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9 月 27 日

09:00-18:00 报到 观和国

际酒店18:00-20:00 晚餐

2024 年 9 月 28 日（主会场：图书馆报告厅 ）

09:00-09:45 开幕式

1.河北师范大学校领导致辞

2.中国心理学会领导苏彦捷、罗跃嘉致辞

3.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刘电芝致辞

4.台湾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会理事长吴晓明致辞

张志杰

2024 年 9 月 28 日 大会主旨报告（主会场：图书馆报告厅）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09:45-10:25 生命故事：萌生、即离与改写 钟年 燕良轼

10:25-11:05 再探叙事研究方法论：我对叙事概念、理论及方法之心得分享 洪瑞斌 郑剑虹

11:05-11:20 茶歇

11:20-12:00 多元方法论对质性研究的意义 杨莉萍
吴继霞

12:00-14:00 午餐及休息

2024 年 9 月 28 日 （分会场一：心理传记 地点： 教育学院245会议室）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4:30-14:45 以史为镜：心理传记学的新发展与本土化探索 舒跃育等

舒跃育

14:45-15:00 有“情”于世的多元生命图像：青年孙中山革命前夕的文化心
理拉扯与自我确认

张继元

15:00-15:15 仕途还是学术？心理传记视角下分析陈献章的人生抉择 梁媛、黄时华

15:15-15:30
行走在理想与现实边缘——辛弃疾的心理传记分析

欧子寒、彭文波

15:30-15:45
颠沛流离的闽海奇人--陇中廉吏许珌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尤梁栋、谷传华等

15:45-16:00 职业运动员的自我决定——以李娜的心理传记学分析为例 李志坤

16:00-16:15 茶歇

16:15-16:30
心理传记分析迈进心理传记疗法实践的理论契合

何承林、郑剑虹等

郑显亮

16:30-16:45
心理传记疗法对大学生“空心病”现象的干预研究

仲慧敏、舒跃育等

16:45-17:00
榜样认同度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及团辅干预研究

：基于生涯心理传记疗法和交互式阅读疗法
尹珂欣、王鹏等

17:00-17:15
领导者个人特质与国家命运：特朗普与拜登的比较心理传记分析

谢霞、舒跃育等

17:15-17:30 拜登与特朗普到底谁更能共情？——兼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张银霞、舒跃育等

17:30-17:45 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战士性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张鉴厵、孟祥寒等

17:45-18:00
女禅师开悟之旅探索——以印空长老尼心理传记学研究为例

崇剑

18:00-19:30 晚餐



2024 年 9 月 28 日（分会场二：叙事心理 地点：教育学院228会议室 ）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4:30-14:45
忧郁、青少年与影像叙说之展褶 赖诚斌

罗鸣春

14:45-15:00 向死而生——重大疾病患者的生命叙事 罗鸣春

15:00-15:15
中国独生女的性别同一性危机：基于自我叙事的生命史分析

王泽钰、舒跃育等

15:15-15:30 聆听历史的创伤：我如何进入家族故事的叙说 司安妮

15:30-15:45 一条身份整合之路：一位博士母亲的自我叙说 黄玲

15:45-16:00 留守经历大学生生命历程叙事的个案研究 宋琳婷

16:00-16:15 茶歇

16:15-16:30 亲密关系冲突下女性主体性之探究 吴晓明

凌辉

16:30-16:45 女性主义的叙说与实践：课程教学的行动研究 曹琴

16:45-17:00
叙事研究在探索潮汕地区家庭教养牺牲与家庭冲突的关系中的作

用
沈润嘉

17:00-17:15 家庭话语中大龄头胎青少年的身份建构及其对家庭教育的启示王雅琪、舒跃育

17:15-17:30
家庭系统理论视角下父母教育焦虑及对子女影响的叙事研究 卢海霞、舒跃育

17:30-17:45 特殊群体的生命故事研究 吴莹、郑剑虹

17:45-18:00
遇见一个人，遇见太极 岳婷

18:00-19:30 晚餐

2024 年 9 月 28 日（分会场三：扎根理论 地点：教育学院224会议室 ）

14:30-14:45 心性修养结构的质性研究 黄时华、张颖颖

徐建平

14:45-15:00 大中小心理健康一体化建设：基于质性研究的探索
祁斌业、杨栋等

15:00-15:15 进食障碍在中国青年女性中的产生、发展及应对 唐千惠

15:15-15:30 中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资源失衡模型--基于经典扎根理论

