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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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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大纲

第一章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 心理的基本结构
１．心理过程
２．个性心理
（二） 如何正确理解人的心理
１．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是脑的功能
２．客观事物是心理的源泉和内容
３．心理支配行为，又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４．人的心理具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特点
二、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 描述研究
１．自然观察法
２．调查法
３．个案研究法
（二） 相关研究
（三） 实验研究
（四） 其他研究方法
三、 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一） 生理心理学的研究
（二） 行为主义的研究
（三） 精神分析的研究
（四）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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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

第二章　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
一、 神经系统的细胞及其功能
（一） 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
１．神经元
２．神经胶质细胞
（二） 神经冲动的传递
１．什么叫神经冲动
２．神经冲动的电传导
３．神经冲动的化学回路
（三） 神经网络
二、 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一） 大脑的结构
（二） 大脑皮层的分区及机能
１．初级感觉区
２．初级运动区
３．言语区
４．联合区
（三） 大脑两半球功能的一侧优势
（四） 鲁利亚关于脑的三个机能系统学说

第三章　感 觉

一、 感觉的心理物理学研究
（一） 绝对感受性与绝对感觉阈限
（二） 差别感受性与差别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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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刺激强度与感觉大小的关系
１．对数定律
２．幂定律
二、 视觉
（一） 视觉的传导机制与中枢机制
１．视觉的传导机制
２．视觉的中枢机制
（二） 色觉及其理论
１．什么是颜色
２．色觉理论
（三） 几种重要的视觉现象———视觉的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
１．视觉对比
２．边界突出与马赫带
３．视觉适应
４．后像
三、 听觉
（一） 听觉基本现象
１．音高
２．音响
３．声音的掩蔽
（二） 音高听觉理论
１．频率理论
２．位置理论

第四章　知 觉

一、 知觉的特性
（一） 知觉的选择性
（二） 知觉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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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觉的理解性
（四） 知觉的恒常性
１．形状恒常性
２．大小恒常性
３．明度恒常性
４．颜色恒常性
二、 空间知觉
（一） 形状知觉
１．形状的特征分析
２．轮廓与图形
３．图形的组成
４．图形识别
（二） 距离知觉
１．大小距离不变假设
２．深度与距离知觉的线索
（三） 方位定向知觉
三、 时间知觉与运动知觉
（一） 时间知觉
１．时间知觉的形式
２．时间知觉的各种依据
３．影响时间知觉的各种因素
（二） 运动知觉
１．网像运动系统和头眼运动系统
２．真动知觉与似动知觉
四、 错觉

第五章　意识和注意
一、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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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意识的机能和作用
（二） 意识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三） 非意识、潜意识、无意识
二、 几种不同的意识状态
（一） 睡眠与梦
１．睡眠
２．梦
（二） 催眠
（三） 白日梦与幻觉———意识的自发漂移
三、 注意
（一） 注意的特点和功能
１．什么是注意
２．注意的功能———它在人类活动中的意义
（二） 注意的分类
１．不随意注意
２．随意注意
３．随意后注意
四、 注意的生理机制和认知理论
（一） 注意的生理机制
１．脑干网状结构
２．边缘系统
３．大脑皮层的功能
（二） 注意的认知理论
１．注意的选择性理论
２．认知资源理论

第六章　记 忆

一、 记忆及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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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记忆
（二） 记忆的分类
１．按记忆的内容分类
（１） 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２） 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２．按记忆保留的时间长短和信息的多少分类：瞬时记忆、短时记

忆和长时记忆

３．按意识参与的程度分类：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
二、 记忆的生物学基础
（一） 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１．均势说
２．定位说
３．ＳＰＩ理论
（二） 记忆存储的生理单元
１．突触结构
２．突触的传递效率———长时程增强现象
３．反响回路
４．核糖核酸（ＲＮＡ）
５．脑内代谢物和记忆
三、 遗忘与记忆的保持
（一） 遗忘
１．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２．引起遗忘的原因
（二） 进行有效的复习，提高记忆效率
１．及时复习
２．正确地分配复习时间
３．反复阅读和试图回忆相结合
４．注意排除前后材料的相互影响
５．利用外部记忆手段
四、 内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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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隐记忆的一般概念
（二） 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关系
１．加工深度因素的影响不同
２．保持时间不同
３．记忆负荷量的变化产生的影响不同
４．呈现方式的影响不同
５．干扰因素的影响不同

