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是中国科学心理学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是大

陆首个进入ESI世界排名前1%的心理学科,入选基础学科拔尖培养计划。在教育部第四

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学科,并于同年入选教育部 “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本科教育始于1900年。1917年,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校长的倡导下,
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为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前身。1978年,
恢复成立心理学系。2016年,心理学系正式更名为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心理学专业是

教育部重点学科 (2002年),北京市特色专业 (2008年),北京市一级重点学科 (2012
年),“双万计划”第一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19年)。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

学学院一直紧扣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有四个学科方向的学系:脑与认知科学系、管理与社会心理学

系、临床与健康心理学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系,形成了较为全面完善的学科建制。
脑与认知科学系。主要研究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维、意识、社会认知等大脑

高级功能的认知神经机制。认知神经科学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当前最热门的交叉

研究领域之一,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目前关注度极高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人机交

互、用户体验等。
管理与社会心理学系。主要研究组织管理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力开发、职业

健康与职业生涯管理、应用社会心理学、行为金融学等。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企事业

单位管理与经营活动过程中的需求,培养学生在实践领域运用心理学的专业理论、技能与

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系。主要研究人类认知、语言和社会性的发生、发展与老化问题,

包括儿童与老年人的认知发展、儿童语言发展、儿童与老年人社会性发展和特殊儿童的发

展与干预。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心理咨询实践的需求,培养

学生在实践领域运用心理学的专业理论、专业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临床与健康心理学系。研究方向包括中国人人格特征、社交焦虑、应激和压力管理、

人格障碍等。设置了系统的临床心理学教学课程,包括变态心理学、心理测量、人格心理

学、健康心理学、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概论等,并有精神科见习、心理咨询见习等与国际

接轨的临床心理学本科生培训方案。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汇集了一批心理学领域的国际顶尖学者,现有教授13人,研究

员8人,副教授17人,讲师5人;其中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6人,青年长江学者3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人;18位老师担任或曾任36份国际期刊主编、副主编、编委

等职位;人均发表国际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在全国心理学界处于领先地位。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设有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两个本科专业,两个专业的必修课程相

同,到高年级,学生按照研究和就业兴趣选修不同课程。学院紧扣新时代的人才培养需

求,结合心理学科的学科特色和发展趋势落实 “立德树人”的任务目标,依托现有的基础



科学研究条件,围绕脑与认知科学和心理健康两个重点领域,培养具有 “创新意识、责任

意识、合作意识”的基础研究领军人才。
在过去的8年间,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利用获批的本科生教学培养专项经费进行了基

础教学条件、骨干基础课程、教学实践基地和本科生导师队伍的建设。学院统筹规划并建

设了各专业方向的综合实验室及教学示范基地,购入了用于本科教学的仪器设备和软件。
除了国家和校级经费,学院教师所获批的科研经费中也有相当比例被用于本科人才培养。

在北京大学教学改革的总体任务目标下,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紧扣专业特色打造精品

通识核心课,努力探索教学新方法;围绕专业核心课,充实骨干教学队伍。学院强化本科

教学环节中的实验实践教学特色,除现有的专业核心课外,还鼓励专业选修课程增加实验

实践教学环节设置。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进一步完善了本科生导师制度,鼓励本科学生参与国家重大基础

科学研究项目,把理论知识学习与实际科学问题结合起来;有相当数量的本科生已经能在

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研究工作成果。
此外,得益于日益频繁的国际化学术交流活动,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本科学生的交流

出访活动整体呈现更加活跃的趋势。学院提供专项经费支持本科学生出访交流,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前往世界一流大学的著名实验室参加暑研暑校等短期研究出访活动。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71501 心理学 Psychology 4年 理学学士

071502 应用心理学 AppliedPsychology 4年 理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方方 62756932 ffang@pku.edu.cn
主管教学副院长 姚翔 暂无 xiangyao@pku.edu.cn
教务管理人员 韩颖 62754723 xlbkjw@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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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心理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心理学专业成立于1978年。其前身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本专业为理科专

业,学制4年,毕业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设有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两个本科专业,有四个学科方向的学

系:脑与认知科学系、管理与社会心理学系、临床与健康心理学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系,形成了较为全面完善的学科建制。研究方向包括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

