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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 概况 

ԍ 2010 ᵝ ̆ 2011 ̆

ȁ ҍҳ ȁ ҙҍ ҈ҩ

̆ 2022 12 ԇ Ғҙ ᵝ 388ֲȂ 

Ғҙ ᵝ ҹ ᴪȁ ȁ Ⱶ̆

ľ Ⱶ Ŀ ᵬ Ȃ ̆ ᴪ

̆   ꜛȁ ֲ ẫ

ȁֲ ȁ ᵣ Ⱶꜛⱬ Ȃ

Ⱶ ᵬ ῃ ҙҬ֣ Ȃ 

ᵝ ῤ 32 ῒ̆Ҭ  14 ֲ̂  10ֲ̃̆

◐  17 ֲ̆ Ғ ֲ  4 ֲ̆ ῤ

ҹ Ȃ ҙҒ ᴋ ȁ

15ֲȂ 

ῤ ᴝ  

Ғҙ

Ⱶ ≢ 
 

 ΐ

ᵝ

ֲ  

ΐ

Ⱶ

ֲ  
35 Ҋ 36ץ 45  46 60  61  ҉ץ

 14 0 4 7 3 13 14 

◐  17 2 8 7 0 14 15 

Ҭ   1 1 0 0 0 1 1 

   32 3 12 14 3 28 30 

ᵝ ת ṿ 1740.26 ҆ᾝ̆ ᶏ  

2396.76 Ȃ ҹ ᴪȁ ȁ Ⱶ̆

ľ Ⱶ Ŀ ᵬ 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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ꜛȁ ֲ ẫ ȁֲ

ȁ ᵣ Ⱶꜛⱬ Ȃ Ⱶ ᵬ

ῃ ҙҬ֣ ̆ ᾴ ľῃ

ᾴ ᵬ ĿȂ 

 

二、研究 生党建 与思想政 治教育 工作 

ľץ ᾴ ҹ ץ̆ ⱲῈ ҹᶭ ץ̆

ᴪҹ ᾴȁץ̆ ҹ ץ̆ ҹ

ᾴץ̆ ҹ ץ̆ ̆ Ŀ ᵣ ̆ ᶭ

ᴪȁᾴȁ ꜚ̆ү ̆

Ȃ ᾴ ҽⱲҒ ᾴ ̆ Ḡᾴ

ӟ҉ ᾢ ̆ Һף ȁ ӟ ҹѿᵣ

ᾴ ꜚ̆ ľ ȁ ȁ ⱬ Ŀȁ ꜚȁ ӟᾴ ԋ

ȁ  ꜚ ̆ Ḥ ̆ ᴪ

Һӈ ᴇṿ Ȃ ᴪ ᾝ ᴪȁ ҙ ᴪȁ ҙ

ꜚȁ ↓ ꜚȁľ ᾣĿ ↓ ꜚ ẫ ҉ȁ

Ȃ ֜ ȁ ᴑ ꜚḆ

ҙ Ȃ ̆ ῍ ԅ 12 Һ ӟ ꜚ 8̆ Һ

ꜚ 9̆ Һ ꜚ 6̆ ӟ֜ ᴪ 6̆ Һ ̕

ҍ ᵬ 34ֲ ̆ Ⱶ 220 Ȃ 

̆ ľ ᵰ̆ ĿԐ

Һ ᴪ ꜚȁľӏꜚԐ ̆ ᾣᵣ Ŀ ҉ᵣ ꜚ

ҍ ῏ Ȃ Ғҙᴨ̆ל ľ

Ŀ̆ ꜛҬ ̆ꜛⱬ

̕ ҍľ Ŀ ꜛ ̆ҹ ꜛ ֲ

ᶫ Ғҙ ꜛ Ⱶ̆ ̕ 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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Ŀ̆ ῃ ׃ ẫ ̆ ꜛ ⱬȁ

