宋晓蕾    谢  天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8 

ID: 155 189 089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任慧迪 
刘衍玲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 
“法律孤儿”学业状况与社会支持研究 

2 
荣  杨 
管  健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

院社会 

心理学系 

国家认同现状与认同动机的影响 

3 

孙月圆 
王  璐 
田茂香 
史佳鑫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元刻板印象和群体共情对流动儿童群际关系的影

响 

4 

覃雪梅 
孙笑笑 
张梦佳 
陈沼桦 
沈思彤 
谢  菲 
陈蓓婧 
戴  琴 

中国陆军军医大学 

护理系护理管理学

教研室（重庆） 

亲子疏离对留守儿童抑郁的预测机制：生活事件

的中介作用 

5 
王  丹 
高  瑶 
宋晓蕾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心理理论对初中生人际困扰的影响：情绪调节策

略的中介作用 

6 
王孟帆 
宋晓蕾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我国中小学生校园欺负受害现状研究 

7 
王仁瑾 
王雨晴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大学生正念水平、人际关系与宽恕的关系研究 

8 
王  叶 
刘长江 
王  帆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以貌取人还是观行识人：面孔吸引力和行为信息

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9 
杨玉雪 
王昌成 

德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拓展接触对自我表露、群际态度和群际信任的影

响 

10 
Zhang 

Wenyan 
Zhang Cha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Influence of Address Forms on Interpersonal 
Liking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Culture 

11 
钟  霜 
廖文莉 
徐华春 

四川师范大学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父母角色分工与亲子关系

的研究 

12 

钟  燚 
严  磊 
胡修银 
张艳红 
陈  赛 
陈婉仪 
吴博文 
杨林川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

育学院；长江大学

预备役部队心理教

育训练研究中心 

群体边界渗透性在群际关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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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六：社会认知（一） 

主持人 罗  禹    唐晓雨 评议人 任孝鹏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39 

ID:924 369 335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董淑婷 
伍良喜 
张贵云 
尹天子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高低拖延者在简单和复杂任务上的计划谬误差异 

2 

黄骏青 
段贺丹 
赵峰 
张姝玥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心理学系 

社会排斥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不同排斥角色比较 

3 

江鑫鑫 
张晨 
王仁瑾 
曾庆丰 
王雨晴 
游旭群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自豪和感恩对一级视觉观点采择的影响：自我关

注的作用 

4 

Xinying Jiang 
Xiaomin Sun 
Shuting Yang 

Yue Yuan 
Yiqin Lin 

Zhenzhen Liu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umors are not all the same: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s of three 

distinct types of rumors on people’s coping in COVID-
19 Pandemic 

5 蒋彧捷 重庆工商大学 “玫瑰色网络谣言”的传播：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分
析 

6 
金鑫鑫 
姚  进 

淮阴师范学院 
应用心理学系 

哀己、哀人：大学生自我怜悯影响疼痛共情的心
理学研究 

7 

李芳芳 
周  婵 
赵  峰 
韦义平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心理学系 

视觉搜索中面孔类型对干扰项预习效应的影响 

8 
李  菲 
罗  佳 四川师范大学 白日梦也是梦：走神与梦境对记忆巩固具有相似

的影响 

9 

李金津 
丰丽红 
潘文浩 
马欣欣 
念靖晴 
张  禹 
罗  禹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急性应激对特质冗思个体注意偏向的持续性影
响：一项眼动研究 

10 
李紫菲 
胡笑羽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 不同加工目的对阅读加工影响的眼动研究 

11 

宋旭东 
李晓琼 
李秉哲 
周海明 
焦松明 
卢  涛 
时  勘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
发展研究院 

COVID-19 期间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的
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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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七：社会认知（二） 

主持人 于海涛    张雪 评议人 温芳芳    李中权 

时间 
11 月 1 日 

8:00-10:0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40 

ID:125 705 288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刘  莹 
胡金生 
刘  佳 

辽宁师范大学 客体动作承载性对孤独症者动觉运动想象的影响 

2 

潘文浩 
李金津 
何必凯 
马  鹏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人际距离对内隐自我正面偏见效应影响 ERP 研究 

3 

祁宇轩 
彭宇彬 
孙  洋 
宛小昂 

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 
色味不一致性引发事件相关电位及神经振荡研究 

4 
沈  聪 
于海涛 

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 
在不同 VR 昼夜线索中昼夜偏好对时距估计影响 

5 
张  雪 
赵晨辰 
刘  文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3~5 岁幼儿对反社会行为的道德决策：自我利益

的作用 

6 

王仁瑾 
江鑫鑫 
黄龙飞 
王雨晴 
游旭群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不同角色地位对观点采择加工过程的影响 

7 

伍良喜 
张贵云 
董淑婷 
冯宇星 
尹天子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抑郁症者的时间知觉：现象及理论解释 

8 

杨敏宁 
温芳芳 
黎瑜君 
佐  斌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社会心理

研究中心 

身份信息，刻板一致性与效价对印象形成的影响 

9 
袁佳琦 
王  凤 
廖宗卿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好基因”还是“好父亲”？性别比例失衡情境下女

