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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 9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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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 90 周年，本刊特邀张厚粲教授和余嘉元教授撰写
《中国的心理测量发展史》，以飨读者。该文由张厚粲先生亲自执笔，余嘉元教授协
助提供详实史料，历时数月终成其稿。此文由史及论，史论结合，读者从中所获启示
绝不限于心理测量领域，因为中国心理测量学科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乃是心理学在
中国的坎坷经历之缩影。我们应更珍惜如今的大好局面，以史为鉴，温故知新，为社
会进步和时代发展再谱中国心理学的新篇!
“情感教学心理学研究”、“儿童青少年元认知的发展特点及作用的心理机制”、

“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培养的整合研究”三篇文章为本刊编辑部特别委托中
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学分会组稿，其执笔者均为国内在这些领域深耕多年而卓有建
树的学者: 卢家楣教授团队开拓了以教学中的情感现象为对象的情感教学心理学并
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拓荒意义的研究、陈英和教授团队长期以来对探明元认知的发展
和作用之心理机制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研究、张大均教授团队以独具特色的青少
年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培养的整合思想对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之理论与实践的
探索，所有这些都无愧于在列中国心理学家具有可贵原创性的成果之中。三篇论文
虽各有专擅与侧重，但它们都指向心理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人的全面而健康之发
展; 同时，它们也契合今日教育心理学的宏观视野，显示跨领域相互渗透的合作态势。
中国教育心理学家的努力与成果应得到肯定与喝彩!

本刊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 90 周年的专文与专栏已全部刊发。十年后，中国心
理学会将迎来百年庆典，我们深信中国心理学家那时定会有更丰硕的成果奉献于世!

中国的心理测量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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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关心理测量的思想起源于中国古代。但西方科学的心理测验理论与方法是 20 世纪初自西方传人中国的。30 年的发
展取得很大成绩，但道路艰辛曲折，文章分三个阶段对之作了回顾。一、最早是 1915 年外国学者为比较中美儿童的智力差异对广
州 500 名小学生进行测试。同一时期，我国学者也开始自己编制测验，“小学生毛笔书法量表”是最早的标准化教育测验。廖世承
和陈鹤琴 1920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开设测验课程，出版《心理测验法》一书，正式介绍科学的心理测验。与美国专家合作编制多种
测验，1923 年与美国专家合作对全国小学生进行测试，得出了三至八年级学童的年龄与班级常模，引起了教育界的注意。艾伟从
1925年起致力编制中小学不同年级和学科的测验以及能力测验，还与张耀翔编制了识字测验与阅读测验等，对我国教育测验的发
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测验学会”1931 成立。并创办会刊《测验》有效地推动了当时测验研究的开展． 1937 年“七七”事变
后，工作继续进行和扩展，但受战争的影响，发展上减慢了速度。二、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心理测验被视为禁
区，认为它违心，反动，没有人敢于问津。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心理测验更是全盘否定了。三． 文革以后，心理学

恢复。而心理测验面对着既缺人力又少资料的困难。林传鼎等三位教授于 1980 年春举办了第一个全国性心理测验培训班，是心
理测验再生的标志。此后各高等院校逐步开设心理测量学课程。通过引进各种心理测量理论，修订外国测验和逐步向自编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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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发展，几年中取得了良好效果。1984 年中国心理学会下属的‘心理测量分会’成立，1990 年加入国际测验委员会( ITC) 成为它

的一个国家会员。1991 年在南京举办了国内第一个心理测验国际性学术会议，又与台湾学者交流，建立起隔年一次海峡两岸心理

与教育测量学术研讨会的协议。这些都对中国心理测验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80 年代后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心理

测验逐渐渗入医学、教育、企业、和组织人事部门等多种应用领域，扩大了对社会的影响。教育是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应用领域。

从高考开始向各种考试、应用领域广泛扩展，取得良好效果。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心理咨询领域，心理测验发展迅速日益兴旺。社

会各界从多方面加深了对心理测量的认同，使它变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应用科学了。最后，文章从测验的数量、质量，数据处理的

方法技术，测验者素质提高和法律完备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存在问题并提出对今后的展望。

