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论文答辩安排（一） 

2025年 5月 13日下午 14∶00 
一、论文答辩安排：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导 师 

1 武旭科 语义加工水平与数学能力的关系及其神经机制 崔占玲 

2 薛恒 一般语义与数学概念表征的跨模态神经基础--来自 fNIRS 的证据 崔占玲 

3 蒋宇航 空间知觉对藏-汉双语者二语亲属词空间隐喻语义加工的影响 崔占玲 

4 杨雪 不同反馈情境下二阶心智化的加工机制：个人能力的跨层调节作用 贾宁 

5 任李纹 反馈对元认知体验与监控的影响机制研究 贾宁 

6 马树萌 放弃还是继续：问题解决中元认知控制的加工机制 贾宁 

7 王伏青 多个突显干扰物的抑制效应及其机制 陈洪震 

8 索瑞红 不同突显特征的干扰物对抑制效应的影响及其机制 陈洪震 

二、答辩委员会主席：河北大学 范宁 教授 硕导 
  委员：陈洪震副教授、张杰副教授、韩海宾副教授 

  秘书：韩海宾 副教授 硕导 
三、地点：教育学院 222 

四、时间：2025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开始 

五、答辩程序： 

1、答辩人报告论文内容要点（每人限时 10 分钟） 

2、答辩委员会成员提问（每位委员可提 1-2 个问题） 

3、答辩人进行答辩（可选 1-2 个问题进行重点回答，其他简要回答，限时 5分钟） 

4、休会/答辩委员会合议并形成答辩委员会意见 

5、复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意见 

6、研究生准备各自档案材料 

说明：为使研究生有充分准备时间，第一名答辩人待委员会提问后，稍作准备，由

第二名答辩人汇报，待委员会提问后，再由第一名答辩人进行答辩；如此依次往复。 

 



硕士论文答辩安排（二） 

2025年 5月 13日下午 14∶00 
一、论文答辩安排：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导 师 

1 李谭 动作视频游戏对运动刺激时间辨别能力的影响：来自 EEG 的证据 黄今凤 

2 刘乐 辅助运动区在时间知觉中的作用 任维聪 

3 安阳涵 认知调控对效价框架的影响及其机制：来自道德决策行为实验的证据 闫书昌 

4 王建鹏 道德概念在形状上的隐喻表征 闫书昌 

5 岳品青 解释水平理论下拟人化建议者对算法接受度的影响 闫书昌 

6 刘厦 刺激类型和数量对垂直心理时间线方向的影响 张志杰 

7 郝帅 基于多领域特征识别帕金森病潜在亚型：来自静息态脑电的证据 张志杰 

8 宋涵 媒体多任务对时间知觉的影响: 来自行为和 ERP 的证据 张志杰 

二、答辩委员会主席：天津师范大学 梁菲菲 教授 硕导 
  委员：张志杰教授、阎书昌教授、任维聪副教授 

  秘书：韩海宾 副教授 硕导 
三、地点：教育学院 224 

四、时间：2025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开始 

五、答辩程序： 

1、答辩人报告论文内容要点（每人限时 10 分钟） 

2、答辩委员会成员提问（每位委员可提 1-2 个问题） 

3、答辩人进行答辩（可选 1-2 个问题进行重点回答，其他简要回答，限时 5分钟） 

4、休会/答辩委员会合议并形成答辩委员会意见 

5、复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意见 

6、研究生准备各自档案材料 

说明：为使研究生有充分准备时间，第一名答辩人待委员会提问后，稍作准备，由

第二名答辩人汇报，待委员会提问后，再由第一名答辩人进行答辩；如此依次往复。 

 



 

硕士论文答辩安排 

2025年 5月 13日下午 14∶00 
一、论文答辩安排：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导 师 

1 王赛赛 形状知觉对小学生数学和语言能力的共同作用——从相关到因果 崔佳歆 

2 蔡新宇 
从知识内容角度看数学焦虑—— 问卷的编制、应用及其与数学、推理和空间

能力的关系探究 
崔佳歆 

3 李晗 
头胎儿童家庭抗逆力、心理韧性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研究——通过和独生子

女的比较 
董存梅 

4 胡鸾 
小学生情绪调节在其执行功能与社交焦虑间中介效应——基于八极拳训练的

干预研究 
董存梅 

5 赵禧婧 群际情境下群体身份与人际距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冯晴 

6 张弘 自我损耗对多媒体学习的影响和干预:认知负荷的视角 刘毅玮 

7 王玥 自我解释和学习者控制对分段视频学习的影响 刘毅玮 

8 张玉婷 
社会性奖赏对数学潜在灵活性与实际灵活性关系的调节作用——以解一元一

次方程为例 
刘颖 

9 刘那梅 隐喻句审美加工的认知机制研究：来自行为与脑电的证据 王汉林 

10 韩蓉 威胁信息记忆整合及情绪调节的作用:ERP 研究 赵笑梅 

11 杨梦悦 情绪词在知识整合中的作用及机制探究 赵笑梅 

二、答辩委员会主席： 华中师范大学 孙晓军 教授 博导 
  委员：刘毅玮教授、董存梅副教授、王汉林副教授 

  秘书：韩海宾 副教授 硕导 
三、地点：教育学院 228 

四、时间：2025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开始 

五、答辩程序： 

1、答辩人报告论文内容要点（每人限时 10 分钟） 

2、答辩委员会成员提问（每位委员可提 1-2 个问题） 

3、答辩人进行答辩（可选 1-2 个问题进行重点回答，其他简要回答，限时 5分钟） 

4、休会/答辩委员会合议并形成答辩委员会意见 

5、复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意见 

6、研究生准备各自档案材料 

说明：为使研究生有充分准备时间，第一名答辩人待委员会提问后，稍作准备，由

第二名答辩人汇报，待委员会提问后，再由第一名答辩人进行答辩；如此依次往复。 



 

硕士论文答辩安排 

2025年 5月 13日下午 14∶00 
一、论文答辩安排：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导 师 

1 刘思佳 父母高养育承诺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安莉娟 

2 张希萌 大学生高感戴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安莉娟 

3 刘嘉颖 中学生班级文化认同的问卷编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封文波 

4 赵婉青 大学生班级文化认同的测评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封文波 

5 袁梦漪 社会退缩儿童初始沙盘的特征和个案干预研究 王桂平 

6 穆诚如 团体辅导对五年级遭受语言暴力学生社交焦虑的干预研究 王桂平 

7 张沐彤 老年人认知老化与阅读老化及动作视频游戏干预研究 张亚静 

8 李萍 汉语儿童语音象征及作用机制：基于声调-形状跨模态对应 张亚静 

9 李可心 小学生听写错误现状以及相关因素研究 张亚静 

二、答辩委员会主席： 河南大学 李永鑫 教授 博导 
  委员：王桂平教授、张亚静教授、魏曙光副教授 

  秘书：韩海宾 副教授 硕导 
三、地点：教育学院 316 

四、时间：2025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开始 

五、答辩程序： 

1、答辩人报告论文内容要点（每人限时 10 分钟） 

2、答辩委员会成员提问（每位委员可提 1-2 个问题） 

3、答辩人进行答辩（可选 1-2 个问题进行重点回答，其他简要回答，限时 5分钟） 

4、休会/答辩委员会合议并形成答辩委员会意见 

5、复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意见 

6、研究生准备各自档案材料 

说明：为使研究生有充分准备时间，第一名答辩人待委员会提问后，稍作准备，由

第二名答辩人汇报，待委员会提问后，再由第一名答辩人进行答辩；如此依次往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