学、认知神经科学、生理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医学与临床心理学、社会心

理学、情绪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实验性基础研究是各个研究领域的共同特色。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它的学科建设。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交叉的特点。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认知神经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以灵长类动物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机构,其临床心理学、动物心理

学、情绪心理学则是国内综合大学独一无二的。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现有教职工54人,其中教授13人,研究员8人,副教授17人,

讲师5人,职员11人。

二、 培养目标

心理学是研究个体行为及精神过程的科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

科研能力,训练学生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科学原理和实验研究方法,描述、解释、预测、控

制行为和精神过程;通过与国际一流大学与一流心理学专业的校际交流和联合培养等多种

合作项目,促进学生与国际学术前沿的接轨。在认知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临床心理

学、组织心理学等领域中,培养具有 “创新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的基础研究领军

人才。

三、 培养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备良好的政治

素质,遵守心理学相关职业的伦理守则与道德规范。

2.掌握心理科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和技术,了解心理学的前沿知识、应用前景和最新

发展动态,具有良好的从事心理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和一定的应用心理学知识的理论和实

践能力。

3.较熟练地掌握英语,能阅读本专业的英语文献。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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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位类型: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1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2-3毕业论文: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 学 英 语 教 研 室 要 求

选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

办 法 (2020 年 8 月 修

订)》。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一上

面 向 理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B”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上机”。

04831650 计算概论B上机 0 2 32

一上

面 向 理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B”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上机”。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说明:大学英语应修学分不足8学分的学生应从其他院系专业核心课中选修相应学分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
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分课

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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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1421 高等数学 (C)(一) 4 4 0 一上

00131422 高等数学 (C)(一) 4 4 0 一下

00130310 线性代数 (C) 3 3 0 一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 (B) 3 3 0 一下

00431121 普通物理 4 4 一下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900 普通心理学 4 4 14 一上

01630051 心理统计 (1) 2 2 16 一上

01630708 心理统计 (2) 2 2 16 一下

01630047 社会心理学 3 3 10 一下

01630034 实验心理学 4 4 20 二上

01603333 实验心理学实验 3 4 51 二上

01603011 心理测量 2 2 2 二下

01630060 发展心理学 3 3 6 二下

01630600 组织管理心理学 2 2 4 二下

01630101 生理心理学 2 2 4 三上

01630121 认知心理学 4 4 4 三上

01630090 变态心理学 3 3 17 三上

2-3毕业论文: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330 心理学史 2 2 一下

01630735 生理学 2 2 二下

01630020 CNS解剖 2 2 二下

01630610 心理学研究方法-MATLAB 2 2 14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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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220 生理心理实验 2 4 48 三上下

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 (B) 3 3 二下

01630140 认知神经科学 2 2 三上下

01630570 感觉与知觉 2 2 春季

01630080 人格心理学 2 2 春季

01630350 教育心理学 2 2 秋季

01630170 消费心理学 2 2 4 春季

01630540 职业心理学 2 2 春季

01630046 社会冲突与管理 2 2 2 秋季

01630243 心理咨询与治疗引论 2 2 4 秋季

本科生科研 2~6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3-2-1其他院系选修课

其他院系开设的专业核心课 (含辅修专业学分),不少于11学分。

3-2-2专业选修课超过规定学分之外的课程。

3-2-3本专业选修课

基础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10200 神经心理学 2 2

01610226 意识的脑机制 2 2

01630022 实验儿童心理学 2 2 6

01630033 异常儿童心理学 2 2 8

01630042 社会性与个性发展 2 2 4

01630560 婴儿心理学 2 2

01630630 老年心理学 2 2

01630640 视觉与视觉艺术 2 2

01630670 听视觉言语加工整合及其脑机制 2 2

01630694 暴力行为的脑机制 2 2

01630696 听觉认知神经科学 2 2 6

01630697 计算建模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的应用 2 2

01630699 神经经济学专题 2 2

01630702 孤独症研究专题 2 2

01630705 脑中的节奏 2 2

01630706 学习与行为 2 2

01630707 感知觉学习和认知训练专题 2 2

01630711 情绪心理学 2 2

01630713 时间与认知 2 2

01630715 意识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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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716 医学心理学 2 2

