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部导师个人简介

黄希庭（1937- ），是西南大学资深教授、

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心理学博士生导师。

他在中国开创了时间心理学研究，提出了时

间认知的分段综合加工模型；是中国人格心理学

领军人物之一，最先把价值观引入心理学教材，

提出了健全人格的理论；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发

表学术论文 600余篇（含合作、合译），其中四

本教材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二等

奖，三项科学教研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优秀教

学成果一、二等奖，八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一、

二等奖。他领衔在我校创建了普通心理学硕士点（1986），普通心理学博士点

（1993），心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9），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3），

国家级重点学科基础心理学（2002）。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2）、

“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2003）、“全国先进工作者”（2005）、“中

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2011）、“全国教书育人楷模”（2012）等荣誉称号，

为我国的心理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通讯地址：重庆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邮编：400715；

电话：023-68253630；

Email：xthuang@swu.edu.cn

mailto:xthuang@swu.edu.cn


教授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毕重增，教授，山东潍坊市人。现任人格发展与社

会适应实验室负责人，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心

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集刊《社区心理学研

究》常务副主编；重庆市社科专家；心理学报、心理科

学、Child Development、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等期刊审稿人。

近年主要探讨：（1）人们对自身能力、价值等产生

积极肯定和确认的心理机制，包括自信对认知过程的影

响、认知过程对自信的塑造；身份、社会经济地位、社

会流动对自信的影响及派生的社会适应问题；价值定向、时间取向、集体主义等

文化维度与自信的关系；适应性自信的培育与养成。（2）中国人社会认知的基

本维度，主要是社会认知与自尊自信的关系。

近年培养研究生十余名，毕业后主要进入高校从事心理辅导工作，进入企业

从事人才测评、人事类工作。在指导学生上强调以个人主动性和能力性兴趣为依

托，勤奋严谨，成长为能回应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的心理学家。

实验室主页：www.swubly.com

学术主页：http://xueshu.baidu.com/scholarID/CN-BM74E99J

联系邮箱：beech@swu.edu.cn

mailto:beech@swu.edu.cn


陈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部长，国务院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有突

出贡献专家、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重庆市巴渝学者、

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

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

心理学会理事长。校学术委员会成员。《心理科

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编委、学术杂志

Body Image, European Review of Applied

Psychology, Clinical Medicine: Pediatric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European Review of Applied Psychology，《心理

学报》等刊物审稿专家。主要研究领域：自我、身体自我的文化差异、青少年人

格的个体差异、心理健康与咨询、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健康心理学等。先后主持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 973子项目、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国家重点学科基础心理学重大项目等二十

余项科研项目；翻译、编著了《人格科学》、《人格与文化》等 20 余本国内外

著作；发表中英文学术文章 160 篇。其中 SCI/SSCI 收录论文 50 余篇，包括在国

外著名刊物《Development Psychology》、《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NeuroImage》、《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等 JCR1 区杂志上发表论文近 20 篇。曾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二届国家教育类优

秀图书二等奖、全国师范院校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重庆

市[直辖后]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重庆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

成果二等奖、重庆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诸多奖项；先后被评为重

庆市首批“巴渝新秀”青年文化人才、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巴渝

学者，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已培养硕士生 86人，博士生 19 人。

欢迎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责任心强、刻苦专研、英语和统计基础好、善于合作

的同学报考。

联系邮箱：chenhg@swu.edu.cn



陈旭，男，1966 年生，中共党员，

博士、教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

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部

长，重庆市学术带头人。主要兼职为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

委员会委员、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儿

童心理安全行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副

理事长、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科研项目 12 项，出版专著、

教材 38 部，在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Scientific Reports、中国

科学（生命科学）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160余篇。科研成果获得中国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10余项省部级奖励。已培养毕业博士 8 人、硕

士 100余人。

研究方向及兴趣：主要从事社会性发展研究。目前主要研究两大领域：依恋

研究和情绪面孔认知研究。现为依恋研究室 PI，本实验室核心主题是依恋的年龄

特征、依恋风格形成的认知机制与脑机制、非安全性依恋的干预策略探讨。基本

技术路线是：行为—脑电、脑成像—干预研究结合，社会认知加工—情绪调节—

干预策略结合，成长环境变迁与发展性研究结合。情绪面孔认知研究主要集中在

情绪面孔与身段表情加工的相似性与特异性、面孔预期优势效应、情绪面孔认知

的发展等主题。

联系方式：邮箱: chenxu@swu.edu.cn 电话：023-68254617（0）



陈安涛，男，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心理学部副部长。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

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心理学会生理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西南大学学术道德与评价委员会委

员，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学术伦理委员会主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论文作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朱智贤心理学

奖获得者，重庆市高校骨干教师。研究兴趣集中在

认知控制与脑功能增强等方面，综合运用行为科学

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监测、控制与转换等认知控制关键功能的基本机制，

及其在脑功能增强方面的表达方式。研究成果得到同行的关注和肯定，受邀在多

个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做口头报告。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在内的八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NeuroImage, Human

Brain Mapp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等

国际主流 SCI/SSCI 期刊，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心理学报》等国

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20余篇，其中包括 JCR SCI/SSCI 一区文章 50 余篇，

到目前 SCI/SSCI 引用 1524次，H指数 21，i10指数 40。到目前已经培养了 7 名

博士和 45名硕士。在研究生培养上取得了出色成绩。每年有 3 位左右研究生获

得国家奖学金、优秀毕业生和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奖等科研奖励。硕士毕业生中

60%左右进入国内外著名学术机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如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

心理所，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 Ghent University 等）。博士毕业生多数进

入高校并很快成长为科研和教学骨干，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联系邮箱：xscat@swu.edu.cn

办公电话：023-68367648；QQ 号：375273948



陈焕新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199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1996年至 2000年，先后于瑞典哥德堡大学和美

国 Brandeis 大学从事大脑突触可塑性方面的博士

后研究，2001年至 2014年任职于佛罗里达大学

McKnight 脑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员。

期间于 2007年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百人计划及

973课题负责人。长期从事大脑高级功能可塑性、

应激和抗应激机理及心身医学的临床研究。在国际著名刊物发表多篇论文，被引

用上千次。

研究兴趣：我们的研究分动物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两个方面。主要内容有：

应激(压力)反应的脑神经环路及调控机制；GABA 能神经元在应激，抑郁、焦虑

中的作用；心身治疗方法的发展和推广，临床研究。

联系方式：huanxin@yahoo.com



冯廷勇（1976-），男，博士，西南大学心理

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

学者，九三学社社员，曾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发展

与教育心理学系主任，现任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国际儿童心理与家庭咨询研究中心

主任（西南大学），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重庆市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

任，重庆市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第七批），重庆

市第二批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重庆市总工会教育培训专家（心理学类，3 位专

家），“5.16”幼儿心理健康日暨幼儿心理关爱联盟发起人，中华医学会第 21、

22 次全国儿科学术会议发育行为专业分会报告人。目前，主持了 3 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以及 10 余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已在 Human Brain mapping、

Neuroimag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Neuropsychologia、

Biological Psychology、《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心理学报》等高水平专

业刊物发表 90 余项研究成果（SCI/SSCI 论文近 50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论文 60余篇。主要研究兴趣：（1）社会认知与决策（跨期选择、拖延行为等）

