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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心理)科学积极拥抱开放科学？

心理学研究中的开放实践如何？

心理学如何继续推动开放科学？



Orben & Przybylski, 2019, Nat Hum Behav 3https://zhuanlan.zhihu.com/p/26604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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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可重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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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可重复危机”

6

重(量) 重(要性)



我的“可重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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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重(要性)

重(量) 重(罚)？



我的“可重复危机”

Camerer et al., 2018, Nat Hum Behav. 8



我的“可重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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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可重复危机”

10Ebersole et al., 2016. JESP (ManyLab 3)



心理学的可重复危机

• 2011, Stapel’s Affairs

• 2011, Bem’s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paper in JPSP

• 2011, False-positive psychology: Simmons, Nelson, & Simonsohn

• 2012, debate on the failed replication of the elderly priming effec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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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可重复危机

12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final-report-stapel-affair-points-bigger-problems-social-psychology



心理学的可重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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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可重复危机

14



心理学的可重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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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可重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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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可重复性问题开放科学

• 2011, Stapel’s Affairs

• 2011, Bem’s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paper in JPSP

• 2011, False-positive psychology: Simmons, Nelson, & Simonsohn

• 2012, debate on the failed replication of the elderly priming effec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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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心理学积极拥抱开放科学？

• 要解决可重复性的问题。

• 为什么开放科学能帮助解决可重复性的问题？

• 在反思中逐渐采用和发现了开放科学的原则；

• 进一步提炼并与其他领域的开放科学形成合力

18



• 可重复性的多层意义

19
Peng, 2011, Science, doi: 10.1126/science.1213847



• 可重复性的多层意义

10/19/2023 20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2019)

数据 分析方法 术语

相同 相同 计算上的可复制性 (Computational reproducibility)

相同 不同 结果的稳健性 (Robustness)

不同 相同 可重复性 (Replication)



Status of Reproducibility

• Same data, same analytic strategy

Crüwell et al (2023, Psych Sci) 

14 papers with open data badges 
√  1 of 14 exactly reproducible

3 of 14 essentially reproducible with minor deviations

(See also Artner et al, 2021; Bakker & Wicherts, 2011; Hardwicke et al., 2018, 2021; 
Maassen et al., 2020; Nuijten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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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Robustness: Same data, Diff methods

• Silberzahn and colleagues (2018, AM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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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Robustness: Same data, Diff methods

• Botvinik-Nezer et al., (2020,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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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Robustness: Same data, Diff methods

24

OpenTalks #2: https://dwz.mn/0r4qw



Status of Robustness: Same data, Diff methods

• Breznau and colleagues (2022, PNAS) 

25

73 teams testing the same

hypothesis with the same data



Status of Replicability: Diff data, Diff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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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可重复性现状
—— many lab 1

• ManyLab 1: 重复了13个经典的心理学效应 (Klein et al., 2014)

10/19/2023 27
Klein, R. A., Ratliff, K. A., Vianello, M., Adams Jr, R. B., Bahník, Š., Bernstein, M. J., . . . Nosek, B. A. (2014). Investigating variation in 

replicability: a “many labs” replication project. Social Psychology, 45(3), 142–152. doi:10.1027/1864-9335/a000178



Status of Replicability: Diff data, Diff methods

10/19/2023 28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Science



Status of Replicability: Diff data, Diff methods

29https://mgto.org/



可重复性危机的争议

• “进行重复实验的研究者能力不行！” (Gilbert et al., 2016)

• 反驳证据：
• Ebersole et al (2020, ManyLab 5)，10个研究的不同重复团队结果，没有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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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性危机的争议

• “进行重复实验的研究者能力不行！” (Gilbert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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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性危机的争议

• “进行重复实验的研究者能力不行！” (Gilbert et al., 2016)

