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

会议暨第七届海峡两岸“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研

讨会通知（第三轮）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海峡

两岸“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研讨会将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0 日召

开。鉴于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会议将全部改为线上形式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

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西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心

理学院和甘肃省心理学会承办。热忱欢迎各位学界同仁参会！

大会主题：新征程中的中国质性心理学

主办单位：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西北师范大学

承办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甘肃省心理学会

协办单位：台湾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会

广东省心理学会儿童、青少年心理援助专业委员会

技术支持：心仪脑



一、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席：

刘电芝（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刘仲奎（西北师范大学校长）

执行主席：

赵 鑫（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

副主席：

郑剑虹（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钟 年（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燕良轼（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吴继霞（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杨莉萍（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秘书长：

舒跃育（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傅安国（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

李继波（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

大会学术委员会

刘电芝、钟年、燕良轼、郑剑虹、吴继霞、杨莉萍、丁兴祥、翁开诚、陈祥

美、毕重增、陈建文、陈顺森、陈羿君、程素萍、范丽恒、刘素凤、李文玫、傅

安国、谷传华、郭斯萍、何吴明、贾林祥、江波、寇冬泉、李继波、李力红、凌

辉、刘礼艳、刘力、刘培、刘学兰、刘燕平、刘毅、卢凤、罗鸣春、罗文波、麻

彦坤、彭文波、舒跃育、田宝、田良臣、吴铁钧、夏凌翔、徐建平、阎书昌、阳

莉华、杨玲、叶一舵、殷明、尹可丽、岳童、张爱莲、张宝山、张建人、郑显亮。



二、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负责人 主持人 备注

10 月 28 日 15:00-18:00 设备调试 付军军

10 月 29 日

8:30-9:10

开幕式：

1.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教授致欢迎辞

2.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赵国祥教授致辞

3.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乐国安教授致辞

4.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

主任 刘电芝教授致辞

舒跃育

刘显翠 赵鑫

9:10-9:50 大会主题报告（1）Bamberg, Michael

尹玉龙

毕重增

9:50-10:00 中场休息

10:00-10:40 大会主题报告（2）叶浩生 刘电芝

10:40-11:20 大会主题报告（3）丁兴祥 钟年

11:20-12:00 大会主题报告（4）Mayer, Claude-Hélène 杨莉萍

12:00-13:30 午休

13:30-16:00

分组报告（1）
（分组报告分

上下两个时间
段，每个时间

段各安排 4 组
同时作报告）

1. 心理传记研究（1） 姜艳斐 谷传华 张建人
见 报

告 详

细 议

程 安

排

2. 叙事心理研究 （1） 尹玉龙 陈建文 罗鸣春

3. 扎根理论研究 潘超超 叶一舵 夏凌翔

4. 其他质性研究（1） 曹华 徐建平 张宝山

16:00-16:10 中场休息

16:10-18:30 分组报告（2）

5. 心理传记研究（2） 姜艳斐 傅安国 刘学兰 见 报

告 详

细 议

程 安

排

6. 叙事心理研究（2） 尹玉龙 李文玫 麻彦坤

7. 文化与民族心理研究 潘超超 李继波 田宝

8. 其他质性研究（2） 曹华 陈羿君 范丽恒

10 月 30 日

8:30-9:00 大会主题报告（5）郭斯萍

尹玉龙

吴继霞

9:00-9:30 大会主题报告（6）刘良华 吴继霞

9:30-10:00 大会主题报告（7）郑剑虹 燕良轼

10:00-10:10 中场休息



10:10-10:40 大会主题报告（8）翁开诚 燕良轼

10:40-11:10 大会主题报告（9）田良臣 杨玲

11:10-11:40 大会主题报告（10）舒跃育 杨玲

11:40-12:00

闭幕式：

1.参加会议报告的研究生代表发表感言（5

分钟）

2.参加会议报告的青年教师代表发表感言（5

分钟）

3.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赵鑫教授总结

发言

舒跃育

刘显翠
郑剑虹



三、大会学术主题报告

（一）大会学术主题报告（Ⅰ）

时间：10 月 29 日 9:10-9:50

主持人： 毕重增

联络员： 尹玉龙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Bamberg, Michael Qualitative, Identity, and Narrative

