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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验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

（中国心理学会，2008.01）

凡使用心理测验进行研究、诊断、安置、教育、培训、矫治、发展、干预、

选拔、任免、咨询、就业指导、鉴定等工作的人，都是心理测验工作者。心理测

验工作者应意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恪守科学精神，遵循下列职业道德规范：

一．心理测验工作者应遵守《心理测验管理条例》，自觉防止和制止测验的滥用

和误用。

二．心理测验工作者必须具备中国心理学会认可的心理测验使用资格。

三．心理测验工作者应使用标准化的、通过鉴定的心理测验。

四．使用心理测验需要充分考虑测验结果的局限性和可能的偏差，谨慎解释测验

结果。解释测验结果，既要考虑测验的目的，也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环境、

语言、文化、被测者个人特征等。

五．心理测验工作者有义务向受测者解释使用测验测评的性质和目的，充分尊重

受测者对测验的知情权。

六．心理测验工作者应确保通过测验获得的个人信息和测验结果的保密性，仅在

可能发生对受测者个人或社会造成危害的情况时才能告知有关方面。

七．无论心理测验专家、助手或电脑程序进行评分和解释，都要采取合理的步骤

确保受测者得到真实准确的信息，避免做出无充分根据的断言和解释。

八． 应以正确的方式将测验结果告知受测者。应充分考虑到测验结果可能造成

的伤害和不良后果，保护受测者或相关人免受伤害。

九．开发心理测验和其他测评技术或测评工具，应该经由经得起科学检验的心理

测量学程序，取得有效的常模或临界分数、信度、效度资料，减少或消除测验偏

差，并提供测验正确使用的说明。

十．为维护心理测验的有效性，凡规定不宜公开的心理测验内容、器材、评分标

准、常模、临界分数等，均应保密。

十一．应诚实守信，保证依专业的标准使用测验，不得因为经济利益或其他任何

原因编造和修改数据、篡改测验结果或降低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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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国心理学会坚决反对不具有心理测验工作者资格的人使用心理测验，反

对使用未经注册/鉴定的测验，除非这种使用是在有心理测验使用资格者监督下

用于研究目的。

十三．本条例自中国心理学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其修订与解释权归中国心理学会

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