关键词 心理测验 中国心理测验 中国心理学发展

一、西方心理测验引入及快速发展期

辛亥革命之后，西方科学的心理测验理论与方
法开始传人中国。最早是 1915 年克雷顿 ( Creight-
on) 在广州用包括机械记忆、条理记忆、交替、比喻等
几项内容的心理测验的中译本，对 500 名小学生进
行了测试，用以比较中美儿童的智力差异。1918 年
瓦尔科特( Walcott) 又在清华学校用推孟修正量表
测验该校学生，这是西方学者应用西方成熟规范的
量表在中国最早的尝试。就在同一时期，我国学者
自编的测验也已经开始。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
子夷根据桑代克书法量表的编制程序，于 1918 年编
制“小学生毛笔书法量表”是我国最早的标准化教
育测验。

1920 年，廖世承和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开设
测验课程，并应用自己编制的测验对学生进行测试。
然后两人又合作出版了《心理测验法》一书，正式介
绍科学的心理测验。书中测验指向兴趣、观察力、思
想与动作的协调性，内容广泛，涉及图形、算学、词
句、文字、想像和社会知识、品行道德等许多方面。
其中有 23 种直接采用国外的测验内容，12 种为根
据中国学生特点自创( 柯小卫，2008) 。

1922 年春，廖世承、陈鹤琴将比纳西蒙智力测
验说明书译成中文后． 并加入数项新测验，在南京、
苏州、上海等地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中进
行，受试者达 1400 余人，年龄由 3 岁起至 20 岁( 柯
小卫，2008) 。1925 年二人又合编了一本测验的简
便用书《测验概要》，对推广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起
了一定的作用。廖世承还把当时只用于个人的中小
学测验发展为团体测验，并丰富了测验内容，被称为
“廖氏团体测验 ”( 杨鑫辉，2002) 。

1922 年 4 月，比奈 －西蒙量表由贾培杰译成中
文，命名为“儿童心智发达测量法”，在江苏、浙江两
省的一些小学生中进行过测试。同年张耀翔在《教
育丛刊》上发表了关于心理测量和新法考试的文章，
并在北京高等师范首先将心理测验列为入学考试科

目之一。1922 年以后，张耀翔主编的《心理》杂志以
及教育杂志上，均刊登有关测验的文章 ( 张厚粲，
2001) ，形成了 20 世纪初期心理测验在我国的一片
繁荣景象。

此外，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2 年在社内设立“施
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聘请美国专家麦柯尔( W．
A． McCall) 来我国帮助编制各种教育测验和训练有
关人材的工作。麦氏来华后，和全国各地教育专家
合作完成了 50 多种测验，撰写《中国教育的科学测
量》一文，并训练了两期研究生( 高觉敷，1985 ) 。在
教育改进社的主持下，1923 年开始对全国小学生进
行普通的智力与教育测验，在华北测 3l000 人; 华东
和华中测 50000 人; 华南测 21000 人。求出了三年
级至八年级学童的年龄与班级常模及其他一些统计
数字。这个大规模的调查引起了当时教育界对测验
的注意( 高觉敷，1985) 。

1924 年，陆志韦发表了《订正比奈—西蒙智力
测验说明书》，1936 年又与吴天敏再次对之做了修
订。1926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在东南大
学开设教育心理讲座，聘艾伟担任测验研究工作，他
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国文测验，调查中学生
对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理解能力及其阅读速度等等。
从 1925 起艾伟经过三十年努力编制了中小学各年
级各学科测验、小学儿童能力测验及智力测验，为中
国编制该类测验的开端。他编制有中学文言白话的
理解力量表( 1935 年) 、汉字测验( 1940 年) 等 8 种，
小学算术应用题测验( 1940 年) ，高中平面几何测验
( 1947 年) 等 9 种，中学英语测验( 1943 年) 、大英语
理解速度测验 ( 1936 年) 等 4 种，初中常识测验
( 1940 年) 等 9 种。1946 年出版中学学力及高中与
大学学力测验 2 种。他还于 1934 年在南京创办试
验学校，直接运用测验于教育，以选拔儿童，因材施
教。此外，艾伟和张耀翔分别编制了识字测验，并且
还与其同事们进行过儿童阅读兴趣的调查、朗读与
默读的比较，编制了阅读测验 ( 杨鑫辉，2002 ) 。总
之，艾伟对我国教育测验的发展进行了几十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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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努力，做出了很大贡献，只可惜后来因战争问题没
有能够继续，是测量学界的一项大损失。此外，l 928
年春．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杜佐周对 4000 多名儿
童进行测验。还制定了教师评判智力标准表和学业
成绩调查表，用以研究智力测验结果与教师评定和
学业成绩的相关。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科学测
验部由陈选善主持，进行职业指导研究。