（二）大会学术主题报告（Ⅱ）

时间：10 月 29 日 10:00-12:00

主持人： 刘电芝 钟年 杨莉萍

联络员： 尹玉龙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2 叶浩生 生成认知: 身体动作“创造”世界

3 丁兴祥 心理传记的叙说与实践：助人专业面向的开展

4 Mayer, laude-Hélène Psychobiography on Women Leaders across Cultures
（三）大会学术主题报告（Ⅲ）

时间：10 月 30 日 8:30-10:00

主持人： 吴继霞 燕良轼

联络员： 尹玉龙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5 郭斯萍 质性心理学的人文性目标：从文化到文明

6 刘良华 从教育自传到叙事教育学

7 郑剑虹 从我国叙事心理学研究现状谈心理学质性研究的几个问题

（四）大会学术主题报告（Ⅳ）

时间：10 月 30 日 10:10-11:40

主持人： 燕良轼 杨玲

联络员： 尹玉龙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8 翁开诚 走进质性研究的小历史

9 田良臣 人性的复杂性与心理学质性研究的思考

10 舒跃育 教师与武侠：马云的心理传记学分析



四、分组报告

（一）分组报告（Ⅰ）

时间：10 月 29 日 13:30-16:00

1.主 题：心理传记研究（1） 主持人：谷传华 张建人

联络员：姜艳斐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谷传华 文化视野中的心理传记研究

2 赵敏如，吴继霞 为寻庄子知归处：刘文典从一位革命者转向庄子研究之路的心理

传记学研究

3 衣新发 中国古代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及其影响因素

4 丁雪，郭本禹 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路径选择：心理传记学的研究视角

5 张婧秋，程新宇，王鹏 生涯心理传记:一种全景式发展视角

6 何超然，张建人 从客体中寻找自我——萧红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7 许敏，舒跃育 隐忍苟活与英勇就义之间：司马迁的心理传记分析

8 刘晴宇，凌辉 张爱玲亲密关系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9 刘学斌，舒跃育 鲁迅自我同一性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10 安欣雨，舒跃育 “职场返校”硕士生群体的职业同一性探索

11 卢海霞，舒跃育 “鸡娃”的背后家长在焦虑什么？——甘肃省双职工家庭中教育

焦虑的质性研究

2. 主 题：叙事心理研究（1） 主持人：陈建文 罗鸣春

联络员：尹玉龙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罗鸣春 生命线图：一种叙事研究的有效工具

2 邓明宇，洪瑞斌 自我叙说研究在台湾发展之现况探究

3 张继元，谭天，陈沁芳 从情达美，以美立命：辅“仁”的生命叙说与实践

4 徐艳平 疫情后高校叙事团辅生命叙事之心理作用分析

5
张海钟

农村男性未婚离婚叙事归因与社会治理和心理建设——以甘

肃 D 村为例

6 屠珺楠 探索个案诗词敘事中的理想型生命主题

7 岳婷 我与一名民间中医的一场身心转化的邂逅

8
陈绚，余思慧

进退两难及何地有方：“小镇做题家”在社会参与中的心态失

调、仪式抵抗与自我重构

9 冯宏维 一个从小父母离异的内向男的婚恋故事

10 邬敏，郭玉芳，许宝惠 国内叙事护理研究现状及趋势的可视化分析

11 何承林，郑剑虹 叙事治疗在大陆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3. 主 题：扎根研究 主持人：叶一舵、夏凌翔

联络员：潘超超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申燕，张玉萍 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医药人才胜任力模型研究