第七章　思 维

一、 思维的一般概念
（一） 思维的概念和特征
（二） 思维的过程
１．分析与综合是思维的基本过程
２．比较和分类
３．抽象和概括
４．系统化和具体化
（三） 思维的种类
１．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２．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
３．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
４．辐合思维和发散思维
５．常规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二、 表象与想象
（一） 表象
１．什么是表象
２．表象的特征
３．表象的脑机制
４．表象在思维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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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想象
１．什么是想象
２．想象的功能
３．想象的综合过程
三、 概念与推理
（一） 什么是概念
（二） 概念形成的实验研究
（三） 策略在概念形成中的作用
（四） 推理
１．三段论推理
２．线性推理
３．条件推理
四、 问题解决
（一） 什么是问题解决
（二） 问题解决的心理过程
（三） 问题解决的策略
１．算法式
２．启发式
（１） 手段目的分析策略
（２） 逆向搜索
（３） 爬山法
（４） 探试搜索法
（四） 影响问题解决的心理因素
１．问题情境
２．动机与情绪
３．定势
４．功能固着
５．酝酿效应
６．知识经验
７．个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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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创造性思维
１．什么是创造性思维
２．创造性思维的过程

第八章　语 言

一、 语言的特征与结构
（一） 语言的基本特征
１．可沟通性
２．任意符号指代
３．有规则建构
４．结构的多样性
５．能产性
６．动态性
７．社会性与个体性
（二） 语言的结构与表征
１．语言的结构
２．语言的表征
二、 语言活动的脑机制
（一） 脑的语言功能
１．布洛卡区
２．威尔尼克区
３．角回
（二） 大脑两半球的一侧优势与语言活动
三、 语言的感知与理解
（一） 语言的感知
１．口语的感知
２．书面语言的感知———词的再认
（二） 语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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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什么叫语言理解
２．语言理解的水平
３．影响语言理解的因素

第九章　动 机

一、 动机的一般概念
（一） 动机的含义及功能
１．什么是动机
２．动机的功能
（二） 需要
１．什么是需要
２．需要的结构
（三） 动机和工作效率
１．动机强度
２．耶基斯 －多得森法则
二、 动机的认知理论
（一） 期望理论
（二） 归因理论
（三） 自我决定理论
（四） 自我效能理论
（五） 成就目标理论
三、 动机的种类
（一） 生理性动机
１．饥饿
２．渴
３．性
４．睡眠和觉醒
（二） 社会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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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兴趣
２．成就动机
３．权力动机
４．交往动机
四、 意志行动中的冲突和挫折
（一） 意志行动中的冲突与矛盾心理
１．什么叫冲突与矛盾心理
２．冲突的种类
（二） 意志行动中的挫折
１．挫折
２．挫折情境的形成
３．挫折反应
４．增强挫折承受力

第十章　情绪和情感
一、 情绪、情感及其作用
（一） 什么是情绪、情感
（二） 情绪和情感的关系
（三） 情绪、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
１．动机作用
２．适应作用
３．信号作用
二、 情绪的生理机制
（一） 情绪的脑中枢机制
１．前额皮层
２．杏仁核
３．海马和前部扣带回
４．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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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绪的外周神经机制
１．情绪与自主神经系统
２．情绪与分泌系统
３．情绪与躯体神经系统
（三） 情绪与唤醒模式
三、 情绪的外部表现———表情
（一） 面部表情
（二） 姿态表情
（三） 语调表情
四、 几种重要的情绪理论
（一） 詹姆士 －兰格理论
（二） 坎农 －巴德理论
（三） 阿诺德 －拉扎鲁斯的认知评价情绪理论
（四） 沙赫特 －辛格的激活归因情绪理论
（五） 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
五、 情绪的调节
（一） 什么是情绪调节
１．具体情绪的调节
２．唤醒水平的调节
３．情绪成分的调节
（二） 情绪调节的类型
１．内部调节和外部调节
２．修正调节、维持调节和增强调节
３．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
４．良好调节和不良调节
（三） 情绪调节的基本过程
１．生理调节
２．情绪体验调节
３．行为调节
４．认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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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人际调节
（四） 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
（五） 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