总之，从“五四”前后到 1928 年是测验运动最为
昌盛的时期。编制了大量测验，可以分为智力测验
和教育测验两类。智力测验类有: ( 1 ) 陆志韦订正
比纳西蒙智力测验; ( 2 ) 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 3 )
德尔满调查用非文字智力测验; ( 4 ) 刘廷芳中学智
慧测验; ( 5) 刘湛恩非文字智力测验; ( 6 ) 陈鹤琴图
形智力测验等。教育测验类有: ( 1 ) 俞子夷的小学
书法测验，正书小字量表，行书小字量表，小学缀法
量表，小学算术应用题测验，小学算术混合四则测
验，初小算术四则测验，算术练习测验，小学社会自
然科测验等; ( 2) 陈鹤琴的初小默读测验，小学默读
测验，小学文法测验，小学默字测验，中学默读测验，
小学常识测验等; ( 3) 廖世承的中学文学常识测验，
中学文法测验; ( 4) 德尔满的算术四则田验，学校自
用普通救育测验; ( 5 ) 周学章国文作文量表; ( 6 ) 张
耀翔识字测验; ( 7 ) 华超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阅读测
验; ( 8) 汪桂荣、廖世承中学混合数学测验; ( 9) 陈兆
鹏等混合理科测验; ( 10 ) 杨国荃本国地理测验;
( 11) 韦润珊、廖世承中学混合地理测验; ( 12 ) 徐则
陵本国历史测验; ( 13 ) 苏毓芬、廖世承中学混合历
史测验; ( 14 ) 安德生混合英文测验; ( 15 ) 祁司英文
测验; ( 16) 艾伟中学英文测验; ( 17 ) 麦克乐体育测
验; ( 18) 查良钊调查用教育测验等( 高觉敷，1985) 。

事物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良好的事物，
用之不当，也会起反作用。原本在蓬勃发展的心理
和教育测验，正是因为有些人为赶时髦，不考虑测验
适用的范围和场合而加以滥用，甚至不顾一切地夸
大其实际作用，致使社会产生反感;同时有些测验使
用者缺乏训练，不按规范施测，结果的解释也不慎
重，降低了测验的效能，造成了人们的误解( 高觉敷，
1985) 。结果从 1929 年开始，测验运动曾经一度变
得一蹶不振，甚至转向受人厌弃。这些情况很快引
起了心理学家们的反思，于是在 1931 年 6 月，重整
旗鼓，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测验学会”。会上通
过了《中国测验学会简章》，由艾伟主持产生了理事
会( 樊正，1994) 。

中国测验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心理教育测

验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测验学会
以研究测验理论、推广测验方法、培植测验人才为宗
旨( 顾明远，1991) 。总体上讲，使测验动处于组织有
序的健康发展中。1932 年中国测验学会创办的会
刊《测验》创刊。从 1931 － 1936 举行过三次测验年
会，有效地推动了当时测验研究的开展( 胡延峰，
2009) ;加强测验理论的同时，又编制了一些新的测
验量表、使得测验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测验活动进
一步得到发展。中国测验学会发展至 1940 年时，已
有基本会员 160 人。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到抗
日战争前夕，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制订或改编出合乎
标准的智力测验和人格测验约 20 种，教育测验 50
多种，如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陈鹤琴图形智力测
验、刘湛恩非文字智力测验、以及肖孝嵘修订的墨跋
量表和原美国 Goodenough等编制的画人测验( 燕国
材，1998) ，形成了中国测验发展史上的一个全盛时
期。1937 年“七七”事变后，《测验》停刊。抗战期间
并没有以测验学会名义开展活动，但测验工作仍继
续进行，并且实施测验的范围逐渐扩展。如最初各
种测验量表只试用于小学生，后来逐渐向上扩展至
大学，同时也向下扩展到幼儿智力测定。除在教育
上的应用外，还伸展到实业界和当时国民党的党政
部门，并重视品性测验的应用。还有一些教育心理
学者利用测验进行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如关于教法
问题、汉字问题、民族心理的比较等均用测验方法
( 高觉敷，1985) 。解放前出版心理与教育测验方面
的书籍二十多种，如王征葵的《态度测量法》、沈有
乾的《心理与测量》、王书林的《心理与教育测量》、
陈选善的《教育测量》、艾伟的《小学儿童能力测
验》、孙邦正的《心理与教育测验》等 ( 郑日昌，
1999) ，都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抗日战争开始，心理测验
和多数学科一样受到很大影响，在发展上减慢了速
度。