• 反驳证据：
• Ebersole et al (2020, ManyLab 5)，10个研究的不同重复团队结果，没有
区别。

• 原作者是否参与，没有区别。
• 原作者是组织大规模重复，无法成功重复。

32



原作者是否参与 (Klein et al., 2022, ManyLab 4, Collabra: Psychology) 33

Author advised sites

In-house sites

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



原作者自己组织重复(Vohs et al., 2022, 

Psych Sci)
34

Ego depletion effect



可重复性危机的争议

• “社会心理学效应非常依赖于背景！” (van Bavel et al., 2016)

• 反驳证据
• Klein et al (2018, ManyLab 2)：在不同文化下重点重复几个研究，结果一
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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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性危机的争议

• “科学能进行自我校正”！

• 反驳证据

• 科学的自我校正机制可能没有那么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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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ek et al (2022, Ann Rev Psych)



39Serra-Garcia & Gneezy (2022, Sci. Adv)



40

存在
且不局限于心理学



https://www.nature.com/news/1-500-scientists-lift-the-lid-on-reproducibility-1.1997010/19/2023 41



10/19/2023 42



10/19/2023 43



10/19/2023 44

• For positive effects, 40% of replications (39/97) succeeded 

according to three or more of these five methods; 

• For null effects 80% of replications (12/15) were successful 

on this basis; 

• Combining positive and null effects, the success rate was 

46% (51/112). 

Errington et al., (2021) elife



小结：为什么心理学积极拥抱开放科学？

• 要解决可重复性的问题。

• 为什么开放科学能帮助解决可重复性的问题？

• 在反思中逐渐采用和发现了开放科学的原则：

• 开放的数据

• 开放的平台

• 开放的材料和代码

• 大团队

45



• (心理)科学的可重复性问题推动了开放科学实践

• 开放实践正帮助解决心理科学的可重复性问题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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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心理)科学积极拥抱开放科学？

心理学研究中的开放实践如何？

心理学如何继续推动开放科学？



胡传鹏等 2016, 心理科学进展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Nosek et al (2017, Nat. Hum. Behav)



50
理论与数据的关系透明  理论危机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51
理论与数据的关系透明  理论危机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Oberauer & Lewandowsky, 2019; Meehl (1990)  Psychol Inquiry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52

假设产生过程透明  HARKing
Kerr, 1998, PSPR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53实验设计透明  Low Power Szucs & Ioannidis, 2022, Neuroimage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 Estimation-based statistics;

• Bayesian methods (Bayes factor, Bayesian modelling);

• Other more appropriate methods;

54统计推断过程透明  新方法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 无法正确地理解p值和CI

55胡传鹏 等(2016); Z. Lyu et al. (2018) 
Front Psychol.

统计推断过程透明  新方法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 无法正确地理解p值和CI

56X. Lyu, …, Hu. (2020) J Pacific Rim 
Psychol 

统计推断过程透明  新方法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 无法正确地理解p值和CI

57王珺等(2021), 心理科学进展

统计推断过程透明  新方法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 贝叶斯统计

58Wagenmakers et al. 2018; 胡传鹏等, 2018, 心理科学进展；王允宏等 2023, 心理技术与应用

统计推断过程透明  新方法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测量工具

Fried (2017) J affective Disorders 59Hu, Cai, Fried, & Forscher, (prereg): https://osf.io/hwtxq
Chester & Lasko (2021) PoPS

Eisenberg et al (2019) Nat Comm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60数据分析过程透明  p-hacking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61

论文发表透明  发表偏见

Fanelli, 2010, Plos OneFranco et al., 2014, Science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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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透明  发表偏见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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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注册 & 注册报告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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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注册 & 注册报告

Design
Collect & 
Analyze

Report Publish

PEER
REVIEW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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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注册 & 注册报告

Design
Collect & 
Analyze

Report Publish

PEER
REVIEW

PEER
REVIEW



66Chambers & Tzavella, 2021, 
NHB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67