的认知神经机制及病理研究；（2）儿童心理发展与训练及脑可塑性研究；（3）

恐惧情绪加工与消退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目前，已培养（含在读）3 届共计 5

名博士研究生，10届共计 43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就业分布于高校、政府、中

小学、高新企业及教育培训机构。 欢迎对这些心理现象及背后的神秘脑机制充

满好奇的同学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当然也欢迎目标是“学以致用”的同学报考

研究生。

联系邮箱：fengty0@swu.edu.cn 或 fengty0@163.com

mailto:或fengty0@163.com


高雪梅（1975-），女，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系主任，重庆市性教育委员会委

员。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金、重庆市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等基金项目。迄今

为止，已发表科研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著及青少

年心理健康读物 20余部，曾获朱智贤心理学奖、

2015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作品奖、重庆市第六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品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 2015年全国青少年百种优秀图书、2015年度

“我最喜爱”渝版图书。目前研究方向集中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方面，特别是

暴力电子游戏与青少年心理及其神经机制研究、网络欺负与青少年心理等问题。

已培养研究生 20余名，依学生兴趣、能力等进行专业培养。欢迎对我们的研究

感兴趣，具有团队精神、踏实勤奋、积极乐观的学生加入我们的团队。

联系邮箱：zhenggao@swu.edu.cn

mailto:zhenggao@swu.edu.cn


郭成，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部长助理、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中心副主任，兼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重

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心理学会常

务理事、全国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应用

心理学专业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规划等科研项目 10余项，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等出版《教育心理

学》、《教学心理学纲要》、《课堂教学设计》、《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

学教师心理健康维护技巧》、《健康心理学》、《青少年学业自我的理论与实践》

等学术著作 20余部，主编、副主编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 4 套，

在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Review、《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课程教

材教法》、《教育学报》、《教师教育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有 1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先后被评为全国教育硕士专业优秀

教师、优秀管理工作者（2007、2012）、重庆市第五届中青年骨干教师（2008）、

全国百名优秀社科普及工作者（2011）、重庆市首届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先进个人

（2011）、教育部“国培”（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专家（2012）。近年来，

先后在重庆、四川和贵州等省市 20多所中小学开展学校文化建设与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与研究，尤其在学校文化设计与建设、校园心理剧、心理班会课、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等方面的实践应用研究得到了中小学的充分肯定，产生了广泛

而积极的社会影响。

联系方式：guochen@swu.edu.cn； QQ:648162039，手机号码：18623325899

mailto:guochen@swu.edu.cn


何清华，男，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美国南加

州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成瘾的神经生理基

础与干预”研究团队负责人，重庆市脑科学协同创新

中心西南大学分中心课题组长(PI)，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通讯评审专家，重庆市科技计划项目通讯评审专

家，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库成员，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学分会

理事，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委员，重庆市认知科学学会理事，重庆心理学学会第五届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主任，SSCI 收录 1 区杂志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和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副主编，2017 年获重庆市留学回

国人员创业创新支持计划的支持。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两个方

面：在基础研究上，广泛采用行为技术、基因技术、多模态脑成像技术（包括结

构像、静息态、功能像、DTI、近红外等）和脑刺激等技术来考察决策能力的基

因机制和神经基础；在应用研究上，采用基于脑的训练技术（游戏训练和神经反

馈）提升大脑能力，锻炼最强大脑。发表科研论文 70余篇，H 指数为 19，H-10

指数为 32。其中，发表在神经科学领域顶级杂志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的

第一作者论文受到多家国外权威科学新闻媒体的争相报道，包括 BBC News、

Scientific Daily 等。2015 年荣获全球健康会议 Early Career Investigator Award。多

次受邀在 UCLA、香港教育学院、中科院心理所、四川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

地做报告。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同时主持其他省部级研究

课题多项。目前担任 Biological Psychiatry、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 等

国内外著名杂志的审稿人。指导学生荣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优秀硕士论文、优

秀毕业生等多个奖项。

欢迎喜欢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同学报考，我们一起研究脑、探索脑、

开发脑、塑造脑、保护脑。

联系邮箱：heqinghua@swu.edu.cn



雷旭：博士，教授，硕士生导

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西南大学

睡眠神经影像中心主任，认知与人

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具有数学(本科)、生物医学工

程(硕博连读)交叉学科背景，主要

研究领域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兴

趣包括：睡眠依赖记忆巩固；睡眠

与情绪调控；梦/清醒梦与意识；

心因性失眠的认知行为疗法；同步脑电与功能磁共振及其在睡眠中的应用。目前

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课题、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在研总经费

超过 200万。已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 40余篇被 SCI 检索，成果多

次登上 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 等杂志的封面。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一

项，国家软件注册登记两项。据 Google Scholar统计，截至 2016年 6 月 H-index

为 17(访问其 Google Scholar 主页)。

团队网址：http://www.leixulab.net

邮箱：xlei@swu.edu.cn

博客：http://blog.sina.com/eegfmri

学术任职：杂志审稿人：《Cereb Cortex》，《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 《Cortex》，《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等 20 多个

杂志；2017-现在：重庆市心理学会生理心理分会主任；2015-现在：中国生物医

学工程学会医学神经工程分会委员；2016-现在：重庆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

睡眠学组副组长。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wqpIoIwAAAAJ&hl=zh-CN
http://www.leixulab.net
http://blog.sina.com/eegfmri


吕厚超，心理学博士，西南大

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美

国芝加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访问学者。中国心理学会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

书，中国社区心理学服务与研究中

心副主任，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会人员测评分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心理学会理事兼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重庆市委组织部面试题库及面试专家，企业 EAP测评专家，国际罗夏墨迹测验协

会会员。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Time &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PsyCH Journal、《心

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管理评论》等期刊审稿人。主

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 10余项，发表中英文学术

论文 80余篇，专著和教材 12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时间人格（time personality）和社区老年心理。近期，时间

人格研究主要关注（未来）时间洞察力、跨文化时间自我、情节式未来思考等研

究领域，包括（1）中国人时间洞察力地图构建；（2）中国人时间洞察力的发展

规律；（3）基于不同文化和国家样本数据，探讨时间自我的跨文化差异；（4）

留守儿童时间洞察力研究；（5）情节式未来思考的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社区

老年心理研究包括（1）社区老年人剩余时间知觉；（2）社区留守老人的心理健

康和困境；（3）社区老人幸福感研究，等等。

联系方式：houchao928@163.com

mailto:houchao928@163.com


邱江，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认知与人格重点

实验室主任，重庆市基础心理学实验室主

任。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01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

中国心理学会生理心理学分会理事，中国

心理学会普通与实验心理学分会理事，重

庆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思维与

创造性方面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主要通过大数据采集，基于多模态数据（基因

-脑-行为-环境）对个体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进行建模和预测，目前已建立 1500人

的基因-行为-脑影像数据库，试图寻找到创造性能力评估和提升的脑影像学标

记。主要方向为：创造性，情感异常（抑郁和焦虑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身份发表 SCI 论文 70余篇，其中 5 分以上论文 20篇，主要刊登在 SCAN (IF=7.32),