二、停止发展期

从 1949 年至 1978 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
上的变迁，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指引下，心理测
验在我国被视为禁区，各级师范院校都停开了心理
和教育测量与统计课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实际
应用也相应地停止( 张厚粲，2001) 。可以想象，在只
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全盘否认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的
年代，心理测验被视为“违心的、反动的”，当然不再
有人敢于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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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心理学受到彻底批
判，甚至被认定为伪科学打入了冷宫。心理测验更
是处在心理学的最底层，受到摧残最重，是停止活动
最长的一个分支。

三、重获新生再度兴起，逐步发展并走向世界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心理
学得到新生以后，人们对心理测量和各种测验的作
用又重新予以认同，体会到了解个体差异在现实生
活中有重要意义。从此，心理测验在我国逐步恢复
了地位并再度发展。

1979 年心理学刚恢复活动不久，在天津召开的
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全国学术会议上，由张厚粲和
胡德辉等几位测验爱好者首先贴出大字报呼吁应该
恢复心理测验，得到大量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积极
响应。但是会后当一些心理学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欲
采取行动恢复测验工作时，却发现实践中所面临的
竟是一个既缺乏人力、又缺少资料的困难境地。于
是由林传鼎和张厚粲发起，并联系吴天敏，三位教授
联合于 1979 年春季在武汉举办了一个全国性心理
测验培训班，这是心理测验在我国大陆再度出现的
标志。从此，中国的心理测量工作开始恢复与发展。
参加该班的几十位来自全国的心理学教师，大多数
日后成为测验工作的骨干。该培训班以提高认识、
培训人才和为实践准备材料为目的，除讲授统计学
基础知识和心理测验的基本原理外，还介绍了吴天
敏参与修订的比内量表，并由林传鼎和张厚粲主持、
对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 WISC － R) 的修订工作进行
了组织准备。日后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 1974 修订
版，即 WISC － II) 经过十多所院校参与协作，先后在
十一个省市进行了施测，最后制定了它的中国常模，
正式版本于 1986 年出版。与此同时，根据临床需
要，一些医学心理学家们，主要是在湖南医学院龚耀
先领导下，也开始使用与译制、修订外国通用的各种
心理测验，如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WAIS) 等( 张厚粲，
2001) 。

1980 年秋，北京师范大学更首先开设了心理测
验课程．这一切都为心理测验在国内再创辉煌奠定
了重要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方面，有条件的高等院
校开始开设心理测量学课程，积极培训专业人员。
另一方面，主要着力于从国外引进传统的和现代的
心理测量理论( 如经典测验理论 CTT、概化理论 GT、
项目反应理论 IRT 等) ，并采取从修订外国测验开

始、逐步向编制我国测验发展的策略，几年中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这时期修订的测验主要包括智力测验
和人格评定量表两大类。智力测验方面，有比内量
表第三版( 吴天敏)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 ( WAIS) 和
韦氏幼儿智力量表( WPPSI) ( 湖南医学院龚耀先) ，
以及用于团体智力测验的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 Ra-
ven’s SPM) ( 张厚粲) 等; 在人格测验方面，有明尼
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 ( MMPI)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 ，十六种人格测验( 16PF) ( 辽宁李绍衣) ，艾森
克人格问卷( EPQ) ( 陈仲庚) 等多种测验，它们都相
继出现了中文版，并经过修订制定出中国常模，长
期、广泛地得到应用，填补着国内研究领域的薄弱和
空缺。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对心理
测验的重视逐步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扩大。除上述
普遍应用的测验外，H － R 神经心理成套测验，韦克
斯勒记忆量表，加州人格量表和爱德华个人兴趣量
表等等，也陆续地得到修订供研究工作使用( 张厚
粲，2001) 。