Ῑ ᾣ Ȃ 

ᵣ ̆ ľ Ŀ ḤῈᴧ

῏ ֲ 1500ֲ̆ 15 ҉ץ ῤ̆ ҙ

Ḥ ȁ Ḥ ȁ ῤ ̆ Ḃ Ḃ ԅ

ꜚ Ȃ ҉ץ132 ῒ̆ ᴰ ᵬ

Ȃ 

 

三、研究 生培养 相关制度 及执行 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 

Ғҙ Ῑ ҉̆ ᵝ ҙ

̆ ҈ ף ȁ ҙ ȁ ᴪ ץ

ẫ Ⱶ ҙ ל ᴨ ̆ ₮ ᵝ

ȁ ҙҍ ȁ ҍҳ 3ҩ Ⱳ

Ȃ 

҉̆ №ҹ ȁ ḱ

̆ ῤ ̆ʊ

’̆ ꜛ ̆ ҙ ⱬȂ ≢

ҙῖ ᶛȁ ᵬ ῀ ̆ Ғҙ ῤΐ ү

Ғ ȁ ҍ ℗ ‗

ⱬ̆ Ῑ ҙ ῙȂ 

ᵝ └ ң ҹ҈ ̆

Ғҙ ̆ ᾟ ⱴ ̂ ‗ ҙ ̃̆

Ȃ 

（二）导师选拔与培训 

҉ └̆ 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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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Ғҙ ᵝ ҉ ᴆ̆

̆ ⱴ ȁ ҉ Ȃ2022

2ֲȂ ᵝ ̆ Ғᴋ

ᴝҬ̆ 30ֲ̆ ᶛҹ 93.7%Ȃ2022

2ֲȂ  

（三）师德师风建设 

ץ ӥ ȁ ҹ ῃ

ᵬ̆ ᴋ ⌠ΐᵣ ֲȂ

ӟᴋⱵ ᵬ ȁ ᵬ ̆≠ ȁ ᴪȁ

҈ ӟ ᵣ ̆ ӟ └Ȃ Һ

 ľ Ŀľ ԊĿľ Ŀ

ľ Ŀ ꜚȂ ᵝ ᾴ ף ᾴ

ľ ⇔Ŀ ᵬ ľῃ ᾴ ᵬ Ŀ Ȃ 

（四）学术训练与交流 

ᵝ ԅѿ ȁ Ғҙ Ῑ

Ȃ Ғҙ ᵝ 3 ̆

ᴑҙ ᵬ 1 ҩȂ2022 ᵝ ֲ

Ῑ ҍ̆ ᵬ ᾟ̆№≠ ᴨ

ל ̆ⱴ ᵬ̆ҹ Ῑ ᶫԅ ⱬ Ȃ 

̆ ΐ ү Ғҙֲ ᴋ ̆

ҍ ῤ ῍ Ạ ᵬ̆2022

2ֲ̆ ҹ ҙѿ ᵬֲ ̆ ү ̆

Ғ 2 Ȃ 

꞉ ⱴ ῏ ̆ ҍ

ᶛ ⌠ 70%Ȃ └ ԅȇ

꞉ ᶛȈ̆ ꞉ ҍ ҍ Ȃ2022 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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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⅞ 1 Ȃ ᵝ SSCI

2 . 