HBM (IF=6.92), Neuroimage (IF=6.13), Psychological Medicine(IF=6.34),

Cortex(IF=6.04)等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权威杂志上，引用次数达 500多次。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等 10余

项。目前，担任国际重要学术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IF= 5.5），Plos One（IF=3.3）

的学术编辑。欢迎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感兴趣，具有团队作战精神，踏实勤奋的

学生加入。团队网站：http://www.qiujlab.com。

联系邮箱：Qiuj318@swu.edu.cn

http://www.qiujlab.com/


Todd Jackson 教授任职于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主管西南大学心身医学和疼痛研究中心。主要的研

究领域是临床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以及行为医学。

在开始西南大学的工作之前，Todd Jackson 教授曾是

加拿大注册临床心理医生，并曾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美国）和 James Cook University（澳大利

亚）都担任终身教职。Todd Jackson 教授长期从事临

床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临床

研究取向是，影响实验室疼痛和致残的慢性疼痛的神经、认知和心理因素。该研

究组另一个主要研究取向是影响身体不满意，饮食失调以及肥胖的神经认知，心

理社会和社会文化因素。基于上述研究兴趣，ToddJackson 教授及其团队发表同

行评审 SCI/SSCI 期刊 80 余篇，被引用次数超过 1400 次。该团队研究也受到知

名国际媒体，如 Scientific American's Mind和 the New York Times 的关注和报道。

Todd Jackson 教授已培养博士生 20名，研究生 50名，在培养学生方面，他认为，

专注勤奋的优异人才是任何实验室成功的关键，希望学生在团队工作中，能够学

到新技能，得以成长和丰富。

联系邮箱：2279542945@qq.com



王金良，山东东营人，西南大学心理学

部教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生

导师，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密歇

根大学 Flint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研究

人员（Research staff）。现为重庆市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市社会心理学

会秘书长、常务理事、大众传媒心理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

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任 Addition Research &

Theory（SSCI Q1）副主编（Handling editor）、Youth & Society（SSCI Q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 Behavior Analysis 杂志编委，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Human Behaviors 副主编。我的研究理念是科学应该首先服务于实

践，侧重心理学研究在实际生活中的推广和应用。

研究领域为（1）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侧重探索青少年网络行为背后的

驱动因素以及不同的网络使用方式对个体心理健康、社会性发展、认知发展产生

的影响，并着重探讨网络成瘾的发展轨迹以及不同发展模式，为网络成瘾的预防

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2）青少年心理韧性理论，考察个体在面临逆境等风险

因素时，如何通过自身因素的调节和外界环境的保护作用，实现良好的心理和社

会适应。围绕上述研究领域，近年来发表 SSCI 文章近 30 篇。

联系方式：wangjinliang09@gmail.com; wjl200789@163.com

mailto:wangjinliang09@gmail.com
mailto:wjl200789@163.com


王权红，男，籍贯海南儋州市，Ph.D.，博士后，

教授，博士生导师，无党派人士。1983年 7 月北京

大学心理学系毕业，获心理学理学学士学位。1983年

8月到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室任助教，

从事心理学的教研工作。1990年 7 月北京大学研究

生毕业，获心理学理学硕士学位；1990至 1991年先

后为纽约州立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

1999年 5 月波士顿大学博士生毕业，获心理学哲学

博士（Ph.D.）学位。1999年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心

理系任博士后研究员，从事视知觉单细胞记录的工作。2002年到美国东北大学

任博士后研究员，从事颜色心理物理学的工作。2004年回国特聘为西南大学前

身之一的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特聘教授，并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

评聘为西南大学研究员。2013年评为心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研究兴趣和方向：

研究方向：认知心理学

研究兴趣：文字识别、记忆和视觉认知

目前的研究兴趣：1、汉字语音、语义加工的事件相关脑电研究（汉字

认知中 N400、P200脑电成分的机制），2、汉字字形、语音相似性对汉字识

别的影响及交互激活模型

联系方式：

E-mail : quanhong177@yahoo.com

mailto:quanhong177@yahoo.com


夏凌翔，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重

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学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

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青年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兼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重庆心理学学会理事兼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主任，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入

选“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讯评审专家，重庆市

领导干部选拔专家组成员。《社区心理学研究》编委，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Cognition and Emotion 等国际 SSCI 期刊审稿人。曾在美国范德堡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英国威尔士大学东北学院做访问学者。自立人格理论的

主要提出者，将立足中国文化的自立人格概念引入科学心理学研究，受到国内心

理学界认可，并开始为国际心理学界所接受。获得省级政府科研成果二等奖两项、

三等奖一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出版专著 2 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10 项，企业项目 2 项。目前主要从事攻击的认知神经机制、人格神经科学、人

格测评与教育、人格与社会行为以及社会风险的心理机制研究。培养学术型（人

格与社会行为、人格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与应用型（人格测评与教育、攻

击与社会风险的预警与干预）两个类型的研究生。学术型研究生（学硕）以科研

后备人才为培养目标（以发表高水平的 SCI/SSCI 论文为指标），应用型研究生（专

硕）以高水平的实践应用人才为培养目标（以人格测评和人格教育等技术的掌握

与应用为指标）。

联系邮箱：xialx@swu.edu.cn

mailto:xialx@swu.edu.cn


杨东，男，1973年生，四川西昌人

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心理学学士、硕士、

博士

南京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后、重庆大学-重庆

轨道交通集团联合培养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

日本广岛市立大学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

现在是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的专业方向为应用心理学，具体涉足：

1、企业创新与创造力的提升

2、领导者胜任力评估与开发

2、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3、职业心理健康与企业 EAP

本团队已招九届研究生共 57人（含专硕、少干），研究生培养思想是：

目标：成为德才兼备的幸福进取者

要求：浓厚的专业兴趣并渴望成长，自信、乐观、专一、坚持、团结

承诺：竭尽所能提供最佳发展平台、更好发展机会、更舒心成长环境

联系邮箱：yangd@swu.edu.cn

mailto:yangd@swu.edu.cn


袁加锦，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

生导师，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I，

情感认知与调控实验室负责人，美国芝加哥

大学博士后。担任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心理学会情

绪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PLOS ON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等 SCI/SSCI 杂志编

委；国际社会神经科学学会中国分会理事；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应激神经生物学分会委

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与医

学部通讯评审专家；国内外 20余种主流学

术杂志审稿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12），重庆市优博论文

奖, 入选重庆市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7）。主要采用行为，电生理与脑成

像等技术从事人类情绪易感性，情绪调节与行为控制等领域的心理学与认知神经

科学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SCAN，Human Brain Mapping，CABN，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心理学报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60余篇，被引用

1600余次，个人 H指数 23。共主持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关自动化情

绪调控的系列研究成果得到 Science杂志主办单位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纽约

每日新闻(New York News Everyday)、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印度时报

(The Times of India)、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新闻网、新

华网、人民网等国内外著名媒体的广泛报道与转载。

研究生招生：热忱欢迎心怀学术理想，踏实认真，执行力强，富有创新精神，

品学兼优的学生报考本实验室研究生。特别欢迎具有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

生物学，医学背景的同学加盟本实验室。

更多信息，请访问实验室网站：www.acrlab.cn

联系邮箱：yuanjiaj@swu.edu.cn；yuanjiaj@swu.edu.cn



赵玉芳，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实验示范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通讯评审专家，《心理学报》、《心理