从 80 年代中期起，由于对测验理论与技术掌握
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心理学家开始自己编制适合中
国人的心理测验工具。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查子秀编制了用于鉴别超常儿童的智力量表，杭
州大学汪文鋆编制了用于筛查弱智儿童的智力量
表，其他学者还编制了各种幼儿的发育、发展量表
等。在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发起和给予一定资助的情
况下，有张厚粲主持编制的 CDCC 中国儿童发展量
表( 3 － 6 岁) 出版，主要用于测查 3—6 岁儿童的发
育与智力发展，包括语言、认知、社会认知、身体素质
与动作技能四个方面共十六个分测验，应用较广。
此外，科学院心理所范存仁编制了以 0 － 3 岁幼儿为
对象的幼儿发展量表。这些自编测验由于密切结合
中国文化和当代国情，更适合实际应用，体现了中国
心理测验的发展方向，受到使用者的普遍欢迎( 张厚
粲，2001) 。

随着心理测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心理测
验开始在很多实践部门得到应用，如飞行员的选拔、
运动员的选材、精神疾病的诊断、儿童多动症以及智
力超常与落后儿童的检查等。1983 年初，在昆明召
开的普通心理，实验心理专业年会上，就测验问题进
行了讨论。总结了近几年测验工作中的经验，进一
步找出了问题，明确了方向( 郑日昌，1999) 。

1984 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心理学年会上，心理
测量专业委员会 ( 现改名心理测量分会) 作为中国
心理学会的一个下属分支机构宣告成立。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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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对于心理测验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更
有利于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上面提到的许多实用性
很强的心理测验都发表在这段时期。为了提高测验
工作的理论水平，1988 年《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张厚
粲和丁艺兵合写的《心理测验理论及其发展》一文，
除进一步阐明经典测量理论外，又介绍了现代测量
理论中的项目反应理论和概化理论，引起有关学者
的兴趣和重视，促使这个领域的很多研究与论著相
继出现。

1990 年秋，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
在无锡召开第一次学术会议。这时国际上最通用的
十个测验在我国都已修订，说明我国心理测量已取
得很大进步( 程家福，王仁富，武恒，2001 ) 。会议除
交流学术论文外，还决定组织力量对心理测量的最
新领域进行研究。1994 年 10 月在江西南昌召开第
二届学术年会，出席代表 34 人收到论文 24 篇，内容
涉及心理测量的有关理论、心理测量在各个领域的
应用、心理测量的编制以及心理测量的使用与管理
业务等各个方面。会上对心理测量有关问题进行了
讨论，气氛活跃( 中国，1995) 。

在国际方面，从 1987 年在 ISSBD的东京会议上
张厚粲作了题为“中国的心理测量”(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in China) 的专题报告开始，有关中国心
理测验的报告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现。1990
年中国参加了国际测验委员会 ( ITC) ，并且张厚粲
被选入其 1990—1994 年的理事会。

1991 年 12 月 2 － 5 日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
心理测验国际学术讨论会。内容包括: 1． 项目反应
理论的最新发展，2．经典测验理论，3．心理测验在教
育、临床、工业和体育文化等领域的应用和心理测验
的跨文化比较等的重要问题，会议共收到论文和论
文摘要 41 篇。出席代表 60 余人，包括来自澳大利
亚、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荷兰、美国、西班牙、
尼日利亚、新加坡等国和港澳地区的著名学者和后
起之秀。通过热情的交流和积极讨论，不只是圆满
地达到了交流学术增强友谊的预期目的，它更是为
中国心理测验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1992 年开始了与台湾的学术交流活动。北京
师范大学的张厚粲在与台湾学者张春兴、吴武典进
行学术交流中，将她所领导的两个二级学会( 中国心
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
计与测量分会) 联合起来与台湾的测验学会建立起
相互交流的固定联系。从 1993 年 12 月在台北举行
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开始，约定隔年一次分别在台湾