的研究
黄鑫、李强

15:30-15:45
基于扎根理论的大学生考编征途心理困境形成机制与突破路径研

究 武慧娟、刘电芝等

15:45-16:00 结合文本挖掘与扎根理论的中国大学生内卷心理维度辨析
廖梓翔、宋丽娟等

16:00-16:15 茶歇

16:15-16:30 城市大龄单身青年婚恋境遇的质性研究 潘超、舒跃育

寇冬泉

16:30-16:45 被困住的自由——“躺平”的概念建构与生成机制探索 邹珺、郭思慧

16:45-17:00 抗争与认同：中国农家子弟的身份建构与重构 强小霞、舒跃育等

17:00-17:15
广泛焦虑背景下高校心理委员胜任力影响因素与提升机制 张琳然、史景轩等

17:15-17:30
“女性在生育中经历了什么？”：生育叙事中自我建构过程的质

性研究 张若淼、舒跃育

18:00-19:30 晚餐



2024 年 9 月 28 日（分会场四：其他质性研究（1） 地点：教育学院222会议室 ）

14:30-14:45
传统生态保护治理心理与行为的现代化转化与实践——以云南

省双柏县为例
普富香、尹可丽

李力红

14:45-15:00
老年慢性病患者数字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邵瑜娇、段小翠等

15:00-15:15
父亲在位对青少年影响的质性研究

张贵萍、吴宝沛等

15:15-15:30
网络欺凌目击者行为差异及心理机制的质性研究

欧阳雨亭、王建平

15:30-15:45
男性服刑人员自我伤害及自杀行为的定性研究

杨佳丽、赵辉

15:45-16:00
变革中的角色：中国中层管理者的胜任特征：在传统与互联网

环境中的差异
董航、徐建平等

16:00-16:15 茶歇

16:15-16:30 基于社会参照论的老年人自杀意念相关的心理落差质性研究 张丹、苏永刚等

殷明

16:30-16:45 女性戒毒民警胜任力案例分析：基于访谈的深入探索 康艳俊、王鹏等

16:45-17:00 PUA中的关系权力演化及其心理影响——基于受害者的视角 熊艳、王广新等

17:00-17:15 助人亦助己：小红书利他性分享行为的动因解读与影响分析 滕国鹏、王俊懿

17:15-17:30 西部地区社会老年心理服务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张莫婷、唐平等

17:30-17:45 “消失的他”——从女性主义心理学视角看孤独症儿童父亲参
与现状

张茹媛、杨健

18:00-19:30 晚餐

2024 年 9 月 28 日（分会场五：其他质性研究（2） 地点： 教育学院316会议室）

14:30-14:45
他者的解困路径

尹可丽

邓明宇

14:45-15:00 台湾高校自我伤害心理咨询之内涵与实践
邓明宇

15:00-15:15
巴林特小组对阈下抑郁大学生人际困扰的干预效果及有效因素的

质性研究
周树芝、谷传华等

15:15-15:30 督导在女大学生生命叙事咨询中的实践应用 罗维

15:30-15:45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硕士项目中的质性研究教学 樊书慧、唐千惠

15:45-16:00 大学生对心理求助的认识和体验 田晨

16:00-16:15
茶歇

16:15-16:30
大学生正念练习的体验：一项解释现象学分析

刘彩玲、李继波

16:30-16:45
质性研究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

张景焕

16:45-17:00
个案研究有什么意义？—科学心理学中个案研究的历史贡献与展

望
郑倩雯、舒跃育等

李继波

17:00-17:15
社交焦虑者对社交规范的感知：一项质性探索

曹阳、唐信峰

17:15-17:30
心理学本土化背后的殖民主义变迁

刘文鑫、杨玲等

17:30-17:45
“内卷”之困：场域视域下的高校学生抑郁生发机制

刘小芬

18:00-19:30 晚餐



2024 年 9 月 29 日 大会主旨报告（主会场：图书馆报告厅）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08:30-09:10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贾恩绂及其《心灵学讲义》 阎书昌 贾林祥

09:10-09:50 教育叙事研究如何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李西顺 麻彦坤

09:50-10:10 茶歇

10:10-10:50
中国人时间洞察力的质性探究

傅安国
刘学兰

10:50-11:30
我是谁眼中的谁？——台湾医学系学生的生涯故事

李贻峻
尹可丽

11:30-12:00 会议闭幕式 郑剑虹

12:00-14:00 午餐及休息

离会

免费工作坊

一、9月27日 19:30-22:00

1.蒋柯、颜文靖：ChatGPT等人工技术在质性研究中的应用

地点：教育学院245会议室

二、9月28日 19:30-22:00

1.徐建平、郑剑虹：混合方法

地点：教育学院245会议室

2.舒跃育：心理传记法

地点：教育学院228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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