科学》等期刊审稿专家，校学术委员会

学术评价委员会委员、校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委员会委员。目前已经主持 19个

项目；在 Biology Letters(JCR 1区)、

Scientific report(1区)、科学通报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 110 多篇。

主要学术成就：

（1）在研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认同建构与心

理融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群际威胁：个体自我过程还是群体自我过程”；

中央高校业务费重大项目“社会攻击行为的人格—社会—生物模型”。

（2）研究领域：群际认知与群际行为研究。

身份认同：个体自身的人格特征如何预测甚至影响其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对

人格与认知的积极、消极作用过程与特征。

中国人的群际关系，包括群际威胁的认知基础（信息加工过程）、神经生理

基础；群际威胁对自我和群体自尊等的作用，如自我贬损和内群体贬损；群际威

胁对群际关系认知的作用，如外群体偏好；群际威胁的行为后果，如社会攻击行

为等。

其它：曾获得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

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挑战杯优秀指导教师；入选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

200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毕业生就业面广，既有高校从事心理辅导和教学

工作的教师，进入各级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也有公安消防军队等领域的专业工作

者。在指导学生上强调以个人主动性和能力兴趣为依托，勤奋严谨，成长为能适

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心理学家。

联系邮箱：zhaobee@swu.edu.cn

mailto:zhaobee@swu.edu.cn


兼职教授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Cody Ding，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St.Louis）圣路易校园教育心理、研

究及评估学系终生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教育部授予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Cody 教授在心理测量

和研究方法领域有很大的成就，对数据库模型

构建以及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学习等

方面有很大的兴趣，特别对社会创伤方面的研

究。 Cody 教授发表关于多维分析纵向数据的

文章，以及这种方法在心理调节、学习和成绩

等方面研究中的应用性研究文章，在全美及世界各地 Cody 教授都是运用多维标

度分析纵向数据的技术专家。在 SSCI 和 SCI 期刊中发表相关文章 100余篇，总共

被引用 1000多次。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联系方式：dingc@umsl.edu



李鸣 教授，男，1968年生，教授，博士生

导师，美国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心理系

终身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西南大

学心理学部客座教授。

李鸣博士在精神疾病心理药理学研究领域进

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主持了多项美国

联邦政府资助的重大研究项目，在国际专业期刊先后发表研究论文 140多篇，总

引用次数多达 1500余次。此外，李鸣博士还是国内外多项科研基金基金评审人、

多个神经科学和心理学领域著名专业杂志的审稿人。

教育及学术经历：200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2002

年至 2005年，在加拿大成瘾和精神健康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2005 年至今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任教。2016年被授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研究领域方向：精神疾病的心理药理学研究领域，现主要从事精神分裂症、

抗精神病药物的长期作用机制研究、母性行为的心理药理学机制及神经生物学机

制领域的研究。比如：抗精神病药物对大脑及心理功能的影响；精神类疾病的动

物模型；药物成瘾与精神分裂症的心理药理学机制，以及啮齿类动物母性行为的

神经生物学机制。

本课题组与心理学部高军副教授联合共同指导培养研究生，具有国内外丰富

的学术交流合作资源。欢迎有科研兴趣、有思想、做事认真踏实的学生交流与加

盟！

联系邮箱：gaojunscience@126.com QQ：569219587



副教授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有国，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目前已经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相继主持自然科学

基金等 6项科研课题。

主要经历：

2016.7—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

2016.7—2016.8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心

理研究学院，访问学者；

2014.3—2015.3 美国西北大学 Feinberg医学院，访问学者；

2010.6—2016.7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讲师；

研究兴趣及方向：

（一）时间认知：我们想知道时间信息是如何在神经系统中编码、储存和提

取的，时间信息加工与空间、客体、情绪等信息加工的关系。

（二）时间人格：关注时间观（time perspective, 或译为时间洞察力）对个

体成长的积极作用。例如，为什么高未来时间观的个体一般成绩较好，他们具有

较多促进健康的行为，而较少具有吸烟、酗酒、吸毒等损害健康的行为？

我们可以利用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现场实验法、心理物理法、事件相关电

位（ERP）、脑电图（EEG）、功能性磁共振（fMRI）、贝叶斯模型（Bayesian model）

甚至测量静息态的神经活动来回答这些科学问题。

我认为导师和学生之间不仅仅是师生关系，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我尽量创

造自由、严谨、平等的科研氛围。指导的本科生 2 人获得西南大学优秀毕业论文，

2人在国际 SSCI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我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并和学生一起探讨职业规

划和所需技能。着力培养学生的以下 4 项技能：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实验技术、

统计建模。学生毕业后，能够独立展开研究，并能够胜任互联网行业的“用户体

验”和“数据分析”相关职位。

联系方式：cyg1001@swu.edu.cn; ygchen246@gmail.com



陈伟海，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研究

员，理学博士，西南大学心理学博士后流

动站博士后。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主要从事神经精神药理学、神经

生理学及生理心理学研究，擅长膜片钳、

动物行为实验、分子生物学实验及动物手

术。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5-羟色胺 4 受体激动剂抑制恐惧记忆消除后重现的生物学机制，81302757），

发表 SCI 收录论文及国内核心期刊多篇。2014 年 10月至 2015年 9 月在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心理学系/脑科学研究所从事访问学者研究。

联系邮箱：Whchen1979@hotmail.com

mailto:Whchen1979@hotmail.com


高军副教授

男，1982 年出生，山东人。博士，

海归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生理心理学和神经精神药理

学领域研究，目前已发表 SCI 收录论文

二十余篇，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在内的多项研究基金资助。

教育及学术经历： 2012年 7 月，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获医

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此后至 2014年底，

美国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心理系，博士后；2014年底作为海外引进人

才回国后，任职于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主要运用行为模型结合行为药理学与现代神经科学等技术来研

究母性行为、精神疾病及精神类药物的长期作用的神经和心理机制。方向有：1）

大鼠母性行为的心理和神经生物学调控机制；2）精神类药物（如抗精神病药）

对大脑和心理及社会功能的长期影响及神经生物学机制；3）精神分裂症、成瘾、

抑郁等精神类疾病的发病及治疗的神经精神药理学机制。 本课题组的研究生培

养将会与李鸣教授（美国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心理系终身教授, 长江学

者）共同培养指导，能为研究生发展提供更好的训练和发展支持。

联系邮箱：gaojunscience@126.com，gaojun2014@swu.edu.cn

QQ：569219587

欢迎有科研兴趣热情、做事认真踏实的学生加入我们的团队！



高笑副教授

女，汉族，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学术经历：

高笑博士 2004年 6月四川大学华西医

学中心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10年 6

月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毕业，获心理学博士

学位，同年留校任教。2012 年 7 月，聘为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基础心理学方

向硕士生导师。2014年-2016 年于美国耶

鲁大访学 18个月。目前，在国际学术领域主要与耶鲁大学 Dana Small教授进行

长期合作。

高笑博士研究方向集中在（1）食物奖赏的认知与脑机制：环境-脑-行为的交

互作用，（2）味觉敏感性的个体差异；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心理物测量方法，

研究技术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和眼动追踪。目前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已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20 余篇被

SCI/SSCI 检索

招生情况：

已指导研究生 11名，8名已毕业。

联系方式：

邮箱:gaoxiaox@swu.edu.cn

个人主页：http://psy.swu.edu.cn/s/psych/catalog2a2/20150119/1368342.html



郭磊，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统计学博

士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

【主研领域】

心理与教育测评及量化研究，包括经典测验

理论，项目反应理论，认知诊断理论，项目功能

差异，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等。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结构方程模型，多

层线性模型，追踪数据分析等。

【学术简历】

2016.09至 2017.09，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UIUC 孔子学院

研究人员

2015.07至今，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博士后

2014.07至今，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师

2011.09至 2014.06，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博士，师从边玉芳

教授

2008.09至 2011.06，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师从戴海琦教授

【学术论文】

郭磊，刘伟. (2018). CAT 中结合贝叶斯方法与序贯监测程序的题库质量监控

技术. 心理科学, 41(1), 189-195.