第十一章　技 能

一、 运动技能
（一） 运动技能的种类
１．连续技能和非连续技能
２．封闭技能和开放技能
３．精细技能和粗大技能
（二） 运动技能形成的阶段和特征
１．认知定向阶段
２．动作系统初步形成阶段
３．动作协调和技能完善阶段
二、 练习及其在技能形成中的作用
（一） 练习曲线
（二） 练习进程的特点
１．练习成绩随练习的进程而逐步提高
２．练习进程中的高原现象
３．练习进程的不均匀性
４．练习中的个体差异
（三） 如何通过练习提高技能
１．确定练习的目标
２．灵活地应用整体练习和分解练习
３．恰当安排练习时间
４．知道练习的结果———反馈
５．影响练习成绩的其他心理因素
三、 技能的相互作用———技能的迁移

14



（一） 正迁移
（二） 负迁移

第十二章　能 力

一、 能力及其结构
（一） 什么是能力
（二） 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
（三） 能力的结构
１．双因素说
２．多因素说
３．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说
４．吉尔福特的三维结构模型
５．斯腾伯格的三元论
二、 影响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因素
（一） 先天素质
（二） 环境和教育
（三） 实践因素

第十三章　人 格

一、 人格的概念
（一） 什么是人格
（二） 气质和性格
二、 人格理论
（一） 特质理论
１．奥尔波特的特质理论
２．卡特尔的人格特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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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艾森克的三因素模型
４．人格的五因素模型
（二） 类型理论
１．单一类型理论
２．对立类型理论
３．多元类型理论
（三） 人格的形成和发展理论
１．心理动力学理论
２．人本主义理论
（四） 人格测验
三、 人格与认知风格
（一） 场独立性与场依存性
（二） 冲动与沉思
（三） 同时性与继时性
四、 人格成因
（一） 生物遗传因素
（二） 社会文化因素
（三） 家庭环境因素
（四） 早期童年经验
（五） 学校教育因素
（六） 自然物理因素
（七） 自我调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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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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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大纲

第一章　导 论

一、 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与原则
（一） 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
１．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特殊性
２．研究过程的特殊性
３．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二） 心理学研究的原则
１．客观性原则
２．系统性原则
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４．教育性原则
５．伦理性原则
二、 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一） 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
（二） 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系统方法论
（三） 心理学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
三、 心理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与新趋势
（一） 心理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
（二） 心理学研究方法发展的新趋势
１．研究思路的生态化
２．研究方式的多学科化
３．研究范式的跨文化特点
４．研究方法的综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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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６．研究结果的数量化

第二章　研 究 设 计
一、 课题选择与文献查阅
（一） 研究课题的选择
１．课题选择的原则
（１） 需要性原则
（２） 创造性原则
（３） 科学性原则
（４） 可行性原则
２．课题选择的策略
（１） 从社会实践、现实生活中选择课题
（２） 从理论观点中选择课题
（３） 从研究文献中选择课题
（４） 在研究过程中选择课题
（５） 根据当代科学在理论、方法、学科交叉等方面的新进展选择