性的择偶权衡 

10 
Keye Zhang 
LiunaGeng 

MengjieZuo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Time Affluence: A Path toward a Slow Pattern Life 

11 

赵  峰 
刘  群 
段贺丹 
彭春花 
张姝玥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心理学系 

因声而异——说话人口音对听者态度和行为的影

响及作用机制 

12 

朱艺璇 
李  林 
宋静静 
周春燕 
侯金波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心理科学与健

康研究中心 

虚拟现实环境中存在感的产生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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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八：社会心理服务（一） 

主持人 张淑华  王金良 评议人 吴  莹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41 

ID:739 918 985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陈  静 
张淑华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新冠疫情事件对民众普遍信任的影响： 

焦虑的中介作用和人格的调节作用 

2 崔俊芳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

学院 
内蒙古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社区心理服务研究 

3 
杜  萍 
孙元明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COVID-19 疫情期社会情绪应急管理及后疫情时期

社会情感治理 

4 
高学德 
杨雯娣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公共服务绩效、公众期待与公民满意度 

5 
何源平 
李东斌 

赣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心理

“战役”的省思 

6 
何源平 
李东斌 

赣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疫情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7 
廖海萍 
王金良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信息对公众担忧心理和防

疫措施支持度的影响 

8 
靳娟娟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 
风险常态化下的社会心理服务建设 

9 
刘书宁 
姚愔怡 

合肥师范学院 
居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心理自助与互助

的策略 

10 
周海燕 
张瑞宏 

昆明医科大学 常态化疫情防控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探讨 

11 刘书宁 合肥师范学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思考 

12 
王译锋  
徐淑慧   
时  勘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

发展研究院 

COVID-19 期间民众的风险认知熟悉度对积极应对

方式的影响：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污名化

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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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十九：社会心理服务（二） 

主持人 隋  雪 评议人 吕小康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42 

ID:565 964 628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罗炜娴 
施金钗 

福建医科大学 
健康学院 

人文关怀对胃肠镜诊疗术后应激反应及并发症的
影响 

2 
马恩祥 
祝家胜 

湖北阳明心理研究
院 应对突发的疫情，重在做好自我管理 

3 
王  珊 
郑文峰 
张景焕 

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社会资本与创造力的关系：基于开放式创新社区
的研究 

4 夏先鹏 
思哲 厦门海事法院 关于完善中国心理援助制度体系的建议 

5 

向安强 
武克非 
逯浩奋 
梅  畅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珠三角代耕农社会心态表征及调适研究 

6 
肖茜丹 
常保瑞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心理学系；广
西高校认知神经科
学与应用心理重点

实验室 

生，何以畏惧？ 
“低生育率陷阱”下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7 

Fei Xie 
Xiaoxiao Sun 
Beijing Chen 

Peixia Shi 
Sitong Shen 

Zhaohua Chen 
Yuan Yuan 

Mengjia Zhang 
Xuemei Qin 
Yingzhe Liu 
YuanWang 

Qin Dai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Nursing Psychology 

Impact of COVID-19 on wellbeing of Chinese frontline 
medical staff in the hardest-hit area: Distress and 

growth 

8 
徐艳君 
张淑华 
张宇峰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新冠疫情引发民众焦虑的心理路径分析——事件
系统理论视角 

9 

杨  珂 
佐  斌 
姚  奕 
韩  施 
聂思源 
温芳芳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社会心

理研究中心 

COVID-19 疫情下居民领悟社会支持对无望感的影
响：疫情风险程度与生命意义感的作用 

10 

孟  昊 
马锦飞 
常若松 
张梦琪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过街行人数量与道路风险对行人闯红灯行为影响
的眼动研究 

11 
雍  艺 
张  野 沈阳师范大学 新型冠状肺炎的事件特征与民众普遍信任的关

系：灾难性思维与人格特征的作用 

12 

Yue Yuan 
Shuting Yang 
Xinying Jiang 
Xiaomin Sun 

Yiqin Lin 
Zhenzhen Liu 
Yiming Zhu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Rumors, Rumors Everywhe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related Rumors 
and Public’s Subjective Well-be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13 
张凯丽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的负心态及其成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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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二十：网络心理（一） 

主持人 王  锦 评议人 孙  岩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43 

ID:628 126 006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陈慧萍 
郑显亮 

赣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网络暴力游戏与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关系：一

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郭玉丹 
冯喜珍 
周  娟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新冠疫情期大学生无聊倾向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3 

何必凯 
潘文浩 
马  鹏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抑郁和

认知失败的链式中介作用 

4 
李  海 
秦宗静 

四川师范大学 
异性拒绝对大学生网络色情偏差行为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5 

李金津 
潘文浩 
马  鹏 
张  禹 
罗  禹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大学生反刍思维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孤独感的中