郭磊，杨静，宋乃庆. (2018). 谱聚类算法在不同属性层级结构诊断评估中的

应用. 心理科学, 41(3), 735-742.

郭磊, 张金明. (in press). 使用 Bootstrap方法计算认知诊断评估中的信度.

心理学探新.

郭磊，尚鹏丽，夏凌翔. (2017). 心理与教育测验中反应时模型应用的优势与

举例. 心理科学进展, 25(4), 701-712.

郭磊，郑蝉金，边玉芳，宋乃庆，夏凌翔. (2016). 认知诊断计算机化自适应

测验新的选题策略：结合项目区分度指标. 心理学报, 48(7), 903-914.

郭磊, 郑蝉金, 边玉芳 (2015). 变长 CD-CAT中的曝光控制与终止规则. 心理

学报.,47(1):129-140.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15.05】

Guo, L., Bao,Y., Wang, Z. R., Bian, Y. F. (2014).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with different weight for attribute: based on DINA model.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4(3), 802-822. (SSCI)

郭磊, 王卓然，王丰，边玉芳 (2014). 结合 a 分层的兼具项目曝光和广义测

验重叠率控制的选题策略.心理学报, 46(5),702-713.



郭磊, 苑春永, 边玉芳.(2013).从认知诊断新模型看认知诊断的发展趋势, 心

理科学进展, 21(12), 2256-2264.

郭磊 (2013). 认知诊断理论及其应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2, 27-31

Gong, X., Xia, L., Sun, Y., Guo, L., Carpenter, V., Fang, Y., & Chen, Y. (2017).

Proposal Allocation Ratio as a Moderator of Interperson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10.

尚鹏丽, 郭磊，陈佳芳，汪新，张进辅. (2016). 基于 KL 信息矩阵的动态加权

选题策略.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1(10), 1-7.

张兴，陈旭，冉光明，胡娜，郭磊，蔡曙光，李强强. （2016）. 老年人依

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孤独感与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6),

761-768.

王卓然，郭磊，边玉芳. (2014). 认知诊断测验中的项目功能差异检测方法比

较. 心理学报, 46(12), 1923-1932.

王卓然，边玉芳，郭磊. (2015). 项目功能差异对于认知诊断测验估计准确性

的影响. 心理学探新, 35, 272-278.

王卓然,郭磊,边玉芳.(2012).从与标准测验理论之差异谈认知诊断的特征. 考

试研究, 3, 10-20.

【科研项目】

2017.10—2019.03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一代教育诊断测评中的

信效度研究及其应用，主持，立项编号：2017PY20

2015.09—2017.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孤独症谱系障碍

的认知诊断研究，主持，立项编号：15YJC190003

2016.05—2018.0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9 批面上资助项目：优化多项

选择题的认知诊断效能：高阶及题组模型的实现，主持，立项编号：2016M592614

2016.11—2018.07 重庆市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项目特别资助：高效测评

及精确诊断的实现：新型教育测评方法的视角，主持，立项编号：Xm2016089

2016.05—2018.0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对多项选择

题诊断效能地充分挖掘，主持，立项编号：SWU1609178

2014.09—2016.0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序贯监测程

序在变长认知诊断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中的应用，主持，立项编号：SWU1409433

2013.01—2015.12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计算机化自适应

认知诊断研究——以小学生汉字学习为例，主研，立项编号：20120003110002

【学术著作】

参编教材《心理测量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参编教材《SPSS23.0统计分析—在心理学与教育学中的应用（第一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成果获奖】

重庆市科协首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

第 11届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量学术研讨会论文佳作奖

【学术兼职】

《Psychological Reports》(SSCI 期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

理科学进展》审稿人。

深圳市海云天公司教育与心理测量学术顾问

众源仁和（北京）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深圳市海博智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外聘专家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专家

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中心兼职教师

重庆市逸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顾问

北京市网聘咨询有限公司金牌面试官

【国际合作】

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大学学者有学术合作。

【指导学生情况】

我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给学生开设组会，结合 Mplus 软件学习高级统计

分析方法：中介，调节，结构方程模型，多水平模型，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测量

不变性检验等，深受学生喜爱。

指导本科生获得校创项目，经费 0.5万元。

指导三名本科生获得第九届“认证杯”数学中国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全国比

赛三等奖（2016年）。

指导学生获得“含弘杯”科技大赛二等奖。

指导的本科生被公司录用，进行项目研发。

【硕士招生要求】

我对学生要求严格，因为我相信，严师出高徒，没有付出怎能有回报。

成为我的研究生是有挑战的，也是幸福的。我能给你在测评和统计上无限的

帮助和提升。

我的硕士生需符合以下要求：

最好具备一定数理统计基础，计算机编程基础，英语能力（良好及以上）。

如果暂时不具备，只要你有意愿进行该领域学习，也很欢迎。



热爱科研，有强烈愿望，在课题组的帮助下，能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一

篇高水平论文：《心理学报》、SSCI 或 SCI 杂志

尊敬导师；团结同门；知恩感恩。

勤奋；勤奋；勤奋。

如果你觉得自己符合以上要求，欢迎你填报成为我的硕士生。

有我的指导，你的勤奋必能化为硕果。

【联系方式】

E-mail：happygl1229@swu.edu.cn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316

mailto:happygl1229@swu.edu.cn


江琦（1971年 5 月～），男，重庆市合川人。心理学博

士，重庆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6 年

6 月于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获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学

位，2006 年 9 月至 2008年 12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

学与学习研究所从事心理与教育测评方面的博士后研究，

2016年至 2017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心理学院做访问学

者。主要研究方向涵盖：青少年社会性发展(青少年道德形

成)、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学习心理。先后发表中英文学

术论文 70余篇，主编、参编著作 10部，2006年获得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哲

学社会科学奖三等奖。

联系方式：jiangqi98@163.com

刘衍玲，女，羌族，四川汶川人。西南大学心

理学部副教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导

师；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以及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影响的研