课题

３．研究假设的提出
４．研究课题的论证
（二） 研究文献的查阅
１．研究文献的搜集
（１） 研究文献搜集的原则
（２） 研究文献搜集的渠道
（３） 研究文献搜集的方法
２．研究文献的阅读与综述
（１） 文献阅读的原则
（２） 研究文献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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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的设计
（一） 研究设计的内容与标准
１．研究设计的基本内容
２．研究设计的标准
（１） 研究的信度
（２） 研究的效度
（二） 研究取样的设计
１．取样的意义、原则与程序
２．取样的基本方法
（１） 简单随机取样法
（２） 系统随机取样法
（３） 分层随机取样法
（４） 整群随机取样法
（５） 多段随机取样法
３．取样误差的计算与样本大小的确定
（１） 取样误差的计算
（２） 样本大小的确定
（三） 研究变量的确定与操作定义的设计
１．研究变量的选择与确定
（１） 自变量的选择与确定
（２） 因变量的选择与确定
（３） 无关变量的辨别与控制
２．研究指标的设计
３．研究变量与指标操作定义的设计
（１） 操作定义及其特征、作用
（２） 操作定义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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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搜集研究资料的基本方法
一、 观察法
（一） 观察法的特点与类型
１．观察法的特点
２．观察法的主要类型
（１） 自然观察与实验观察
（２） 直接观察与间接观察
（３） 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
（４） 有结构观察与无结构观察
（５） 叙述观察、取样观察与评价观察
（二） 主要观察策略及其实施
１．参与观察策略
２．时间取样观察策略
３．事件取样观察策略
４．行为核查表策略
（三） 观察代码系统的制定
１．观察代码系统的含义与功能
２．观察代码系统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３．常用的观察代码系统
（１） 数字型代码系统
（２） 符号型代码系统
（四） 观察法的评价
二、 访谈法
（一） 访谈法的特点与类型
１．访谈法的特点
２．访谈法的主要类型
（１） 结构访谈与非结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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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直接访谈与间接访谈
（３） 一般访谈与特殊访谈
（二） 访谈法的设计
１．访谈目的与变量的界定
２．访谈对象的选取
３．访谈问题形式的设计
４．具体访谈问题的编制
５．访谈问题反映方式的选择
６．试谈与访谈程序的修订
７．访谈人员的选择与培训
（三） 访谈法实施的过程与技巧
１．访谈前的准备工作
２．接近访谈对象
３．对付拒绝的技巧
４．谈话与提问的技巧
５．追问的技巧
６．访谈的记录
７．访谈的结束与再次访谈
（四） 访谈法的评价
三、 问卷法
（一） 问卷法的特点与类型
１．问卷法的特点
２．问卷法的类型
（１） 结构问卷与无结构问卷
（２） 发送问卷、访问问卷、邮寄问卷和报刊问卷
（二） 问卷法的设计
１．问卷的一般结构
２．问卷设计的原则
３．问卷设计的步骤
４．问题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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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类别与选择
（２） 问题表述方式的设计
（３） 问题排列方式的设计
（４） 问题回答方式的设计
（三） 问卷法的实施
１．问卷法实施的一般程序
２．影响问卷回收率的因素
３．影响问卷有效率的因素
（四） 问卷法的评价
四、 测验法
（一） 心理测验概述
１．心理测验的特征
２．心理测验的种类
３．心理测验的功能
４．心理测验的编制
５．心理测验的使用
（二） 常见的心理测验
１．能力测验
２．人格测验
（三） 心理测验理论的发展
１．经典测验理论
２．项目反应理论
３．其他测验理论
（四） 测验法的评价
五、 实验法
（一） 实验法的含义与类型
（二） 前实验、真实验和准实验设计
１．前实验设计
（１） 单组后测设计
（２） 单组前后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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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照组比较设计
２．真实验设计
（１） 被试间设计
（２） 被试内设计
（３） 混合设计
３．准实验设计
（１） 时间序列设计
（２） 相等时间样本设计
（３） 不相等控制组前后测设计
（４） 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时间系列设计
（５） 分解样本前后测设计
（６） 修补设计
（三） 多因素实验设计
１．多因素实验设计的含义与意义
２．多因素实验设计的类型与特点
（四） 实验法的评价
六、 其他基本方法
（一） 现场研究法
１．现场研究法的含义与大量采用的背景
２．现场研究法的主要类型
（１） 现场观察研究法
（２） 现场调查研究法
（３） 现场实验研究法
３．现场研究法的步骤
４．现场研究法的评价
（二） 语义分析法
１．语义分析法的含义与作用
２．语义分析法的设计与实施步骤
３．语义分析结果的处理与分析
４．语义分析法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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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容分析法
１．内容分析法的含义与特点
２．内容分析法的设计与实施
３．内容分析结果的处理与分析
４．内容分析法的评价
（四） 口语报告法
１．口语报告法的含义与特点
２．口语报告法的设计与实施
３．口语报告结果的转译、编码与分析
４．口语报告法的评价
（五） 社会测量法
１．社会测量法的含义与形式
２．社会测量法的设计与施测
３．社会测量结果的整理与分析
４．社会测量法的评价

第四章　研究结果的整理与分析
一、 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定性分析
（一） 研究资料的质量审核
１．质量审核的内容
２．质量审核的方法
３．数据资料的剔除与补充
（二） 研究资料的编码
１．编码的含义与方法
２．编码系统及其设计
３．编码注意事项
（三） 研究资料的定性分析
１．定性分析的含义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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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定性分析的基本方法
（１） 比较与分类
（２） 归纳与演绎
（３） 分析与综合
（４） 抽象与具体
二、 研究资料的统计分析
（一） 统计分析的含义与地位
１．统计分析的含义与功能
２．统计分析的作用与地位
（二） 描述统计
１．集中趋势的度量
（１） 算术平均数
（２） 中数
（３） 众数
２．离散趋势的度量
（１） 方差和标准差
（２） 标准分数
（３） 全距
３．相关关系的度量
（三） 推论统计
１．总体参数的估计
（１） 点估计
（２） 区间估计
２．假设检验
（１）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
（２） 常用检验方法
（四） 复杂统计分析方法
１．方差分析
（１） 协方差分析（共变数分析）
（２） 多元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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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多元回归分析
（１） 多元线性回归一般问题
（２） 多元回归方程的建立与检验
３．聚类分析
（１） 定义与原理
（２） 特点与应用
４．判别分析
（１） 定义与原理
（２） 解释与应用
５．因素分析
（１） 定义与原理
（２） 计算步骤、解释与应用
（３） 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
６．其他常见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１） 路径分析
（２） 主成分分析
（五） 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１．选择统计分析方法应考虑的因素
（１） 研究课题的性质和目的
（２） 变量的特征
（３） 数据的分布特征
（４） 研究设计类型
２．统计分析方法的适用条件
３．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程序
（六） 计算机统计分析
１．计算机统计分析的基本步骤
（１） 数据的组织
（２） 数据的录入
（３） 统计分析
（４） 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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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常用的统计分析软件包
（１） ＳＰＳＳ
（２） ＳＡＳ