 ľץ ⱬҹ ץ̆ ҙ ⱬҹ Ŀ ↕Ҋ̆

ᵝ Ғҙ ᵝ Ῑ ῏ ҙ

̆ Ғҙ ᵝ ⇔ҙ ⱬȁ ᵬ ⱬȁ ҙ ⱬ

ѿ ̆ ꞉ ȁֲⱬ ȁ ᴪ

ᵬ ץ ҙ ӥȂ2022 ῍ 19

ҙ ӥȂ 

2022 ̆ ᵝ 4 ᵝ ῀ ҉

Ғҙ ᵝ ‗ ̆ ҈

1 3̆ᵝ ῀ ҈ ‗ ̆

ᴨ 1 Ȃ 

（五）研究生奖助 

ꜛᵣ ȁ ꜛ ȁ

ҙ ȁľ҈ꜛĿ ȁ ֜ ȁ ̂ꜛ̃ ȁꜛ

ȁ ꜛῇ № Ȃ ȁꜛ

Ȃ ꜛ ꜛ ȁꜛ ̂ 90% ȁ̃ꜛ

ȁꜛ ̂ ľ҈ꜛĿ̃ ᵝꜛ ̆ ꜛ ꜛ

Ȃ ῀ȁҒ ῀ȁ ῀ȁ ꞉ ῀ ̆

ȁ ȁ ȁ ȁ ľԓᵝѿᵣĿ

Ḡ ᵣ ꜛᵣ Ȃ2022 ̆ ῃ └

ꜛ 2҆ᾝ Ḡ̆ ԅ Ῑ ᵬ ≠

Ȃ 

ҹḠ ≠ ҙȂ ҹ ᶫԅ

ꜛ ȁꜛ ᵝȂ2012 ᾣ ̆

≢ ᶫ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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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ᵝ Ҥ ȇ ҙ ↕Ȉȁȇ

ꜛ ↕Ȉ ῏ ̆ └

ԅȇ ᴨ ↕Ȉ̆ ᴨ ԅ

ᴨ ᵬ ̆ Ḡ ȁ ꜛ ȁ ꜛȁ ȁ

Ῑ ῀̕Ḡ Ғ ῀̆ Ḡ ⇔ ȁ

ȁ ȁ ȁ ȁ ȁ ȁ ȁ

ȁᴨ ᵝ ꞉ Ғ ῀̕

῀ ⱴ̆ ֜ ḱ ⇔

῀̕ ꞉ ῀̆ ꞉ ȁ ȁ ῀̆ ꜛ

ȁ ȁꜛ Ȃ 

 

四、研究 生教育 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ᵝ 2022 ֲ 180ֲ̆ 64ֲ̆ ҙ ԇ ᵝ

8ֲȂ 

2022 7 ̆ ᵝ ⱳҽⱲԅ ҉ פ ̆ ῃ 21

46 ᴨ ̆ ᾧ 16ֲ̆

Ȃ 

Ғҙ ᵝ Ғҙ ᵝ ̆

ȁ ӥȁ ȁ Ғҙ ᵝ

Ғҙ ᵬȂ ╠ ᵝ 4 ̆

ᴑҙ ᵬ 1ҩȁ ᵬ 4ҩȂᶏ

῀ ҙ Ғҙ Ȃ ᵝ

Ҭ ̆ ᴏ ̆

ҍ ҹ Ҭ 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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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ҹ ᵝ ֲ Ῑ ᶫ ⱬ Ȃ 