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一般

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高校思

政、党建、稳定、网络）委托项目（一般应用性研

究课题）、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庆市文科

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科研项目。在国内刊物发表论

文 80余篇，出版专著 4本，编著教材 5 套（20余

本）。2项科研成果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目前已培养硕士研究生

30余人。在学生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主动思考、愉快合作、勤奋研究、学以

致用”，为学生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鼓励学生自主探究，支持学生感兴趣的研

究领域，为学生积极提供学习的机会，主张学生根据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自己。

联系邮箱：ssq@swu.edu.cn

mailto:ssq@swu.edu.cn


龙长权，男，汉族，出生于 1979年 7 月，湖北省荆州人。

2006年留校工作，2011 年获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

2012年 7 月，聘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认知发展方向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类别与概念形成方面的心理学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美熹德分校访问学者。在 Journal of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Biological Psychology, Brain

Research,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心理学报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多篇。

研究兴趣及方向：

主要研究类别与概念形成和人际沟通。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lcq@swu.edu.cn



麻珂

基本信息：

麻珂，男，1987年出生，山东聊城人，党员，副教

授。

联系方式：

amaze12@163.com，或者 psyke1@swu.edu.cn

心理学部大楼 324或者 504（虚拟现实实验室）。

主要学习经历：

2004.9–2008.7 山东，滨州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

系，本科。专业：物理电子学。

2008.9–2011.7 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硕士。专业：光学工程。

2011.9–2016.2 荷兰，莱顿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认知心理学系

(Netherlands, Leiden University, Faculty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Cognitive

psychology Unit)。博士，专业：认知心理学。

2016.6- 重庆，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基础心理学系，副教授。

研究兴趣及方向：

自我身体认知错觉，基本的流程是：首先在虚拟环境中构建三维虚拟手，脸

部，全身，人们可以通过佩戴虚拟现实设备来操纵虚拟个体，然后，通过改变虚

拟个体的外形，来研究对虚拟身体的观察和感知，如何影响人们对自己真实身体

的认知。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在身体认知错觉的过程中，大脑皮层的变化。

学术论文：

1. 麻珂，张启灿 (2010)。分离物体三维测量的彩色结构光编码新方法。EI，

中国激光。IF = 1.807。

2. Ma Ke and Zhang Qican (2010). A new color structured light coding method

for three-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isolated objects. Proceedings of SPIE,

Interferometry XV: Techniques and Analysis. EI。

3. 麻珂，张启灿 (2011)。三维面形测量中减小物体彩色纹理影响的新方法。

光电子·激光。EI, IF = 1.600。

4. Ma, K., & Hommel, B. (2013). The virtual-hand illusion: Effects of impact and

threat on perceived ownership and affective resona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604. SSCI, IF = 2.6。

5. Ma, K., & Hommel, B. (2015). Body-ownership for actively operated

non-corporeal object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36, 75-86. SSCI, IF = 1.941,

5-year IF = 2.542。



6. Ma, K., & Hommel, B. (2015). The role of agency for perceived ownership in

the virtual hand illusio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36, 277-288. SSCI, IF = 1.941,

5-year IF = 2.542。

7. Zhang, J., Ma, K., & Hommel, B. (2015). The virtual hand illusion is moderated

by context-induced spatial reference fram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1659. Zhang,

J. and Ma, K. shared the first author, SSCI, IF = 2.6。

8. Ma, K., Sellaro, R., Lippelt, D. P., & Hommel, B. Mood migration: how enfacing

a smile makes you happier. Cognition, 151, 52-62. SSCI, IF = 3.479, 5-year IF = 4.623。

9. Ma, K., Lippelt, D.P., & Hommel, B. (in press). Creating virtual-hand and

virtual-face illusions to investigate the self.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SSCI, IF

= 1.325。



邵景进，男，山东郓城人，博士。西南大

学心理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心

理学会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社

会心理学会理事等。

教育与学术经历：

2011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博士学位。2011.07-2014.07 在西南大学心

理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慢性疾病心理适应方向

的合作研究。2014.07 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老

化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先后主

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陌生人信任视角下老年人容易受骗的心理机制与干预

研究）、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西部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基于父母参与

的视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等多项课题，并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Aging & Mental Health、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和心理科学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

研究兴趣：（1）老年人受骗的心理基础，试图回答老年人为什么会受骗的

问题？主要关注影响老年人受骗的心理因素、作用机制及其干预。（2）处境不

利儿童心理研究，主要关注采用追踪设计以探索留守儿童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

及其教育问题。

研究生培养：已顺利培养硕士研究生三届（5 人），目前在读 7 人。欢迎认

真负责、踏实努力、勤于思考和团队合作的同学加入我们实验室，期待与你们共

同开创未来。

联系邮箱：E-mail: jingjinshao@126.com



沈伊默，男，江西九江人，西南大学

心理学博士、副教授，管理心理学方向硕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

源管理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包括雇佣关

系、领导力、组织创新和职场排斥行为等

方面。已经国际 SSCI/SCI 期刊和心理学报

等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各 1项。2014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管

理学院访问一年。期望与做事踏实、喜欢思考、积极主动、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年

轻学生一起在管理心理学领域展开深入有趣的研究。

联系邮箱：shenym1980@126.com

mailto:shenym1980@126.com


王卫红，自大学开始接触心理学，一直未曾离开。

几乎上过关于心理学的所有基础课程，普心啦，实心啦、

社心啦什么的，甚至还包括广告心理学与市场营销学，

也获得过心理学部教学比赛的冠军。过去时啦……

目前在上的课程本科生主要有变态心理学，研究生

开设了团体辅导及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课程。拟开

一门心理电影欣赏课，自己和学生者比较有兴趣，但目

前尚不成体系。

研究领域主要是应用心理学方向，比较集中于心理

健康与变态心理学，当然还涉及了团体辅导的应用，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等。

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大部分在高校，也有医院及培训机构，去到工作岗位后反

应上后比较快，自己及用人单位都比较满意。

希望学生愿意将心理学更多应用于社会生活。

联系邮箱：wangwh@swu.edu.cn

王智副教授

一．基本情况

王智，女，1979年 5 月生于河南周口。2009

年毕业于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获取博

士学位，现职称副教授。

1999-2003，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专业

(学士)。

2003-2009，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发展与教

育心理学专业（硕士、博士）。

2009－至今，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

学部。

二．开设课程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健康心理学》、《心

理教育》、《中学心理教育教学设计》。

三．研究方向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心理。

联系方式：wangzhih@swu.edu.cn

mailto:wangwh@swu.edu.cn
mailto:wangzhih@swu.edu.cn


王晓冬：

博士（神经生物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兴趣：汉语声调的认知加工；双语学习及神经

机制；情感加工多模态认知心理过程及 Adaptation的神

经机制；中枢听觉加工及计算模型；汉字语义识别

科研作品 ：

Xiao-Dong Wang*, Yin-Yuan Wu, A-Ping Liu, Peng

Wang (2013)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in visual words. Scientific Reports. 3.

Xiao-Dong Wang, Ming Wang, Lin Chen (2013) 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for

early auditory processing of lexical tones: Dependence on pitch level and pitch

contour. Neuropsychologia. 51(11), 2238-2244.

Zhen Yuan, Jiang Zhang, Xiao-Dong Wang, Chang-Qing Li (2014)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reflectance diffuse optical tomography using nonlinear

re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continuous wave measurements. Biomedical Optics

Express. 5(9): 3011-3022.

Xiao-Dong Wang*, A-Ping Liu, Yin-Yuan Wu, Peng Wang (2013) Rapid Extraction

of Lexical Tone Phonology in Chinese Characters: A Visual Mismatch Negativity

Study. PLoS ONE. 8(2): e56778.