介作用及其性别检验 

6 

李同茂 
徐思薇 
谢育锋 
李  希 

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 

社交媒体抽奖活动如何更有效？ 

抽奖规则对奖励偏好和参与意愿的影响 

7 
梁  愿 
卢焕华 

中国地质大学 

应用心理学系 

述情障碍与无手机恐惧症：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 

8 
路  祎 
刘  云 
王  锦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 

如何留住屏幕后的学生——高校教师线上教学模

式探索 

9 
马  鹏 
黄明明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反刍思维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基于贝叶斯估计的

结构方程模型 

10 
马  鹏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认知失败的潜剖面分析及其在手机成瘾和学习倦

怠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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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二十一：网络心理（二） 

主持人 沈  悦    刘  拓 评议人 陈  浩    赖凯声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44 

ID:250 850 811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马  鹏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认知失败的影响：无聊倾

向和手机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 

2 
孟繁兴 
戴少晨 

浙江警察学院 
涉网诈骗案件被害人受骗心理过程关键点分析 

——基于社会工程学理论 

3 

潘文浩 
何必凯 
李金津 
马  鹏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基于社交平台大数据文本分析的大学生校园贷情

感态度研究 

4 

潘文浩 
李金津 
何必凯 
马  鹏 
赵守盈 

贵州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民族预科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网络阅读动机的关系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研究 

5 
任世秀 
刘晓瑞 
刘  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天

津师范大学心理与

行为研究院 

大学生适应性对无手机恐惧影响：基于 lasso 回

归 

6 
叶媛媛 
宋晨曦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网络欺负的关系：友谊质量

和网络消极情绪体验的调节作用 

7 
于君剑 
赵立军 

聊城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道德推脱和网络欺负关系的元分析 

8 

张家哲 
田玉清 
赵  甜 
刘育彤 
马嘉彤 
沈  悦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自尊与网络谣言的再传播意向的关系：链式中介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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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二十二：文化心理 

主持人 宛小昂 评议人 张庆鹏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45 

ID:758 874 924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何亚虎 
张欣欣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沟通中的同理心运用——中国

与新加坡政府文本对比分析 

2 
王楚珺 
黄建平 
宛小昂 

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 

关于食物分享信念的跨文化研究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belief about food sharing) 

3 
应洪斌 
张  政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家文化、介入时间与疫情防控——基于新型冠

状肺炎（COVID-19）的经验证据 

4 

吴博文 
严  磊 
胡修银 
张艳红 
陈婉仪 
钟  燚 
陈  赛 
杨林川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

育学院；长江大学

预备役部队心理教

育训练研究中心 

民族认同对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 

5 

陈婉仪 
严  磊 
胡修银 
张艳红 
陈  赛 
钟  燚 
吴博文 
杨林川 

长江大学教育与体

育学院；长江大学

预备役部队心理教

育训练研究中心 

交叉分类影响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内隐刻板印象 

6 耿超越 
北京林业大学 

人文学院 

“佛系”原因、特征及其影响——一项基于扎根理

论的研究 

7 
王  佳 
张  琨 
毕研玲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基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综

述 

8 

苑明亮 
Giuliana 
Spadaro 
伍俊辉 
寇  彧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院，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合作行为下降了吗？基于 1956 年至 2017 年间关

于美国人社会困境研究的横断历史元分析 

 



46 
 

分组报告二十三：组织行为与管理心理 

主持人 王永丽    宋国萍 评议人 韦庆旺 

时间 
11 月 1 日 

10:10-12:10 
地点 

腾讯会议室 46 

ID:381 695 824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论文题目 

1 
阿不都卡迪
尔江·肉孜 
王永丽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 

被信任感对员工主动担责行为的影响：一个有中

介的调节模型 

2 
傅承哲 
廖  了 
黄伟俊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 

防疫遵循行为的形成机制与干预策略 

3 李  海 四川师范大学 
上班族完美主义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有条件接纳的调节作用 

4 
李  诺 
袁  荣 
宋国萍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职场排斥对员工越轨行为的影响——心理安全感

和消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5 
李甜田 
王杨阳 
宋国萍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新生代员工资质过剩感对工作重塑行为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6 
吕学汝 
谢威士 
姚本先 

合肥师范学院 

心理学系 

中学校长谦逊型领导行为、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

的关系研究 

7 

毛文勖 
赵超越 
王大伟 
胡艺馨 

山东师范大学 
下属默契与员工安全行为的关系 

——一个跨层次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8 

汪义广 
王忠军 
卢家钰 
曹江雨 

华中师范大学 
认知性工作重塑与基层员工的工作繁荣：基于工

作特征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9 

杨亚洁 
贾  晴 
王  茜 
梁三才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工作家庭促进对职业成功的影响：工作投入和组

织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 

10 
袁旭辉 
孙炳海 
李伟健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心理系 

在危机中如何保护组织声誉：情境危机传播理论

的应用 

11 

覃馨慧 
范  璐 
焦松明 
时  勘 

温州大学温州模式

发展研究院 

新冠疫情下的风险认知与创伤后成长：自我保护

与团队成员交换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