第五章　研究结果的呈现与评价
一、 研究结果的解释
（一） 研究结果解释的内容与方法
１．研究结果解释的内容
２．研究结果解释的原则和方法
（二） 结果解释与研究结论的概括性
１．外部维度的概括性
（１） 被试之间的概括性
（２） 物种之间的概括性
（３） 情境之间的概括性
２．内部维度的概括性
（１） 变量的概括性
（２） 方法的概括性
（３） 心理过程的概括性
（三） 结果解释与理论建构
１．研究的理论意义
２．变量间相互关系的类型
（１） 正交关系
（２） 相关关系
（３） 因果关系
３．确定因果关系的途径
（１） 归纳法
（２） 实验设计法
（３） 统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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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报告的撰写
（一） 研究报告的特点与撰写程序
１．研究报告的特点
２．研究报告的撰写程序
（１） 确定研究报告的类型
（２） 拟定提纲
（３） 写作初稿
（４） 修改定稿
（二） 研究报告的格式和行文要求
１．研究报告的基本格式
（１） 标题
（２） 摘要
（３） 前言
（４） 方法
（５） 结果
（６） 讨论与分析
（７） 结论
（８） 参考文献和附录
２．研究报告的行文要求
（三） 研究报告中的表、图的使用
１．统计表
２．统计图
三、 研究的评价
（一） 研究评价的意义、内容和方法
１．研究评价的意义
２．研究评价的内容
３．研究评价的方法
（二） 研究报告的阅读与评价
１．问题提出部分的阅读与评价
２．研究方法部分的阅读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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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结果部分的阅读与评价
４．讨论部分的阅读与评价
５．结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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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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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大纲

第一章　研究中常见数据的特点与初步整理
一、 常见数据的特点
（一） 数据特点与分类
１．数据特点
（１） 随机性与变异性
（２） 离散性
（３） 规律性
２．数据的分类
（１） 计数数据与测量数据
（２） 离散数据与连续数据
（３） 称名数据、顺序数据、等距数据和等比数据
（二） 数据的表示
１．连续数据所表示的意义
２．等级数据的表示方法
二、 数据的初步整理
（一） 计数数据的整理
１．计数数据的分类、整理及统计表格绘制
２．求相对次数或比例
３．绘制统计图
（二） 测量数据的整理
１．制作次数分布表
（１） 求全距
（２） 确定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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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求组距
（４） 确定分组的精确上、下限
（５） 登记次数
（６）标出组中值
２．求累积次数
３．次数分布表的功用
４．绘制次数分布图
（１） 直方图
（２） 次数多边形
三、 数据的描述
（一） 数据集中趋势的描述
１．算术平均数
（１） 定义
（２） 公式
（３） 条件要求
（４） 应用
２．中数
３．几何平均数
（１） 公式
（２） 应用
（二） 数据离中趋势的描述
１．方差
２．标准差
３．变异系数
４．其他变异量数
（三） 数据一致性测量
１．相关系数的概念
２．各种相关系数的计算
（１） 积差相关
（２） 等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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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皮尔曼相关