ᵝ Ῑ ԍ ȁᴑҙȁ ȁ

Ȃ ҙ Ғҙ ̆ ᵬ ⱬ ̆

Ῑ ҙ ⌠ԅ ȁᴑҙ ᵝ ̆

ᵬ ᵝ҉ ԅᴨ Ȃ ֲ ᵝ Ҭԅ ⌠̆ ֲ ᵝ

ᵬ ⇔ ᴇ ̆ ᵣ ҹᴨ Ȃ̆  

（二）教师队伍建设 

ᵝ ᴝ ̆ Ȃ Ғᴋ 34 ̆ῒ

Ҭ 13 ̆◐ 16 ̆ 5 ̆ Ғ ֲ 4ֲ̆

45 ҊҬץ 20 ֲ̂ 58.8%̃̆ ῤ

ᵝȂ2022 2ֲ ◐ ̆ 1ֲȂ2022 ̆

ᵝ ᴨ Ȃ 

ᵝ ̆ Ғᴋ ᴝҬ̆

30 ֲ̆ ᶛҹ 93.7%Ȃ ᵝ └

꞉ ⱴҍҒҙ ᵝ ῏ ḱȁ ꜚ̆

꞉ ≠ ᴑҙȁ ҙȁ ᵬ ̆ Ȃ 

ᵝ ᴑҙȁ ȁ ȁ Ὶ ȁ

15 ֲ̆ ҹ ҙѿ ᵬֲ ̆ ү ̆ ץ

ȁ ȁ ȁ ȁ ȁ

ҍ ῙȂ ⌠ ҍ ̆

ᵬ ҍ ̆ ᴨלԑ ȁ ⱬ ᵬ ľ Ŀ Ȃ 

（三）科学研究 

2022 ̆ ᵝ 19 ̆ 1013.37҆ᾝ̆

ῒҬ 5 ̆ ҍ 2 ̆ ҍ

⅞ 1 ̆ 3 ̆ 1 ̆ 7

Ȃ ᴪᴨ ѿ 1 Ҭ̆ ᴪ 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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ᴪᴨ ҈ 3 ̆ ᴨ ҈ 1 Ȃ2022

῍ 59 ̆ῒҬ SCI 7 ̆SSCI 33 ̆

℮ 18 ̆ ᴆ ᵬҒ≠ 3 . 

ᵝ ᶛ Ȃ Ғҙ ӊ∆

Ҭ ῀ ῏ ᶛ̆ ҍ ̆ ꞉

Ώ ῏ ᶛ Ȃ ᵝ ȇ Ȉȁȇ Ȉ

ң ῀ Ғҙ ᵝ ᶛ ̆ ╠

≠ Ȃ ₮ ȇ ҍ Ȉ̆ ↔

₮ ȇ ҍ ᶛ ᵀ № Ȉ̆ ң ᶛ ῤ

⌠ԅ ̆Ӟ֟ ԅѿ ᴪ ⱬȂ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ᵝ └̆ ᴰ ⇔ ᴨ ᴰ ҹ

ӊѿ̆ ԍ Ῑ ῃ Ȃ

ľ ֲҹ ȁ ҹᾢȁҩ Ῑȁῃ Ŀ ֲ ̆

ľҌ ∆ ȁ ᶏ Ŀ̆ ץ ᴪҺӈ ᴇṿ ᴰ

ᴰ ⇔  

ᵝ ȇ Ȉȁȇ Ғ Ȉȁȇ

Ғ Ȉ Ғҙ Ҭ ῀ᴨ ᴰ ̆ ԍ

ȁ ̆ᶏ ⱴῃ ᴶ ̆

Ῑ ȁ ȁҤ ҹȂ 

（五）国际合作交流 

ҹ ֜ ̆2022 ᵝ

Ғ 2 Ȃ ҍ ᴪ 6ֲ  

ᵝ ҍ ≠֒ ȁ ȁ ⱴ ȁ

֜ └Ȃ ̆ ꞉ ⱴ

ᴪ ̆ ȁ ԇѿ ꜛ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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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 质量评 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ᵝ ԅ ᵀ ᵬ └̆ ԅ ᵬ

̆ ᵝ Ғ Ȃ 

ᵝ ̆ᵖׅ ѿ֓  ̔

1.Ғҙ ѿ ⱴ Ȃ ӟ

ҍ ѿ ̆ ӟ ѿ Ȃ ȁ

ᵬ Ҍ Ȃ 

2. ⱬ ѿ ⱴ Ḡ̆ ᴝ Ȃ

Ҍ Ҭ̆ ȁ ֟₮Ҍ Ȃ 

3. ѿ Ȃ ᵝ №

ԍ ̆ Ғҙ№ ғ ҍ̆ Ғҙѿ

ᵞȂҒҙ ҹ ̆Ғҙ ӟ ̆

Ῑ ѿ Ȃ 

4. ᵝ Ⱳ ᴆ ̆ ̆

ⱴ ֜ ȁ ꜚ ȁ ԍ Ȃ

֜ ȁ ⱬ Ҍ Ȃ ҍ

Ҍ Ȃ ̆ Ạ ȁ

ȁ ᵬ̆ Ȃ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Ҥ ȇ ᵝ

Ⱳ Ȉȁȇ Ҭ Ⱳ Ȉ ̆

ҙ ȁҬ ̆Ҥ ȇ ȁ

ᵝ Ⱳ Ȉ ҙ ᵝ Ȃ ᵝ

Ғ Ҭ Ҍ ҹ̆ ѿ ‗└Ȃ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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ᵝ Ҍ ̆ 18ֲ ̆Ҍ 0,̆ᴨ