2 宁良雨，何虎，汪俊一 基于“扎根理论”的孕产妇心理健康服务必要性的研究

——以针对孕产妇的软件为例

3 何木叶，刘电芝 孤独症优秀教育康复教师的核心素养——基于扎根理论研究

4 赵意，杨莉萍 大学生沉迷短视频的心理分析：焦点团体访谈结合扎根理论的

探索

5 陈真珍，马红宇，吴漾 导学工作同盟的结构和内容——一项关于有效导学关系的质

性研究

6 苏田，查抒佚，蒋柯 基于扎根理论的大学生领导力模型建构

7 夏彦，舒跃育 是否“子承父业”？——家庭职业传递背景下青年人生涯决策

的质性研究

8 张鹏飞 高职公费师范生就读意愿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

析

9 常心怡，高诗媛，严文华 异性恋只喜欢异性吗

——介于异性恋和 LGBT+群体之间的个体的自我认同发展过程

10 冯乐乐 赵琪 王广新 青年群体亲密伴侣精神暴力发生机制：关系权力动态演进

11 宫云静，张爱莲 从情感异化到主体返场：大学生婚恋观的代际传递及模式再造

12 刘宏伟，王广新 “12345”市民热线承办人员胜任力模型构建

13 单瑞飞，张琳然，于战宇 焦虑的代际传递：基于初中生访谈的 Nvivo 质性分析

4. 主 题：其他质性研究（1） 主持人：徐建平、张宝山

联络员：曹华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邹佳晓，何吴明 Revision and Application of Attitude Scale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2 许琼蕾 The reflection of a multi-methods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on
migrant children’s daily experiences

3 曹畅，查抒佚，蒋柯 “如果我的伴侣是双性恋怎么办？”：对亲密关系中双性恋负性

态度的解释现象学分析

4 黄睿智，蒋柯 探讨高焦虑个体的自我结构化特征的研究

5 周薇，叶一舵 女性不婚心理历程的质性研究

6 徐建平 混合方法研究范式设计类型的迭代与更新

7 张琳然，于战宇 高校心理委员胜任力的提升：来自混合研究的证据

8 吴思衡，疏德明，

刘电芝

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识别标志物——基于定性系统评价法的分

析

9 于颖颖，于战宇 “基于大数据的质性研究”在心理学中的应用困境与对策

10 陈自松 “他不像我的老师，他更像是我的老板”：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



系现状的质性研究

11 王蕊，史铁英 肺癌患者病耻感体验质性研究的系统评价和 Meta 整合

12 彭雯琪，白丽英 专业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心理特征对照研究

13 陈昭铭，刘学兰 疫情背景下留学生爱国倾向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过程的质性研

究

（二）分组报告（Ⅱ）

时间：10 月 29 日 16:10-18:30

5.主 题：心理传记研究（2） 主持人： 傅安国、刘学兰

联络员： 姜艳斐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牛海群，丁雪，郭本禹 “忠诚者”埃里克森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2 叶浩生，苏佳佳 叶浩生专访：心理学家的为学路

3 蔡念耘，陈祥美 没有子嗣的母亲——安妮女王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4 余柏勋，陈祥美 誓不做亡国之君—光绪皇帝的为与不为

5 吴聪慧，陈祥美 宋美龄的价值选择：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取向

6 王鹏，程新宇，黄嘉宇 基于生涯心理传记学和主题模型探讨“鉴湖女侠”秋瑾的性别

角色认同和女权主义思想

7 谢霞，舒跃育 李清照男性气质成因与“再嫁之谜”的心理传记学分析

8 李武成，廖书艺，舒跃育 在死亡叙事中达到本真——余华心理传记学研究

9 王银赐 花果飘零、灵根自植：唐君毅的心理传记研究

10 李嘉明，郑剑虹，舒跃育 主题分析在心理学中的缘起、现状和未来

6.主 题：叙事心理研究（2） 主持人：李文玫、麻彦坤

联络员：尹玉龙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魏润芝 基于“自传资料”的个体叙事分析的本土化探索