和大陆举行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量学术研讨会，
截止到 2011 年，已经举办了 10 届。为此已经有一
百多位大陆学者访问了台湾． 近乎相同数量的台湾
学者访问了大陆，并且每次会后有论文集出版。这
项学术交流活动不仅使测验工作者增加了信息来
源，通过交流提高了研究的积极性，同时加深了彼此
的了解，增进了两岸学者的友谊，有一些合作研究也
在开始建立。总之，这项活动在进一步促进心理与
教育测量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厚
粲，2001) 。

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的加强，翻译、修订国外心理测验工具的工作明显放
缓;而这时我国心理学家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已
经积累了一定的心理测量的知识和经验，于是心理
学家着重编制适合中国人自己的测验工具的趋势大
幅度地发展起来。虽然在初期，有些量表的编制存
有“临摹”印迹，或者是在国外同类量表的基础上改
编制定而成，但它终究是在向着“中国本土化”的方
向迈进。

四、紧密联系实际，在国家建设的各领域中逐
步发挥作用

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科学
服务社会的意识加强，实践中应用领域扩大，心理学
界编制和使用量表的热潮再度兴起。80 年代以后心
理测验逐渐渗入我国医学界、教育界、企业界、组织
人事部门、司法部门等许多应用领域，对社会产生了
重大影响。

教育是心理测量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应用领
域。文化革命结束后 1977 年恢复高考，这是重整旗
鼓，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重要举措之一。但是全国
统一考试，报名人数众多，包括文革前高中毕业后到
农村的插队生，也包括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年龄参差
不齐，知识经验差距极大。如何能使这种大规模的
考试科学地进行，做到公平、公正，就成了教育领域
亟待解决和研究一个重要课题。最初国家沿袭传统
的做法，采取教育部领导统一实施的经验式命题，考
试后，分地区用人工阅卷。为了保密，命题教师需要
集中隔离一、两个月，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样
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更主要的是命题凭经
验，无法保证选拔人才的质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学系从 1980 年开始进行有关高校入学考试的测量
学研究，统计前两年的高考成绩，并且与实际表现作
比较，发现考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都存在很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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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高校入学率极低的情况下，这对于国家有效
地培养建设人才和确定年轻一代的毕生发展都有重
要影响，有必要进行改革。经主动与教育部考试机
构建立联系，为了提高高考质量，开始推出标准化考
试方法。并且在教育部考试机构的支持下，将测量
理论和考试方法方面的知识对全国的考试工作干部
进行了系统培训，于 1985 年由张厚粲和桂诗春合作
出版了《标准化考试简介》一书，予以推广。其间
1985 年夏教育部在青岛举办的全国招生考试干部
培训班，由张厚粲讲授教育测量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并对标准化考试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学员大多
数是各省高考招生办公室主任，通过学习日后在深
化教育革命，推动高考改革的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

以科学的教育测量理论为基础改进高考取得可
喜成绩，在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方面取得了明显效
果。为此 1985 年与教育部合作的高考改革研究成
果荣获了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一等奖。然而，实践
中由于教育工作涉及面广和当时条件的限制，高考
录取率很低，过多地宣传高考升学，造成了社会各界
以高考为指挥棒评估中学的错误倾向。于是在 80
年代末，又提出了中学毕业会考的建议。明确指出
高考为选拔人才是常模参照性测验，而中学毕业会
考的目的在于检查学生是否达到了中学教学计划规
定的培养目标，性质是标准参照性测验，二者不能混
同。为了更好地贯彻这项改革，又有张厚粲的《教育
考试改革和标准参照测验》、《从标推参照测验理论
探讨中学会考及格线的确定》等一系列文章陆续发
表。

