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简介 

➢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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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队伍简介 

学院现共有教职工 71 人，其中专任教师 51 人，教授 24 人，副教授 20 人，博士生导师 19

人，硕士生导师 41 人。博士学位获得者 42 人，在国外、境外（香港）获得博士学位或有一年以

上留学经历者 33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莫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 3 人（王穗

苹、陈骐、王瑞明），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莫雷、王穗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获得者 4 人（张卫、何先友、王穗苹、陈骐）。 

现已形成由国内著名学者领头、知名学者为中坚力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为后备

军的梯队式结构，拥有一支实力雄厚、梯队整齐、具有高度协作精神、生机勃发的学科队伍。 

学科带头人莫雷教授，曾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心理学科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心理学学科组成员、广东省（首批）特聘教授(珠江学者)

等。曾获第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990 年）（由中组部、人事部、中国科协联合组织），2007 年

被评为全国教学名师，2011 年获得广东省首批“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 

莫雷教授主持完成和在研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30 多项，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委

托项目近 20 项。出版学术著作四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近三百篇，2010、2011 年在 PNAS（美

国科学学院院报）连续发表系列论文 3 篇（其中两篇第一作者），科研成果获全国和省部级一等

奖等 15 项。已培养博士近 30 名，硕士 90 多名，所培养的博士王穗苹、王瑞明分别获 2002 年、

2011 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第一层次学术梯队（50 多岁）中，刘鸣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校长）、郑雪教授、张敏强教授、



温忠麟教授、申荷永教授等都是国内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他们都担任了中国心理学会理事或下属

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第二梯队（40 多岁）的成员中，郑希付教授、张卫教授、何先友教授、范方教授、黄瑞旺教

授、陈俊教授、杨莉教授等，均有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梯队（30 多岁）中，王穗苹教授、陈骐教授、余荣军教授、王凌教授、陈琦教授、

王瑞明教授、田丽丽教授，张一平、聂晶鑫、陈彩琦、刘志雅、迟毓凯、曲琛、陆爱桃、朱祖德

副教授等青年教师，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王穗苹教授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是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

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获批科研经费 300 余万元；陈骐教授、王瑞明教授也是全国优秀博

士论文奖获得者，均主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省部级项目, 陈骐教授是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王瑞明教授获评首届（2013）“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余荣军教授于

剑桥大学心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王凌教授于德国于里希研究中心神经科学与医学研究所获得博士

学位，陈琦教授于比利时根特大学心理系获得博士学位，张一平副教授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得博

士学位。 

 教授队伍 

姓名：陈俊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 

职务：应用心理学系主任 

研究方向：双语和双言；中文字词加工；社会语言理解；反事实思维 

电子邮箱：chenjunyrh@163.com 

 

 

姓名：陈骐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三维空间中的视觉和空间注意机制；跨通道注意；视错觉 

电子邮箱：qi.chen27@gmail.com 

 

 

姓名：陈琦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计算认知神经科学，数学认知和语言认知 

电子邮箱：chenqi.research@gmail.com 

 

 

姓名：梅磊磊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语言加工与学习，学习与记忆的认知神经机制 

电子邮箱：mll830925@126.com 

通讯地址：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324 

 

 

姓名：杨莉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突触和神经环路调控；神经退变性疾病；应激、抑郁及自闭症的脑机制及干预 

电子邮箱：yangli08@scnu.edu.cn 

 

 

姓名：范方 

学历：博 士 

职称：教授 

职务：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机制和预防干预、心理弹性的机制和发展、应激心理与创伤修

复 

电子邮箱：fangfan@scnu.edu.cn 

 

 

姓名：何先友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 

职务：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语言理解、认知；教育心理学应用研究 

电子邮箱：xianyouhe@163.com 

 

 

姓名：黄瑞旺 

学历：博 士 PhD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认知神经科学、磁共振成像技术与应用  Neuroscience, MRI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ruiwang.huang@gmail.com 

 

 

姓名：刘鸣（校长，学生主要由黄瑞旺帮忙指导） 

学历：博 士 

职称：教授 

职务：华南师范大学校长 

研究方向：认知心理学应用研究 

电子邮箱：lium@scnu.edu.cn 



 

 

姓名：莫雷（大牛） 

学历：博 士 

研究方向：学习心理、语言认知、类别学习与问题解决 

电子邮箱：molei@scnu.edu.cn 

 

 

姓名：申荷永 

学历：博 士 

研究方向：心理分析 沙盘游戏 中国文化心理学 

电子邮箱：shenheyong@hotmail.com 

 

 

姓名：田丽丽 

学历：博 士（博士后） 

职称：教 授 

职务：应用心理学系主任 

研究方向：人格与社会心理；幸福心理；女性心理；职业健康心理 

联系电话：020-85216510 

电子邮箱：paipaishu@163.com 

 

 

姓名：王玲 

研究方向：心理咨询 

电子邮箱：wanglingzz@163.com 

 

 

姓名：王凌 

学历：博 士 

研究方向：经验调节认知控制的神经机制 

电子邮箱：ling.wang@outlook.com 

 

 

姓名：王瑞明 

学历：博士 

职称：教授 博导 

职务：院长助理 

研究方向：语言认知与学习；儿童认知发展；心理测评 

电子邮箱：wangrm@scnu.edu.cn; 65068620@qq.com 

姓名：王穗苹 

学历：博 士 

研究方向：汉语高级语言理解的认知与认知神经机制；语言加工与一般认知加工 

的关系；语言学习与教学心理。 

mailto:shenheyong@hotmail.com


电子邮箱：suiping@scnu.edu.cn 

 