2ֲ̂11.1%̃̆ 14ֲ̂77.8%̃̆ 2ֲ̂11.1% Ȃ̃

ᵣ ’ ᴨ̆ ѿ ̆ Ҥ ῏ ᵝ

Ȃ 

2022 ᴨ Ғҙ ᵝ 1 . 

六、


	一、总体概况
	苏州大学于2010年获应用心理硕士学位授权，自2011年起，在学校心理学、咨询与临床心理学、工业与组织管理心理学三个方向招生，截止2022年12月已授予硕士专业学位388人。
	本专业学位积极为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服务，打造“心理服务惠聚民生”的特色工作品牌。近年来，紧密结合社会需求，积极开展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心理援助、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指导、人才心理素质测评、特殊群体心理干预和心理服务助力脱贫攻坚。心理服务工作在全国行业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学位点现有仪器设备总值 1740.26 万元，实验室总使用面积 2396.76 平方米。积极为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服务，打造“心理服务惠聚民生”的特色工作品牌。近年来，积极开展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心理援助、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指导、人才心理素质测评、特殊群体心理干预和心理服务助力脱贫攻坚。心理服务工作在全国行业中享有很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心理学系党支部获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学院形成“以学院党委为核心，以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为依托，以研究生会为纽带，以党、团支部和班级为平台，以研究生辅导员为支撑，以党员为骨干，以点带面，层层落实”的树状管理体系，重点依托研究生会、党、团支部组织开展各类活动，丰富学生校园生活，提升学生思想境界。各研究生党支部定期举办专题党课，确保党员在理论学习上的先进性，并结合时代主题开展集趣味性、学习型为一体的党日活动，如“走基地、看变化、聚力量”、观影活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情暖冬至活动等，引导广大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生会...
	在疫情期间，教育学院还通过组织开展“靠近你，温暖我”云心理主题班会活动、“乐动云端，阳光体育”线上体育竞赛等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与心理关怀。并积极发挥心理学专业优势，开展“心田微课”，帮助中小学生缓解疫情期间的紧张焦虑情绪，助力心理应变；参与“心心点灯”苏州大学抗疫心理援助热线，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稳定又专业的心理援助和服务，守护苏州心灵绿码；开设“润心视窗”，向全校师生推介心理健康科普知识，帮助缓解精神压力、培养阳光心态。
	在新媒体建设方面，学院“苏大教院研究生”官方微信公众号现有关注人数已超1500人，平均每月推文达15篇以上，内容涵盖就业信息、讲座信息、日常通知等各类内容，方便广大研究生更便捷地了解学院动态。平均每篇推文阅读量达132以上，其宣传报道工作已取得明显效果。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本专业课程在教指委指导性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定位行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长三角地区教育现代化、工业组织发展、 社会治理以及心理健康服务等行业发展趋势调整和优化课程结构，突出本学位点学校心理学、工业与组织管理心理学、咨询与临床心理学3个特色办学方向。
	在课程设置上，将研究生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模块、方向选修课程模块，及时更新课程和教学内容，侧重反映学科发展的最新进展及实践应用情况，帮助研究生开拓视野， 增强职业适应力。特别强调将行业典型案例、实践操作融入原有课程，定期邀请专业领域内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通过开设讲座、参与课程等方式切实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
	本学位点已将学制由两年调整为三年，学生在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后，有充足的时间参加实践锻炼（解决实际行业问题），并完成较高质量的论文。
	指导教师实行上岗招生申请制，根据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需要，学院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上岗条件，每年审核导师招生资格，招生导师每年必须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导师上岗培训。2022年度新选聘导师2人。学位点非常重视教师的实践经验，现有专任教师队伍中，有实践经验的教师30人，所占比例为93.7%。2022新选聘校外实践导师2人。
	学科成立以学院书记、院长为组长的师德师风组织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明确责任并落实到具体负责人。精心部署学习任务和工作议程、工作重点，利用教师培训、教职工大会、教职工周三政治学习和新媒体平台等，形成学习长效机制。开展师德师风主题项目 “我身边的好老师”“我的执教故事”“最受学生喜爱教师”“高尚师德奖”等活动。学位点教工党支部获教育部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工作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
	应用心理硕士学位点建成了一批稳定的、符合专业培养方向要求的校外实践基地。现有苏州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3家，建设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站1个。2022年度学位点积极探索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与苏州教投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流合作，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聘请实践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担任实践指导老师，与校内导师共同做好实践教学的指导和管理工作，2022年度选聘校外实践指导老师2人，均为行业一线工作人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开设专题讲座2场。