总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在高考改革
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和 1987 年以后发展的高教自学
考试研究中，以及后期开始至今广泛推行的汉语水
平考试( HSK) 等领域，心理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技术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20 世纪末
期，教育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求在全国积极开展
素质教育，大力提倡创新。学校努力克服应试教育
的影响，不再片面追求升学率，而更多地关注起学生
的个性发展。这对心理测验的发展在内容方面产生
了影响，测验内容不再局限于关注智力能力的发展
与培养，有关人格特质、兴趣爱好等的鉴定与评估也
大量涌现。此外，如何调整课程设置，改进考试方
法，组织课外活动等都对心理测量工作提出了新的
挑战，促使其在新形势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到 20 世纪后期，心理
测验的应用领域也得到广泛扩展。社会各界对于个
体差异和心理意识对人行为的影响有了一定理解，
并逐步加深了对心理测量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
认识，使心理测验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中的
应用得到认同。这时，心理测量学不仅不再受歧视，
反而变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应用科学了。诸如人力
资源、心理咨询等等都快速地得到发展并日益兴旺
起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事制度改革。从企业界
的人员招聘开始，人们日益认识到社会竞争实质上
是人才的竞争，心理测量的意义和作用在人力资源
领域更加受到重视。1989 年国家开始实行公务员
考试，随后又有各种专业资格考试出现。从命题到
考试实施和结果分析等诸多环节，心理学家们都作
为主力被邀请给以支持与协助。在长期的人力资源
工作实践中，心理测量学本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与提高。心理测量在企业中的作用逐步深入，早已
远远超出人员招聘工作，在培训、提升、领导者特质
研究等有关组织发展的项目中，心理测量学家都有
参与，王重鸣、凌文铨等领导的团队均已做出了很好
的成绩。

除了教育和人力资源外，另一个应用范围更广
的领域是心理咨询。社会转型时期，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都急剧改变，引起人的精神压力增大。如何
缓解压力适应生存是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过去人
们不会主动地去进行心理咨询，原因是怕被误认为
心理不正常、是患了精神病。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一方面看到心理学地位提
高，大多数人承认了它的科学价值，另方面在医疗机
构中进行诊断与咨询时，医学心理学家们使用了很
多心理测验，效果良好。于是一些受各种生活压力
困扰的人，不愿去医院时，就主动地寻求心理咨询帮
助了。根据社会需要，独立的心理咨询机构在社会
上逐步建立，并且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中都先
后设置有心理学教师，主持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同
时，学校心理学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咨询中所
用的测验过去主要是早期修订或稍加修改的国外测
验，近年来学者们为了实际需要也自编了很多。虽
然其中大多数的编制遵循了心理测量学原理，也提
供了必要的数据指标。但是总的来说它们都没有通
过严格的学术鉴定，鱼目混珠现象的存在是难免的。
为了心理测量进一步的更好发展，这正是当前的学
术领导和管理机构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1992 年中国心理学会下属的心理测量分会(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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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 为了心理测验工作的健康
发展，曾经制定了《心理测验管理条例》和《心理测
验工作者的道德准则》两个条例在学报上发表，遗憾
的是由于缺乏法律支持，始终未能保证其条款的全
部实现。2000 年 7 月张厚粲应邀在挪威奥斯陆举
行的第 2 届关于心理学家证书及其获准的国际会议
(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icensure，Certifica-
tion and Credentialing of Psychologists． Oslo，18 － 20，
July 2000) 上作报告介绍情况时，也表述了这种状
况。2008 年，心理测量分会参照美国的《教育与心
理测试标准》对 1992 年颁布的两个心理测验管理条
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与完善，充实内容制定了《新版
心理测验管理条例 》和与之配套的《心理测验工作
者职业道德规范》，提交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会后均获
得了批准通过。事后根据新版管理条例又专门召开
会议讨论了《心理测验登记暨鉴定管理实施细则》，
现已初步制定出一个试行本，不过尚有待最终完善
与发表。

五、存在问题与展望

1．现有可用的心理测验数量不够多，类别不全，
使用效果尚不能尽如人意。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心理测量学得到社会认同，在恢复和发展中取得
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总的来说，现有的测验数量仍
然有限，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只重
当前效益，违反测量原则和方法，使用不当或滥用的
现象。

