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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博导

通信地址：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心理学系

Email：

zhxy@fimmu.com

职 务：

心理学系主任

职称级别：

正高

学术任职：

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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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所属科室：

心理学系

研究方向：

心理健康与心理咨询，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科研项目：

主持的主要课题

1.广东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32878，2003-2005 

2.广东大学生自杀高危人群筛查及早期干预的研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心理学重点研究项目，编号：05SXZ001，2006-2008 

3.南方战区渡海登陆作战部队官兵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测评及干预研究，编号：O4MO14，军队“十五”课题，2004-2007 

4.感知与思维主题展示创新设计研究，编号：20042070062，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规划项目，2004-2005 

5.心理健康专题学习网，广东省高校现代教育技术“151工程”，编号：GDA175，2005-2007 

6.广东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广东省医学科学技术研究基金，编号：WSTJJ20021225，2003-2005 

7.南方重要战略要地及驻岛礁部队心理卫生（障碍）监测及干预性研究，军队“十五”指令性课题，编号：01L050，2001-2004

成果奖励：

（1）军人心理学多媒体软件的研制，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 

（2）军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综合培养模式，军队教学成果三等奖（2001年） 

（3）全军教书育人优秀教员（2000年）； 

（4）全军院校育才奖银奖（2001年）； 

（5）第一军医大学教学优秀一等奖（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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