	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导师相关的研究课题研究，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比例达到70%。同时教育学院制定了《教育学院研究生科研奖励条例》，鼓励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与实践。2022年度学位点获批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1项。学位点研究生发表SSCI论文2篇.
	在“以实践能力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原则下，本学位点积极将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同相关职业资格认证进行对接，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创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业转换能力结合在一起，积极鼓励学生报考心理咨询师、人力资源管理师、社会工作者以及教师职业资格证书。2022年度共有19名在校研究生获得各类职业资格证书。
	2022年度，应用心理硕士学位点4位研究生入围上海市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技能大赛决赛，最终获心理科普微视频比赛三等奖1项，3位同学入围长三角地区应用心理硕士实践技能大赛决赛，获心理咨询面谈技能优秀奖1项。
	（五）研究生奖助
	苏州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三助”津贴、国际交流奖学金、捐赠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困难补助八部分构成。学校还设有朱敬文奖学金、助学金和周氏奖学金。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助研（覆盖率达90%）、助教、助管（简称“三助”）岗位助学金，特殊困难救助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通过基本投入、专项投入、特色投入、鼓励投入等方式，基本建立国家、学校、学院、学科、导师“五位一体”的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经费保障体系和资助体系。2022年，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平均资助超过2万元...
	为保障贫困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教育学院为研究生提供了各类助研、助教岗位。2012年成立的菁华阳光爱心基金，对贫困研究生特别是身患重病研究生提供了有效的帮扶，目前运转良好，基金规模稳步提高。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苏州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同时教育学院还制定了《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实施细则》，优化了评奖评优工作流程，确保研究生国家、学校奖助学金、困难补助、统筹经费、培养费的足额投入；保证专项投入，积极筹措保证研究生创新工程、教改、课程、教材、学科竞赛、学风宣讲、网络教学平台、导师培训、论文盲审、优秀学位论文奖励等教育教学专项经费的投入；满足特色投入，加大研究生国际交流和海外研修奖学金等创新改革特色经费的投入；鼓励学科导师投...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学位点2022年度在读人数180人，招生64人，毕业和授予学位8人。
	2022年7月，学位点成功举办了线上暑期夏令营，吸引全国21所高校46名优秀本科生报名，最终接受推免生16人，生源质量稳步提高。
	苏州大学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点重视专业学位实践教学，由由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负责组织、协调本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各项工作。目前学位点建有研究生实践基地4家，建设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站1个、校级研究生工作站4个。使研究生在学期间能够深入行业领域实际部门进行专业实践。学位点还拥有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团队，省级心理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团队，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团队和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团队等教学和科研团队，为学位点人才培养提供强力支撑。
	本学位点坚持培养心理学理论和技术应用于教育、企业、医疗、社区和行政管理等部门。毕业研究生专业知识扎实，工作能力强，所培养的历届毕业生都得到了政府、企业和学校等单位的热烈欢迎，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对用人单位访谈中了解到，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工作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评价较高，整体评定为优秀。，
	学位点现有来自企业、医院、学校、政府部门的兼职导师、实践导师15人，均为行业一线工作人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每年以学术报告、讲座、授课、实践指导、论文开题、论文答辩等多种形式参与研究生培养。同时选派青年教师到实践基地参与实践教学，进工作站参与项目指导，构建优势互补、通力合作的“双师型”团队。
