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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的《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标准化建设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北京市社会心理服务促进中心、北京正河山标准化

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青之、闫芳、张胸宽、丁岩、石孟磊、常丽艳、郑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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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的总体要求、培训机构、培训师资、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及学时、

培训考核、培训评价与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BFSPW 001—2022 社会心理指导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体验式教学

根据学员的认知特点及规律，通过创造实际的或重复经历的情景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个人实

际经历的教学内容，使学员在亲历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的教学方法。

4 总体要求

4.1 培训总体要求

根据社会心理指导师的职业要求和岗位定位，具有培训资质的机构按照社会心理指导师培养方案，

开展相关培训工作。

5 培训机构

5.1.1 培训机构应为独立法人机构，经营范围中应包含培训或职业信息服务等字样。

5.1.2 培训机构应具备社会心理指导师师资培训合格证书的专职教学人员，且人数不应少于 2 人。

5.1.3 培训机构应有专职的教务人员且人数不应低于 1 人。

5.1.4 培训机构应具有网络和实地培训能力，并满足以下要求：

a) 配置直播间设备：摄影直播设备、网络设备、麦克风、电化视频教学会议系统；

b) 可用的实地培训总场地不应低于 200 ㎡，且单独一间培训教室面积不小于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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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报名条件

6.1 初级社会心理指导师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报名参加社会心理指导师初级培训：

a) 具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者；

b) 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本科及以上的在校生；

c) 具有人社部颁发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或初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者；

d) 具有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且有 2年及以上社会心理服务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

6.2 中级社会心理指导师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报名参加社会心理指导师中级培训：

a) 已获得社会心理指导师初级证书，且有 2 年及以上社会心理服务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

b) 具有人社部颁发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或中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且有 2 年及以上社会心理

服务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

c) 具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且有 2 年及以上社会

心理服务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

d) 具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且有 4 年以上社会心

理服务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

6.3 高级社会心理指导师

具有 4 年以上社会心理服务相关岗位工作经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报名参加社会心理指导

师高级培训：

a) 具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或其他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b) 获得社会心理指导师中级证书；

c) 具有人社部颁发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或中级及以上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者。

7 培训师资

7.1 培训机构负责教学的工作专职人员称为培训师资，培训师资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遵守师德要求，认同社会心理服务理念；

b) 遵守《教学标准手册》及教材，按照标准要求编写讲义，并完成培训业务；

c) 具有教学技能和学习能力，善于吸收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等；

d) 遵守教育规律、执行培训规范，工作认真负责、敬业爱岗、教学效果显著；

e) 专职承担社会心理指导师的教学工作。

7.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初级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师资：

a) 通过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组织并认证的培训考核，获得师资证书。

b) 具有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等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c) 获得中级社会心理指导师证书或社会心理督导师证书，并接受督导。

7.3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中级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师资：

a) 通过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组织并认证的培训考核，获得师资证书。

b) 具有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等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

c) 获得高级社会心理指导师证书，并接受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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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培训方式

8.1 集中授课

以规定的课程和学时为依据，采取面授、讲座、辅导、专题研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结

合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集中授课。

8.2 参观见习

组织到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等场所参观见习。

8.3 实地实习

组织到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等场所进行实习实践。

8.4 体验式教学

按照培训目标要求，结合培训课程内容，进行体验式教学内容安排和课程设计。

9 培训内容及学时

9.1 基本要求

9.1.1 初级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应达到 56 标准学时。

9.1.2 中级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应达到 120 标准学时。

9.1.3 高级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应达到 140 标准学时。

9.2 培训内容及具体学时

9.2.1 培训内容应符合 T/BFSPW 001—2022《社会心理指导师》内职业能力相关规定。

9.2.2 培训学时分配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社会心理指导师的培训学时分配

社会心理指导师级别 培训内容 学时

初级社会心理指导师

基础理论 4

基础知识 16

基本技术 20

专题活动 16

晋阶技术 分期培训

中级社会心理指导师

专业知识 8

专业理论 16

专业技术 96

管理知识和个人成长 分期安排

高级社会心理指导师 政策理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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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群体案例 24

弱势人群、高危人群和特殊人

群案例
48

专业督导 32

专业技能和个人成长 24

10 培训考核

10.1 考核组织

10.1.1 培训后，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组织社会心理指导师职业能力等级评价考试对培训效果进

行考核。

10.1.2 初级社会心理指导师考试和中级社会心理指导师理论知识考试由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

组织和安排。

10.1.3 中级社会心理指导师面试和高级社会心理指导师考试由社会心理指导师考评专家委员会组织

和安排。

10.2 考核形式和时间

10.2.1 初级社会心理指导师考核内容为理论知识，理论知识考试采用网络在线答题方式，时间为 60

分钟。考试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10.2.2 中级社会心理指导师考核内容分为理论知识和技能实操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网络在线答题

方式，时间为 60 分钟；技能实操考核采用专家组面试的方式进行，时间为 15 分钟。理论知识考试和技

能实操考核均实行百分制，两年内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实操考核成绩均达到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10.2.3 高级社会心理指导师为 5000 字以上案例论文答辩，采取评分表考核，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

8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10.3 颁发证书

初级、中级、高级社会心理指导师考核评价合格者，由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颁发相应的职业

能力等级（评价）证书。

11 培训评价与改进

11.1 评价对象

对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师资和社会心理指导师培训机构进行评价。

11.2 评价方式

11.2.1 内部评价

培训组织方可通过下列方式进行内部评价：

a) 采取听取培训学员的建议或意见、设置意见箱、网上收集等方式收集信息，处理分析；

b) 组织接受培训学员填写培训效果的调查问卷，统计数据并形成分析报告。

11.2.2 外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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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组织方通过邀请相关专家或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方式对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师资、培训效果

和服务质量等进行评价，收集整理相关信息，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制定具体改进方案，提升专业服

务水平。

11.3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培训师资的专业性；

b) 培训内容的完整性；

c) 培训内容的准确性；

d) 培训的效果；

e) 培训机构的组织管理；

f) 培训机构的服务质量。

11.4 培训的持续改进

11.4.1 培训机构宜通过召开工作例会、沟通会、服务对象代表会等会议，进行沟通交流，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11.4.2 培训机构应分析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的结果，进行服务的持续改进。

11.4.3 培训机构宜建立激励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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