2．心理测量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结果的统计分
析技术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测量理论的发展有利于
提高测验的精度，更好地实现测量目标。目前，测验
编制中依然是经典测验理论应用较多，现代测量理
论应用较少，深入研究也不多。统计学中一些新发
展，尚未能在测验中很好地结合与体现。如何加强
这方面的学习，赶上国际发展水平，是摆在心理测量
学家们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3．心理测量工作者的素质有待提高，心理测验
的法律保障急需完备。由于社会需要发展迅猛，目
前，心理测验工作者人数大量增加。但其中受过系
统的专业训练者的比例下降，很多人只通过各种心
理测验培训班学习，专业训练不够。尽管从 1992 年
中国心理学会就颁布了《心理测验管理条例》和《心

理测验工作者的道德准则》，但缺乏法律保障，执行
力度不强。一方面，不具备使用资格的人使用测验，
会造成误用或不正确的解释，给受测者带来不利影
响;另方面，测验的版权得不到保护，抑制了编制者
的创造热情，不利于测验的发展。为此，我们需要认
真对待，大力加强心理测验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和培
训工作，同时继续不懈地强烈呼吁，要求对待测验像
保护知识产权一样，争取早日立法。

4． 国际往来要加强。在中国心理学的恢复发
展过程中，国际交往、尤其是参加国际心联起了很重
要的作用，这同样反映在心理测量领域中。从 1987
年开始张厚粲多次在国际大会上介绍我国心理测验
的发展，包括国外测验的修订，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管理条例的制定，以及汉语测试等等。1990 年我国
正式加入国际测验委员会 ( ITC) ，并进入了理事会
( 1990 － 1994) 。不过后来国内忙于结合中国特点进
行实践应用，在与 ITC 的组织关系上有一段时间出
现了疏忽，直到 2009 年才又交纳会费恢复了关系，
张建新进入理事会，并参与了在香港举行的第 7 届
ITC大会的组织工作。这次会上我国大陆学者有 30
余人参加，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专题研
讨。大力加强交流与合作，不断吸收国外先进理论
及经验，同时立足国内实际，结合中国人特点去开发
测验，在这样的方针指引下，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切
磋，中国的心理测量在 21 世纪必将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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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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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thought of mental testing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China，the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the first group of students who studied abroad returned． Looking back
on its history，we can see the course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development is quite tortuou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psychological test took place in 1915 in Guangzhou，where a foreign scholar tested 500 elementary students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intellectu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Chinese scholars started to develop tests
by themselves，among which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cale of Elementary School by Yu Ziyi in 1918 was the first local psychological
test． In 1920，Liao Shicheng and Chen Heqin began to teach testing courses in Nanjing Teacher’s College and formally introduced the
scientific Psychological Testing via the publication of Methods of Testing． In 1923，a nationwide large-scale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al
test was conducted in cooporation with an expert from America，obtaining age norms and grade norms of the 3rd to 8th grades，which at-
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educators． Since 1925，Ai Wei had been working on educational tests and developed a lot of te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and subjects for elementary schools and high schools． Together with Zhang Yaoxiang，Ai Wei also devoted himself to tests for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reading interest，and developed a Reading Scale eventually． In 1931，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Tes-
ting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journal Testing came out．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roke out，the work of testing contin-
ued and progressed． However，the pace of its development was impeded by the war．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Psychological Testing turned into a forbidden area because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 word
“psychological”was misunderstood as the same as ideological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Thus no one dared to touch it any more． Along
with the adve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6，psychology was criticized as“pseudoscience”even more severely，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was totally negated consequentl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Psychology resurrected． But Psychological Testing was caught in a predicament with neither human
resource nor material references． It was not until 1980 when three senior professors initiated a small psychological testing training work-
shop that Psychological Testing really revived in China． Subsequently and gradually，many colleges started to teach psychological tes-
ti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updated theories，methods and technique，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ests and some applied studies，Psy-
chological Testing in China began to prosper． In 1984，a division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under CPS was established，and in 1990 it
obtained the membership in ITC． Since the late 1980s，alo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up Policy，testing
permeated into more applied fields gradually，including medical，managerial，personnel and judicial areas． Besides education，person-
nel selection and counseling were the two main fields where psychological testing flourished． Up to now，Psychological Testing has be-
come a hot discipline among various applied science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a prospect for Chinese psychological testing from four
different aspects was proposed．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testing，Chinese psychological testing，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