预注册 & 注册报告

Design
Collect & 
Analyze

Report Publish

PEER
REVIEWPreregister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68

实验数据透明 非开放的数据
Prosser, 2022, Br J Soc Psychol Page et al., 2022, J Clinical Epidemiol



69

Open science move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Open science move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Tedersoo, 2021, sci data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Nosek et al (2017, Nat. Hum. Behav)



Nosek et al (2015,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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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研究行为

人 * 环境

开放科学具有极强的跨学科特点



研究者作为人类的行为规律？

人 * 环境

“历史的进程”也很重要



“历史的进程”也很重要：开放科学的兴起



“历史的进程”也很重要：开放科学的兴起

Fecher, B., & Friesike, S. (2014).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0026-8_2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0026-8_2


Fecher, B., & 

Friesike, S. 

(2014). 

https://doi.org/10

.1007/978-3-

319-00026-8_2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0026-8_2


The Sixth School of Open Science: Reproducibility

Nosek et al (2017, Nat. Hum. Behav)



Nosek et al., 2022, Ann Rev Psych

The Sixth School of Open Science: Reproduc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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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心理)科学积极拥抱开放科学？

心理学研究中的开放实践如何？

开放科学走向何方？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加速发展

• 基础设施：OSF、scidb.cn、gitee

• 与用户的交互：R、Python、JASP

• 文化共同体：SIPS、PSA

• 政策：DORA、TOP



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加速发展

• 基础设施：OSF、scidb.cn

• 与用户的交互：R、Python、JASP、docker

• 文化共同体：SIPS、PSA

• 政策：DORA、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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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全过程的开放与透明: 加速发展

• 基础设施：OSF、scidb.cn

• 与用户的交互：R、Python、JASP

• 文化共同体：SIPS、PSA、COSN

• 政策：DORA、TOP、Scientific data



• Science of science (Meta-science)

89Fortunato et al (2018)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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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心理)科学积极拥抱开放科学？

心理学研究中的开放实践如何？

开放科学走向何方？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

91

当你有无限资源的时候，
你最想研究什么问题？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

• (基础)研究的初心是什么？
• 公共资金支持的公共产品？

• 人类的好奇心？

• 知识的边界？

92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

• (基础)研究的初心是什么？
• 公共资金支持的公共产品？

• 人类的好奇心？

• 知识的边界？

• 开放科学与(基础)研究的目标完全一致！

93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走向理想的科研

• 开放科学的接受度持续增加

• 更加深层次渗透于科研、教学与评估

• 更具革命性的科研交流形式正在出现

• 更多支持开放科学的研究机构诞生

• 更加平等与包容的心理学

94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走向理想的科研

• 开放科学的接受度持续增加
• Simine Vazire当选为Psych Sci 新主编

• Nature接收注册报告

• 开放科学专项基金 (e.g., Einstein Foundation)

• 导向性政策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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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走向理想的科研

• 开放科学的接受度持续增加

• 更加深层次渗透于科研、教学与评估
• 开放科学相关教学资料日益丰富

• 招聘与考核时评估开放科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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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走向理想的科研

• 开放科学的接受度持续增加

• 更加深层次渗透于科研、教学与评估

• 更具革命性的科研交流形式正在出现
• 论文发表形式：PCI-RR、elife、基金会自建平台；

• Big-Team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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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走向理想的科研

• 开放科学的接受度持续增加

• 更加深层次渗透于科研、教学与评估

• 更具革命性的科研交流形式正在出现

• 更多支持开放科学的研究机构诞生
• Alle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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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走向理想的科研

• 开放科学的接受度持续增加

• 更加深层次渗透于科研、教学与评估

• 更具革命性的科研交流形式正在出现

• 更多支持开放科学的研究机构诞生

• 更加平等与包容的心理学
•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科学发展

99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E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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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ECRs

101https://weibo.com/2803301701/IcbkmfyN2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ECRs

