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苏勤哀伤研究课题组研究助理招募公告

1.实验室简介

本课题组致力于探索重大疾病、死亡、丧亲给人们的身心带来的影响，如何帮助人

们从中得到疗愈和成长，以及在网络与社区中推广哀伤疗愈自助方案。当前团队由

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组成。

课题组负责人唐苏勤为深圳大学社会工作助理教授，特聘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心理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博士，康奈尔

大学医学院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美国死亡教育与咨询学会

（ADEC）认证生死学专业人士（CT）。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3项，发表中外

学术论文 30余篇，参与编著、翻译教材和专著 10余部，从事心理咨询临床实务工

作 10年。

更详细的个人信息可从以下网站了解：https://law.szu.edu.cn/info/2191/11927.htm

2.项目简介

本项目以丧亲人群为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为：（1）考察其丧亲后适应过程中的反

刍思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2）考察自主研发的网络化心理干预方案对改善其心

理健康状况的效果。本项目的主要教学思路如下：

（1）通过系统文献阅读及文献报告，培养学生掌握学科前沿知识、进行学术交流

的能力；

（2）通过协助研究对象招募和数据收集，培养学生与研究对象沟通的能力、并提

升同理心；

（3）通过指导数据分析和文章撰写，帮助学生进一步熟练数据分析方法和软件、

初步掌握学术论文撰写、并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4）通过完整地体验整个研究过程，促进学生尽早对其职业生涯进行选择与规划。



本项目的执行时间为：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5月 30日

3.招募对象

（1）原则上为大二、大三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2）社会学、心理学、护理学、医学以及其他接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统计学训

练的专业；

（3）有能力合理安排时间，愿意进行团队合作；

（4）数据分析能力突出、熟练使用 SPSS/MPLUS等统计软件的同学优先。

4.报名和入选方式

（1）发送申请邮件到 sqtang@szu.edu.cn，邮件主题注明“研究助理报名-姓名-专
业”；

（2）邮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基本信息（姓名、所在院系、年级、联系方式、

已修读课程及成绩等级、竞赛获奖、与本项目需求相关的能力或经历介绍等）、报

名的主要缘由和想法；

（3）采用师生双选制度，导师筛选后确定入选名单；

（4）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 9月 14日。

5.教学内容

本期教学内容分为“反刍思维与丧亲后适应的关系”与“网络化心理干预在丧亲人群

中的应用”两个子项目。子项目一拟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方法对丧亲者的日常反刍思

维（即反复想起和思考逝者、丧亲事件及相关哀伤反应的心理过程）在丧亲后适应

中的作用，子项目二拟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设计适用于中国丧亲者的网络化

心理干预微信小程序，并考察干预可行性及有效性。

具体教学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文献阅读

对学生进行文献搜索引擎及文献管理软件（EndNote）的使用培训，指导其利用特

定关键词对文献进行搜索并筛选、对关键文献进行精读、对相关文献进行泛读、学

习总结文献并提出研究问题。

（2）数据收集

指导学生撰写研究对象招募海报、向研究对象收集数据。

（3）数据分析

对学生进行高级统计方法及统计软件的使用培训，指导学生使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



（4）文章撰写

鼓励学生参与到文章前言的文献搜集、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撰写、研究结果讨论的

头脑风暴中。

6.教学方式

（1）研究例会

每周将进行一次在线或面对面的为期 2-3学时的例会，总共不少于 16次。每次例

会将进行文献报告、由每位学生汇报工作进展并讨论下一步计划，教师将在例会中

对学生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困难和疑问进行解答、并教授推进下一步计划所需技能。

（2）会议报告

教师将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研究进度给予其在国内相关主题学术会议上报告的机

会，帮助其准备会议报告内容及展现方式。

7.教学地点

丽湖校区。

8.团队成就

（1）学生作为合作者发表 SSCI一区论文一篇：Tang, S., Yu, Y., Chen, Q., Fan, M.,
& Eisma, M. C. (2021). Correlates of mental health after COVID-19 bereavement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61(6), e1-e4.；

（2）学生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科普文章一篇：彭闻捷,唐苏勤. (2021).寻找夜晚中的

银河：网络中的丧亲者.心理与健康, 3, 68-69.；

（3）学生参加“荔园挑战”获校级二等奖：哀伤看得见——新冠肺炎疫情丧亲者的

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余怡、陈茜欣、樊美龙）；

（4）开设公众号生死教育专栏“当我们谈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