Xiao-Dong Wang, Feng Gu, Kang He, Ling-Hui Chen, Lin Chen (2012) Preattentive

Extraction of Abstract Auditory Rules in Speech Sound Stream: A Mismatch

Negativity Study Using Lexical Tones. PLoS ONE. 7(1): e30027.

Yin-Yuan Wu#, Dian-Jun Wang#, Xiao-Dong Wang#, Yin-Yin Wang, Fang-Li Ren,

Donald Chang, Zhi-Jie Chang, Bao-Qing Jia (2011) Caspase 3 is Activated through

Caspase 8 instead of Caspase 9 during H2O2-induced Apoptosis in Hela Cells. Cell

Physiol Biochem. 27:539-546. (#Co-First Authors)

Feng Gu, Jing Li, Xiao-Dong Wang, Qiong-Qiong Hou, Yi-Na Huang, Lin Chen

(2012) Memory traces for tonal language words revealed by audit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Psychophysiology. 49(10), 1353-1360.

学术会议与报告

Xiao-Dong Wang and Hong Xu (2013) Neural correlates of face adaptation b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 recordings.Neuroscience 2013,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Nov 2013,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Xiao-Dong Wang, Yin-Yuan Wu, Peng Wang (2013)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auditory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10th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Neuroscience Society, Sep 2013, Beijing, China.

Xiao-Dong Wang, Wee-Kiat Lau, Anthony Hayes, and Hong Xu (2013)

Cross-modal adaptation on facial expression perception.The 36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Visual Perception, Aug 2013, Bremen, Germany.

Xiao-Dong Wang, Kang He and Lin Chen (2012) Spatiotemporal Distinct Patterns

in Early Auditory Processing of Lexical Tones: Pitch Level and Pitch

Contour. Beijing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uditory Neuroscience (BIWAN), May

2012, Beijing, China.

Xiao-Dong Wang, Feng Gu and Lin Chen (2012) Hemispheric specialization in

early auditory processing of lexical tones. The 163rd Meeting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Acoustics 2012, May 2012, Hong Kong, China.

Feng Gu, Xiao-Dong Wang, Kang He and Lin Chen (2012) Preattentive Auditory

Processing of Pitch Glide.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nal Aspects of

Languages. May 2012, Nanjing, China.

Xiao-Dong Wang and Lin Chen (2011) Unconscious Extraction of Abstract

Auditory Rules of Speech: An MMN Study Using Chinese Lexical Tones. The

9th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Neuroscience Society, Jul 2011, Zhengzhou, China.

Xiao-Dong Wang, Feng Gu and Lin Chen (2011) From Sound to Meaning:

Sequential Processing of Acoustic and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Human Brain. The

9th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Neuroscience Society, Jul

2011, Zhengzhou, China (Mini-symposium: Auditory neuroscience from circuits to

computation).

Xiao-Dong Wang and Lin Chen (2011) Sensory Intelligence in Perception of

Speech Sounds. 2011 International Auditory Workshop. Aug 2011. Zhuhai, China.

Xiao-Dong Wang, Kang He and Lin Chen (2010) Sequential Processing of

Acoustic and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Human Brain. 2010 International Auditory

Workshop. Apr 2010. Hefei, China.

联系方式：zarix@swu.edu.cn



吴国榕

1986年出生于朱熹故里——福建尤溪，西南大学心

理学部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在电子科技大学获

得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于比利时根特大学获得

统计数据分析博士学位。在研究兴趣上，主要围绕

神经影像数据开发动态脑功能活动和脑连接分析算

法，开发相应的统计数据分析工具包(DynamicBC，

BrainGPS等)，并应用于心理学和临床疾病研究中。

近年来开始关注无创脑刺激(TMS, tDCS)在临床治疗

上的脑神经机制（包括抑郁症，酒精成瘾等），与临床合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已

发表在 Brain Stimulation，Human Brain Mapping 等杂志上。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联系方式：Email: gronwu@gmail.com

个人主页：https://guorongwu.github.io/Lab/



吴明霞：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咨询方向）。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系统注册督导师

（精神分析取向，注册号：D-18-014）。美国心理学

会心理治疗发展学会（APA第 29 分会）会员，中国

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长期从事心理咨

询的临床实践、教学和科研。著有多本学术专著及通

俗读物。

我致力于心理学在促进心理健康中的应用，希望

更多的人有更适切的视角来看待人心、理解人心、尊重人心。

我的研究兴趣是：（1）心智化与母婴心理健康的关系（2）女性将自我作为

性的客体而导致的自我物化现象。

我的心理咨询专业受训经历：中美心理咨询和治疗督导师培训

（2016.6-2017.12）中英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及心智化连续培训（2015-2018）中

英婴儿观察培训（2016.1-2018.2）中挪第三期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高级组培训

（2012-2015）中德第四期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初级组培训（2008-2010）；

邮箱：snail@swu.edu.cn

欢迎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同时又具有研究兴趣的同学加入我们。



徐展，博士，副教授，现为西南大

学心理学部副部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重庆市心理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主

任，任《Visual Cognition》、《心理学

报》、《心理科学》等学术期刊审稿

人。与国际同行联系密切，曾在英国

师从工作记忆理论创始人 Baddeley

和 Hitch（2005-2006）学习，以及同美

国芝加哥大学 Vogel 和 Awh 教授开展合作研究（2014-2015）。主要研究认知心

理，特别是工作记忆与注意、思维与创造性等。近年在工作记忆研究领域已在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SSCI1 区)、《心理学报》等发表相关论文近 20 篇。

参与及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的课题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教材 5 部，

获得重庆市社科类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另拥

有软件著作权 1 项。长期为本科生、硕士生等讲授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

教学能力突出，获得西南大学教师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要求学生思维活跃、勇

于创新、善于钻研，英语熟练。已培养硕士研究生超过二十人，其中成功推荐 6

人在美、英攻读博士、硕士学位，4 人在国内攻读博士。欢迎大家报考。

联系邮箱：xuzhan@swu.edu.cn

杨红升，男，山东人。中国心理学会会员，重庆市

心理学会会员。《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

科学进展》、《心理与行为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等杂志匿名审稿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师

范大学和西南大学，曾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从事访问研

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自我与社会认知，侧重于通过行为

指标、眼动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手段考察自我信息的加

工优势，相关研究成果已在《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Memory》、《心理学报》、《心理科学》

等刊物上发表。

目前已毕业研究生 2界，分别就业于高校或公司。

联系方式：yanghs@swu.edu.cn

mailto:xuzhan@swu.edu.cn


杨洁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3

年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学

位，2013.-7-2015.06 在西南大学数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情感

计算方向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情绪预期与事前情绪调控，

共情及其调控领域的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先后主持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与重庆市博士后基金等多项

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entific Reports

（IF=5.4），Psychophysiology（SSCI 一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Brain Researc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PLOS ONE,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等国内外著

名杂志发表论文 13篇；有关情绪预期的系列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报》

的专题报道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联系方式：yangjiemin85@126.com

余林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400715

电话：13983627279

Email：yulin@swu.edu.cn;

QQ: 240526261

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副

主任，兼职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重庆市心理测量学会副主任。主要从事老

年心理健康与认知老化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是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心