01630719 心理学研究技术与实践 2 2 14

01630722 视觉与视觉神经科学 2 2

01630728 时间知觉研究专题 2 2

01630729 知觉和注意 2 2

01630733 神经美学 2 2

01630820 神经生物学 2 2

应用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180 工程心理学 2 2

01630450 健康心理学 2 2

01630690 临床和社会心理学专题 2 2 17

01630698 灾难心理学 2 2

01630700
青少 年 心 理 访 谈:理 论,技 术 和 案 例

讨论
2 2 16

01630704 科学写作与交流 2 2

01630712 运动控制研究专题 2 2

01630717 心理测量实操专题 1 1 6

01630718 感知运动学习概论 2 2

01630724 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 1 1

01630725 系统论与系统式心理治疗 2 2

01630740 爱的心理学 2 2

0163506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2

3-2-4荣誉课程

(1)文献讨论课:2学分/学期;
(2)文献写作课:2学分/学期;
(3)本科生科研:4学分;
(4)科学专题汇报:2学分/学期。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必须在大四开学前修完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学分。体育类和英

语类课程如有选课困难原则上可以缓修一门。
(2)必须在大四开学前修完下列4门选修课:生理学、CNS解剖、心理学研究方法-

MATLAB、生理心理学实验。
(3)排名计算方法:计算12门专业核心课和 (2)中的4门专业选修课的加权平均成

绩,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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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荣誉学位要求

(1)符合北京大学荣誉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2)荣誉课程以教学计划列出范围为准,如有变动以教务办公室通知为准。

3.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公共必修课中标*的课程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免修。免修课程学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

课程”中补足。备注 “仅适用于留学生”的课程港澳台学生不能选修。

4.其他课程方面规定

其他院系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目录以课程系统中的信息为准,如有疑问请在选课前与教

务办公室确认。
专业基础课中的课程可用同一系列较高级别的课程替代,超出学分不计入其他课类。

七、 心理学专业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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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心理学专业成立于1978年。其前身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本专业为理科专

业,学制4年,毕业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设有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两个本科专业,有四个学科方向的学

系:脑与认知科学系、管理与社会心理学系、临床与健康心理学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系,形成了较为全面完善的学科建制。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它的学科

建设。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特点。应用心理学专业包括管理与社会心理

学系以及临床与健康心理学系。管理与社会心理学系的研究方向包括组织管理心理学、人

事评价与甄选、绩效评估、职业生涯规划、领导力开发、群体决策、风险认知、文化与认

知、消费行为、广告心理学、投资心理学/行为金融学;临床与健康心理学系的研究方向

包括中国人人格特征、焦虑障碍、应激和压力管理、人格障碍等,涵盖应用心理学各主要

方向。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现有教职工54人,其中教授13人,研究员8人,副教授17人,

讲师5人,职员11人。

二、 培养目标

心理学是一门强调科学原理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在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管理、
经济管理、文化交流、身心发展、心理健康、国防和体育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心理

与认知科学学院注重培养学生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所必需的心理学专业能力,以及将心理学

理论和技术应用于解决该领域问题的研究能力;培养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心理学应用的领军人才。

三、 培养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备良好的政治

素质,遵守心理学相关职业的伦理守则与道德规范。

2.掌握心理科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和技术,了解心理学的前沿知识、应用前景和最新

发展动态,具有良好的从事心理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和一定的应用心理学知识的理论和实

践能力。

3.较熟练地掌握英语,能阅读本专业的英语文献。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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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总学分:141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2-3毕业论文: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16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一上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

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上

机”。

04831650 计算概论B上机 0 2 32

一上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

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上

机”。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说明:大学英语应修学分不足8学分的学生应从其他院系专业核心课中选修相应学分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
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分课

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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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1421 高等数学 (C)(一) 4 4 0 一上

00131422 高等数学 (C)(一) 4 4 0 一下

00130310 线性代数 (C) 3 3 0 一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 (B) 3 3 0 一下

00431121 普通物理 4 4 一下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900 普通心理学 4 4 14 一上