• 观念: 拥抱开放科学、在做中学

• 方法: 学习与传播(新的研究方法、规范)

• 实践: 尝试与突破(新的平台、操作、数据使用等)

• 社区: 参与和贡献(在社区中学习，回馈社区)

102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ECRs

• 回馈学术社区：
• 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志愿者、领导者）

• “打杂”（翻译好的开源英文材料、软件等）

• 参与国际合作进行数据收集（PSA）

• 改进软件、公开代码等

103



104Kent et al (2022, PloS Biol)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ECRs



开放科学的趋势与未来：ECRs

• 观念: 拥抱开放科学、做中学

• 方法: 学习与传播(新的研究方法、规范)

• 实践: 尝试与突破(新的平台、操作、数据使用等)

• 社区: 参与和贡献(在社区中学习，回馈社区)

• 职业规划：将开放科学实践与研究主题深度结合！！！

10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Z4y1W7Ee?p=26



Take home message

106



Take hom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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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 感谢南师大心理学院让我在学术界活下来

• 感谢在元研究上与我合作者的同事们：

• 左西年 教授 （北师大）、臧玉峰 教授 （杭师大）、甘怡群 教授（北大）、

吕小康教授（南开）、王非副教授（清华）、IJzerman教授（法国 Grenoble 

Alpes）、Forscher博士（肯尼亚 Busara中心）、Sakshi Ghai (Oxford)

• COSN学术策划小组；

• COSN编辑/组织团队：王薇薇、胡定之、董海龙、高小小、陈曦、郑元瑞、

周诚皓、张译文、李会玲等；

• 一起撰写方法论文与进行元研究的所有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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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hcp471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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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批评与指正！



被“可重复危机”到关注“可重复性”问题

可重复性危机的原因：出版偏见、p-hacking、统计的误用

111



112胡传鹏等(2016); Z. Lyu et al. (2018)



113胡传鹏等(2016



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 统计的误用

• 新的（统计）方法

• 规范化使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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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 统计的误用

• 新的（统计）方法

• 规范化使用

117

大团队；
元研究；
年轻人为主；



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 统计的误用

• 新的（统计）方法

• 规范化使用

118

王珺等2021, 心理科学进
展



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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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 统计的误用

• 新的（统计）方法

• 规范化使用

122



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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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 统计的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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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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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 统计的误用

• 新的（统计）方法

• 规范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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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现象到方法学习/传播

• 统计的误用

• 新的（统计）方法

• 规范化使用

126

刘宇等2021, 心理科学进
展



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应该关注什么？

• 理论应该是什么形式？

• 理论是否有不同的层次？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127



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应该关注什么？

• 理论应该是什么形式？  形式化和数学化（模型）

• 理论是否有不同的层次？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真实可靠的数据（“扎实的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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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真实可靠的数据（“扎实的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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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真实可靠的数据（“扎实的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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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sf.io/hwtxq



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真实可靠的数据（“扎实的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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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真实可靠的数据（“扎实的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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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真实可靠的数据（“扎实的砖头”）

133
自我 vs. 亲密
他人

自我 vs. 名人 自我 vs. 非人物控
制条件



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真实可靠的数据（“扎实的砖头”）

https://osf.io/mtr

8d



从方法到关注“理论”

• 理论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真实可靠的数据（“扎实的砖头”）

https://osf.io/mtr

8d



开放科学：乌托邦还是彻底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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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乌托邦还是彻底的数字化？

137

数字化+开放/透明

奖励科学贡献而不是文章

大团队科学



开放科学：乌托邦还是彻底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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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开放/透明



开放科学：乌托邦还是彻底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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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开放/透明

https://osf.io/h52d3/



开放科学：乌托邦还是彻底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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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开放/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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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开放/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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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开放/透明



Contact:

hcp4715@hotmail.com

本PPT下载地址：https://osf.io/p8zd2/ 143

Thank You!

Any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