理科学进展》，《心理科学》等多个国际、国内期刊审稿人。曾在美国罗切斯特

大学和英国威尔士大学东北学院做访问学者。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等科研项目；主编《教育心理学》、《认知

老化的心理学研究》等多部著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0余篇，有多余

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主要培养学术型（老年心理健康与认知老化）与应

用型（认知老化的干预技术、老年心理健康与人力资料开发）两个方向的研究生。

前者以科研后备人才为培养目标，后者以高水平的实践应用人才为培养目标。

mailto:yangjiemin85@126.com


晏妮（1986.12 – ），女，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

斯汀分校博士，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研究员，美国

儿童发展研究协会（SRCD）会员，九三学社社员。

晏妮博士于 200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学士

学位，2014年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类

发展与家庭科学系博士学位。2014年 7 月加入西南

大学心理学部，分别担任讲师、副研究员，承担儿

童社会性发展、情绪心理学等多项课程，同时也在

国际儿童心理与家庭咨询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承

担科研和实践工作。

晏妮博士主要从事家庭教养行为、亲子关系与儿童早期适应的研究。晏妮博

士在此领域的前期研究已有多篇文章发表于儿童发展领域的顶级期刊，如

《Development andPsychopathology》《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以及《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并著有《波士顿父母的二十六堂育儿课》等科

普书籍。同时，晏妮博士先后主持了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探索亲子关

系的中介者作用及负面情绪性的调节者作用”）与 1 项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抑

郁母亲的目标激活与调节缺陷以及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

欢迎对儿童发展和家庭科学拥有强大的好奇心和学习内驱力同学加入我们

的研究团队。

联系邮箱：niyan@swu.edu.cn

mailto:niyan@swu.edu.cn


喻婧

学术就职

2014-至今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4-2015 瑞士巴塞尔大学心理系 访问学者

2012-2014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讲师

教育背景

2009-201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成人发展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

2006-2009 北京大学心理系 脑与认知神经科学

2002-2006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心理学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集中在老年心理学领域，主要包括决策行为受正常老化和异常老化

的影响机制，睡眠及睡眠巩固性记忆受老化的影响，以及认知障碍老年人的早期

识别。目前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已在国际期刊发

表论文 30余篇，其中 20余篇被 SCI/SSCI 检索

招生情况

已指导研究生 7名。欢迎有志于科学研究，对老年心理感兴趣的同学积极联

系。

联系方式 yujingpku@gmail.com



曾建敏，男，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剑桥大学

访问学者。

【主研领域】

判断、决策、博弈、社会之心理学、神经科学 /

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社会神

经科学。

【学术简历】

2009年 9 月—2010年 9月：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2007年 8 月—…………：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特聘副教授……正评副研究员。

2005年 7 月－2007年 8月：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讲师。

2002年 8 月－2003年 9月：与美国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学者合作

进行推理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

2002年 2 月－2002年 7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访问学生，师从傅小兰

研究员。

2000年 9 月－2005年 6月：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硕士生、提前攻博

博士生。

【论文情况】

在《Brain Research》《Brain and Cognition》等国际英文(S)SCI 期刊和《心理

学报》《心理科学》等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在国际顶尖心理学期刊《Psychological Review》曾有第一作者论文进入二审。

另有多个研究现在进行时中。

【学术兼职】

《Social Neuroscience》(SCI 期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审稿人。

【国际合作】

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大学学者有学术合作。

【喜欢格言】

做事像山，踏实；做人像水，随和。

【指导学生】

我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我的学生培养工作卓有成效。

我指导的本科生有的发表了英文(S)SCI 期刊论文，为西南大学心理学系、院、

部首例。

我指导的硕士生中，已毕业的（共 2人），



全都发表了英文(S)SCI 期刊论文，

全都获得了国家奖学金(2 万元)。

硕士生王某毕业后，被一所公办本科高校聘为教学科研人员。

【硕士招生】

成为我的硕士生，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

我的硕士生，需符合以下要求：

①热爱科研，有强烈愿望：在硕士生期间作出一项科学发现（很小的发现也

行）、发表英文(S)SCI 论文。

②对我的研究领域中的一项或多项有初步了解和强烈兴趣。

③尊敬导师；团结同门；知恩感恩；不会过于自我中心；无歇斯底里等精神

疾患；不找借口转导师。

④英文水平良好。大学英语六级、专业英语四级（不是大学英语四级）、专

业英语八级、GRE、托福、雅思等英语考试之一成绩良好。

⑤勤奋；勤奋；勤奋。

如果你觉得自己符合以上要求，欢迎你填报成为我的硕士生。

有我的指导，你的勤奋必能化为硕果……

【联系方式】

QQ: 179198951

【个人博客】

http://star36.blog.163.com/

http://star36.blog.163.com/


张仲明，男，西南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博士，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

分校（UCSB）访问学者。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

省部级纵横向项目三十余项，出版专著和教

材等 15部（含参编）。已经在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Medical hypotheses 等 SCI（SSCI）和《心理

科学》等发表论文 50余篇。

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具体领域：

强迫症的认知和神经病理机制研究

强迫症的心理治疗研究

认知治疗研究和 NLP研究

心理咨询治疗研究

每年咨询个案时数 150小时，累计个案时数约 2000小时。尊祟“君子健心，

康者无敌"的信念。

学生培养上坚持“做人做事做科研”的原则，执行“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

双轨培养机制，目标是培养出“科研能力优异、实践技能出色”的双优生。

欢迎优秀学子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联系邮箱：Zzm888@swu.edu.cn



郑丽军，男，博士，汉族。西

南大学心理学部副研究员，硕士生

导师。国际性（性别）研究学会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ex

Research，IASR）会员。2012年 6

月博士毕业于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并留校工作。主要从事性与性别的

心理学研究。研究兴趣包括性别差

异、择偶偏好与两性关系、网络性

活动、性取向与性行为、同性恋的

角色区分、性少数人群的心理健康等。对中国性少数人群实施了多项研究，发表

SCI/SSCI 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发表在 IASR 官方期刊，国际性别研究权威

期刊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联系邮箱：lijuntrue@163.com

邹枝玲：（1978.1~）女，江西乐安人，

博士。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

教育、学术经历：1995.9~1999.7 北京

科技大学金属材料学士，2000.9~2003.7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心理学硕士，

2004.9~2007.12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基

础心理学博士。于 2005 年到英国东北教育学院（NEWI），2006 年中科院心理研

究所，2014年美国 Icahn Medical School at Mount Sinai (西奈山医学院,纽约）精

神病学系访学。

研究兴趣：主要围绕成瘾及其他奖赏行为，采用行为和脑成像技术（fMRI、

ERP）考察成瘾物质（如海洛因、尼古丁等）、成瘾行为（如上网、手机使用）、

其他奖赏行为（如浪漫爱情）对个体行为和大脑的影响。

研究生培养：已顺利培养毕业研究生两届（5 人），目前在读 8 人。虽经验

不足，但学生们通过努力已在国内外杂志（如 Plos One，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心理科学等）上发表论文，毕业生均获得较理想的去向。我为他

（她）们骄傲！

联系邮箱：zouzl@swu.edu.cn

mailto:lijuntrue@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