2
冯子旂，许育光

台湾心理咨商硕士自我叙说研究论文质性后设分析：时间序位

与个人多重处境脉络格局的越瞰与潜视

3
王勇智

抉择审思的自叙与理序：反映教育现场的历史性与实践的伦理

考量

4 申宇辰 中国大学生典型生涯故事研究

5 崔煜昊，杨莉萍 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心理适应过程：一项叙事研究

6 赵佩茵，郑剑虹 基于生命故事的肢体残疾人幸福感研究

7 刘书瑜，凌辉 苦难经历中探索自我认同 ——一位博士生的生命故事访谈

8 李贻峻 光环之下：医学系学生的生涯叙事探究与认同实践

9 刘晴宇 基于四位一体开发的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质性研究



10 赵蔓琪，刘燕平 家庭代际隔阂：一项针对曲靖城区老人的质性研究

11
龚韵琛，高雄

高职学生身份认同危机的认知和积极身份认同构建：一种路径

式生命叙事研究的探索

12 李文玫 语言、访谈与叙事

7.主 题：文化与民族心理研究 主持人： 李继波 田宝

联络员： 潘超超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张佑维 蔡元培平民夜校的理念与台湾社区大学开门办学的实践

2 林政文，陈祥美 修复式正义工作者教育训练经验之探究——以中华修复促进协

会为例

3 燕良轼，李婵， 庄子的大智慧——兼论中国传统的对话研究与诠释学

4 曹雪飞，谭天，张继元 从不同宗教发展脉络反观科学主义心理咨询中的伦理幻觉及对

其的批判：奇迹变化和定义集权

5 潘丽雯 以文化心理学视角探究高龄生活意识之实践研究

6 尹可丽 关于民族文化，青少年在族际同伴圈讨论些什么？

——族际文化社会化的一项自传性叙事探究

7 崔光辉 “吾侪所学”缘何“关天意”？

8 田宝，田肖青，陈镜羽 五行人格模型的理论建构

9 尹宏亮，吴良，毕重增 文化自信的意义表征

10 王壮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1 盛小桐，陈建文，章劲元 生命叙说中的“仁”与“诚”——儒家文化中的叙事治疗真谛

8.主 题：其他质性研究（2） 主持人： 陈羿君、范丽恒

联络员： 曹华

序号 报告人 题 目

1 陈羿君，陈自松 性别角色在单亲家庭中的代际传递的质性研究探索

2 徐嘉蔚，殷明 警院学生专业满意度和职业选择倾向相关性的研究

3 蔡雯欣，王贤，殷明 警校生毕业去向选择的质量混合研究

4 范丽恒，汪银玲 中国幼儿的动画世界：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

5 楚恬思 Social Media, Celebrities, Comparison in Reality, and Postpartum Care
Centers: The Body Image of Pregnant and Postpartum Women in China

6 丁乐馨，舒跃育 经历校园欺凌者创伤后成长及影响因素研究

7 程峰 当我们直面死亡：大学生死亡反省的质性研究

8 周树芝，谷传华 Nurses’ experience about Balint groups under Covid-19: a qualitative
study

9 蒋欣芳 以声愈情的可能性——从「己声」出发

10 李蕙杉，封文波 亲子分离对留守经历者同伴和师生互动的影响——自尊与自信的

中介作用



11 曹乐薇，封文波 亲子分离对留守经历者亲子和亲密互动的影响——自尊与自信的中

介作用

12 何思宜，郑显亮 祖辈抚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质性研究

13 郭艳丽，何思宜 基于 Nvivo软件的高一学生考试焦虑成因的质性研究

14 刘志军，张磊，肖雪 贵州省订单定向医务人员工作贡献、离职意愿和培养建议的开放式问

题调查分析

五、会议形式和直播观看方式

本次会议将通过“心仪脑”平台进行实时直播（https://zwe.xet.tech/s/25D32V），

不提供录屏回放。

六、会议收费

本次会议免费。

七、会议服务安排

会议主会场和每个分会场将安排一名工作人员，负责会议期间与参会代表联

系、会议前期测试等工作，烦请各位参会代表配合。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舒跃育 13893265072、廖书艺 18135840704

邮箱：qualitativepsy2022@163.com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

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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