	学位点重视案例教材建设。我校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在设立之初就强调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相关案例，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鼓励授课教师编写相关案例教材。学位点《高级心理测量学》、《心理治疗》两门课程入选苏州大学专业学位硕士案例教材建设项目，目前均已顺利结项。陈弈君教授出版《高级心理测量学的理论与应用》，刘稚颖老师出版《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案例评估和分析》，两本案例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均得到了学生的积极肯定，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学位点推行研究生德政导师制，将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为研究生德政导师的职责之一，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德政导师秉承着“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个性培养、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坚持和牢牢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学位点在开设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咨询专题》、《心理治疗专题》等专业课程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讲授根植于本土文化的自生的、独立的心理学理论，使学生更加全面掌握心理学的研究伦理，养成科学、规范、严谨的态度和良好的科研行为。
	学科积极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2022年学位点邀请境外专家学术报告2场。教师参与各类国际会议6人次
	学位点与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日本广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台南大学建立长期的学术交流机制。另外，鼓励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校、学院给予一定资助。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按照学校要求学位点成立了评估工作小组，制定了工作流程和日程安排，并开始选聘外单位同行专家。
	应用心理硕士学位点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专业实践教学各环节需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实习期间的持续监测与指导需要进一步完善，实习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实践基地、工作站实际建设效果还不明显。
	2.师资力量还需进一步加强，保证师资队伍的稳定发展。学科成员的研究方向还不够集中，科研、实践产出不平衡。
	3.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学位点所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大部分来自于普通本科院校，所学专业分布广泛且复杂，与本学科的专业一致性较低。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专业学习的适应周期相对较长，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有一定影响。
	4.学位点办学条件有待改善，研究生缺少高水平应用型成果，参加各类交流、比赛活动的数量、质量都还有待于提高。对学生的学术交流、实践比赛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学生参与各级各类技能比赛训练的经费不足。每年有各级各类技能大赛，导师需要做选拔、辅导、带队等各项工作，需要可持续的经费支撑。
	本学科严格按照《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课题开题管理暂行办法》、《苏州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毕业论文的开题、中期检查，严格执行《苏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盲审暂行实施办法》组织毕业生的学位论文盲审。学位论文专家评议过程中涉及学术不端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制。2022年度，本学位点无抽检不合格论文，硕士论文盲审18人次，不合格0,，优秀2人（11.1%），良好14人（77.8%），合格2人（11.1%）。论文盲审总体情况良好，优秀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还需继续严格把关学位论文质量。
	2022年度获校优秀专业学位论文1篇.
	六、改进措施
	1.实践教学方面，继续坚守“夯实基础，提升专业，加强实践”的理念，进一步优化课程内容与结构，对标教指委实践教学要求，强化实践教学的过程化、个性化和信息化。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工作站、实践基地的数量和质量，并建立健全管理、评价等机制。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2.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合作，对教师和学生的学术交流、实践比赛给予更多的经费和时间保证，让更多的师生有机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提升业务能力。
	3.紧跟地区行业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加强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合作交流，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加强学位点与社会行业之间联系，强化学生专业实践素养和技能。融合实践课程教学、技能实操、专业实践实习、导师企业项目合作研究等为一体，继续聘请相关行业中有影响力的精英、专家作为校外导师，为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3.积极改善学位点办学条件，改善办学空间和资源，加强心理学实验室建设，添置仪器设备，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争取产出一批高水平应用型成果和优秀学位论文。
	4.进一步规范研究生论文开题、盲审、答辩环节，切实提高研究生论文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