01630051 心理统计 (1) 2 2 16 一上

01630708 心理统计 (2) 2 2 16 一下

01630047 社会心理学 3 3 10 一下

01630034 实验心理学 4 4 20 二上

01603333 实验心理学实验 3 4 51 二上

01603011 心理测量 2 2 2 二下

01630060 发展心理学 3 3 6 二下

01630600 组织管理心理学 2 2 4 二下

01630101 生理心理学 2 2 4 三上

01630121 认知心理学 4 4 4 三上

01630090 变态心理学 3 3 17 三上

2-3毕业论文: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330 心理学史 2 2 一下

01630735 生理学 2 2 二下

01630020 CNS解剖 2 2 二下

01630610 心理学研究方法-MATLAB 2 2 14 二下

01630220 生理心理实验 2 4 48 三上下

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 (B) 3 3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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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140 认知神经科学 2 2 三上下

01630570 感觉与知觉 2 2 春季

01630080 人格心理学 2 2 春季

01630350 教育心理学 2 2 秋季

01630170 消费心理学 2 2 4 春季

01630540 职业心理学 2 2 春季

01630046 社会冲突与管理 2 2 2 秋季

01630243 心理咨询与治疗引论 2 2 4 秋季

本科生科研 2~6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3-2-1其他院系选修课

其他院系开设的专业核心课 (含辅修专业学分),不少于11学分。

3-2-2专业选修课超过规定学分之外的课程。

3-2-3本专业选修课

应用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180 工程心理学 2 2

01630450 健康心理学 2 2

01630690 临床和社会心理学专题 2 2 17

01630698 灾难心理学 2 2

01630700 青少年心理访谈:理论,技术和案例讨论 2 2 16

01630704 科学写作与交流 2 2

01630712 运动控制研究专题 2 2

01630717 心理测量实操专题 1 1 6

01630718 感知运动学习概论 2 2

01630724 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 1 1

01630725 系统论与系统式心理治疗 2 2

01630740 爱的心理学 2 2

01635060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2

基础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10200 神经心理学 2 2

01610226 意识的脑机制 2 2

01630022 实验儿童心理学 2 2 6

01630033 异常儿童心理学 2 2 8

01630042 社会性与个性发展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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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630560 婴儿心理学 2 2

01630630 老年心理学 2 2

01630640 视觉与视觉艺术 2 2

01630670 听视觉言语加工整合及其脑机制 2 2

01630694 暴力行为的脑机制 2 2

01630696 听觉认知神经科学 2 2 6

01630697 计算建模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的应用 2 2

01630699 神经经济学专题 2 2

01630702 孤独症研究专题 2 2

01630705 脑中的节奏 2 2

01630706 学习与行为 2 2

01630707 感知觉学习和认知训练专题 2 2

01630711 情绪心理学 2 2

01630713 时间与认知 2 2

01630715 意识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2 2

01630716 医学心理学 2 2

01630719 心理学研究技术与实践 2 2 14

01630722 视觉与视觉神经科学 2 2

01630728 时间知觉研究专题 2 2

01630729 知觉和注意 2 2

01630733 神经美学 2 2

01630820 神经生物学 2 2

3-2-4荣誉课程

(1)文献讨论课:2学分/学期;
(2)文献写作课:2学分/学期;
(3)本科生科研:4学分;
(4)科学专题汇报:2学分/学期。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必须在大四开学前修完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学分。体育类和英

语类课程如有选课困难原则上可以缓修一门。
(2)必须在大四开学前修完下列4门选修课:生理学、CNS解剖、心理学研究方法-

MATLAB、生理心理学实验。
(3)排名计算方法:计算12门专业核心课和 (2)中的4门专业选修课的加权平均成

绩,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排名。

2.荣誉学位要求

(1)符合北京大学荣誉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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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荣誉课程以教学计划列出范围为准,如有变动以教务办公室通知为准。

3.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公共必修课中标*的课程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免修。免修课程学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

课程”中补足。备注 “仅适用于留学生”的课程港澳台学生不能选修。

4.其他课程方面规定

其他院系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目录以课程系统中的信息为准,如有疑问请在选课前与教

务办公室确认。
专业基础课中的课程可用同一系列较高级别的课程替代,超出学分不计入其他课类。

七、 心理学专业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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