 

姓名：温忠麟 

学历：博 士 

研究方向：计量心理学、心理统计与测量、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 

电子邮箱：wenzl@scnu.edu.cn 

 

 

姓名：余荣军 

学历：博 士 

研究方向：神经经济学 社会认知 

电子邮箱：rongjun.yu@gmail.com 

 

 

姓名：张卫 

学历：博 士 

职务：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 

研究方向：贫困与儿童青少年发展、青少年网络 

电子邮箱：zhangwei@scnu.edu.cn 

 

 

姓名：郑希付 

学历：博 士 

研究方向：临床心理学、情绪情感 

电子邮箱：zhengxf@scnu.edu.cn 

 

 

姓名：郑雪 

学历：博 士 

研究方向：主观幸福感；积极心理学；跨文化智力与认知方式； 人格与心理健 

康教育； 文化融合与心理适应 

电子邮箱：ZHENGXUE77@126.COM 

 

Ps：张敏强、王才康教授的联系方式我暂时没有，不过大家可以去找两位老师最近发表的论

文，可以找到老师的邮箱地址。不要问怎么去联系老师，突然一个陌生来电，老师都那么忙

一般不会接听，最好是先给老师发邮件，等到给老师一定的印象之后，在询问老师是否可以

面谈，从老师手里拿到他本人的联系方式。同学们在选择老师的时候，要看老师最近几年的

论文，以了解老师的研究方向，从而发现自己是否有兴趣。 

 

 



 副教授队伍 

 

Ps：一般建议选导师首先根据自己的兴趣，第二在符合自身兴趣的条件下，优先联系博导，

资历丰富，带学生的经验更多。而且如果在读研期间发表了一篇一作的核心论文，可以直接

申请直播，如果想读博的话就比较方便。当然还是有一些副教授也非常尽心尽力指导学生，

学生成果也很丰富，这就需要选导师之前你们要通过师兄师姐去询问老师的详细情况，多打

听、多了解。老师们的具体介绍可见： 

http://psy.scnu.edu.cn/shiziduiwu/shizililiang/fujiaoshou/ 

➢ 实验室设施 

教学设施 教学条件名称数量（间） 

移动座椅多媒体课室 1 

学生研修室 25 

图书资料阅览室 1 

BP 脑电实验室 1 

Neuroscan64 导脑电实验室 1 

Neuroscan40 导脑电实验室 1 

经颅直流电刺激实验室 1 

磁共振脑成像中心 1 

http://psy.scnu.edu.cn/shiziduiwu/shizililiang/fujiaoshou/


经颅磁电刺激实验室 1 

光学成像实验室 2 

神经生理解剖实验室 1 

眼动实验室 1 

社会心理研究实验室 1 

个体咨询实验室 2 

心理学基础教学与实训实验室 8 

心理咨询室 1 

语言分析实验室 1 

情绪认知实验室 1 

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 1 

儿童行为研究与训练中心 2 

认知行为实验室（个体实验室） 3 

认知行为实验室（团体实验室） 1 

光显示与心理健康研究中心 1 

生物反馈与心理训练实验室 2 

音乐感知研究实验室 1 

神经美学实验室 1 

视觉与注意实验室 1 

用户体验研究实验室 2 

人员考核与测评实验室 1 

 

Ps：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实验中心网址：http://psylab.scnu.edu.cn/ 

复试时，可通过帮助师兄师姐做实验，进入实验室参观，了解实验的步骤

与流程，以及了解自己对于哪部门知识是真正有兴趣坚持下去学习的。 

 



2018 年心理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 

一、各专业招生人数及推免生人数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

人数 

已招收

推免生

数 

差额比例 

1 040201 基础心理学 

84 

8 

1:1.8 
2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9 

3 040203 应用心理学 5 

4 0402Z1 计量心理学 2 

5 071400 统计学 4 1 1:1.8 

6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全日制) 35 1 1:1.8 

7 045400 应用心理(全日制) 44 4 1:1.8 

8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非全日制) 12 0 1:1.8 

9 045400 应用心理(非全日制) 13 0 1:1.8 

二、初试合格最低分数线 

按照我校复试录取方案的规定，经各专业指导组讨论，确定我院（所）相关专业

第一志愿考生初试各单科合格最低分数线执行国家线 A 类地区标准，按总分由高到

低的顺序确定复试线，具体为：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政治 外国

语 

业务

一 

业务

二 

总分 

1 040201 基础心理学 44 44 132 —— 347 

2 04020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44 44 132 —— 347 

3 040203 应用心理学 44 44 132 —— 347 

4 0402Z1 计量心理学 44 44 132 —— 347 

5 071400 统计学 38 38 57 57 280 

6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全日制) 44 44 66 66 320 

7 045400 应用心理(全日制) 44 44 132 —— 352 

8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非全日制) 44 44 66 66 321 

9 045400 应用心理(非全日制) 44 44 132 —— 320 

三、联系方式 

心理学院  020-85216483,020-85212295  网址：http://psy.scnu.edu.cn/ 

学校招生考试处：020—85213863      传 真：020—85213484 

网址：http://zkc.scnu.edu.cn 

                       

http://zkc.sc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