② 肯德尔和谐系数

（３） 点二列相关
（４） 二列相关
（５） 多系列相关

第二章　数据的分布及总体参数的估计
一、 数据分布的特点
（一） 正态分布的特点与应用
１．正态分布及其曲线的特点
２．标准正态分布
３．正态分布表的应用
４．正态分布在研究中的应用
５．标准分数及其应用
（二） 二项分布
１．二项分布的意义
２．二项分布的平均数、标准差
二、 总体参数的估计
（一） 估计原理
１．抽样分布
２．样本平均数的分布
（１） 概念
（２） 标准误
（３） 按样本分布规律进行推断与解释
３．区间估计与点估计
（１） 区间估计
（２） 点估计
（二） 总体平均数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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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总体正态，方差已知
２．总体正态，方差未知
３．置信区间的计算、显著水平的确定
（三） 总体方差与方差差异的区间估计
１．总体方差的区间估计
（１） 公式
（２） 解释
（３） 推演标准差的置信区间
２．方差差异的区间估计
（１） 公式
（２） 解释
（３） 标准差的差异估计

第三章　假 设 检 验
一、 检验的基本问题
（一） 假设与假设检验
１．假设检验的意义
２．虚无假设与备择假设
３．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
（二） 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
１．α错误
２．β错误
３．α错误和 β错误的关系
（三） 显著性水平
（四） 单侧检验与双侧检验
１．单侧检验
２．双侧检验
二、 平均数与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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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均数显著性检验
１．概念
２．原理
３．总体为正态或接近正态，方差已知
４．总体为正态或接近正态，方差未知
５．α水平与解释
（二） 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１．检验原理
２．两总体正态，方差已知
３．两总体正态，方差未知，但相等
４．两总体正态，方差未知，且不等
（三） 非参数方法
１．独立样本
（１） 秩和检验法
（２） 中数检验法
２．相关样本
（１） 符号检验法
（２） 符号秩次法
三、 方差及方差差异显著性检验
（一） 方差显著性检验
１．原理
２．解释
（二） 方差差异显著性检验
１．原理
２．公式
四、 相关系数及其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一） 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１．积差相关
２．等级相关与其他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１） 斯皮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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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肯德尔和谐系数
（３） 点二列相关
（二） 积差相关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三） 相关系数的合并
五、 计数数据的检验
（一） 比率的检验
１．比率的显著性检验
２．比率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二） χ２

检验

１．χ２
检验的性质

２．χ２
检验的类别

（１） 配合度检验
（２） 独立性检验
（３） 同质性检验
３．χ２

检验的步骤

（１） 配合度检验的步骤
（２） 独立性检验步骤
（３） 独立样本四格表的独立性检验步骤
４．列联表的合并
（１） 简单合并法
（２） χ２

相加法

（３） χ值相加法
５．品质相关
（１） 四分相关
（２） 矱相关
（３） 列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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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种研究设计的方差分析
一、 研究设计的一般问题
（一） 设计的效应模型
１．随机模型
２．固定模型
３．混合模型
（二） 数据变换
１．对数变换
２．平方根变换
３．反正弦变换
二、 完全随机实验设计的方差分析
（一） 一般问题
１．概念与类型
２．条件
（二） 方差分析的步骤
１．平方和的分解与计算
２．自由度的确定
３．均方的计算
４．效应模型与 Ｆ检验
５．解释
（三） 非参数方差分析
１．克 －瓦式单向等级方差分析
２．弗里德曼双向等级方差分析
（四） 事后检验———各平均数之间的比较
１．平均数的标准误的计算
２．显著性的确定
三、 随机化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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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机化完全区组设计
１．区组的概念及其各种表现形式
２．随机化完全区组设计的要求
３．随机化完全区组设计的类别
４．随机化完全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１） 单因素完全区组设计
（２） 二因素完全区组设计
（二） 随机化不完全区组设计
１．概念和特点
２．统计分析
四、 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
（一） 析因设计
１．概念
２．特点
３．类型
（二） 方差分析步骤
１．数据模型
２．平方和的分解与计算
３．自由度的确立
４．均方的计算
５．求 Ｆ 值
６．解释
五、 嵌套、裂区、拉丁方设计的方差分析
（一） 嵌套设计
１．适用的研究问题
２．统计分析
（二） 裂区设计
１．适用的研究问题
２．统计分析
（三） 拉丁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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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适用的研究问题
２．统计分析

第五章　一元线性回归
（一） 回归分析的含义与任务
１．回归分析的含义
２．回归分析的类别
３．回归分析的任务
（二） 一元回归方程与回归系数
１．回归方程
２．回归系数
（三） 一元回归方程的建立
（四） 确定系数
（五）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六）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七） 共变数分析

40



心理测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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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大纲

第一章　绪 论

一、 心理测量的历史
（一） 国外心理测量发展的历史
１．冯特的实验心理学
２．高尔顿的遗传理论测量
３．卡特尔的个体差异研究
４．比纳和比纳西蒙智力量表的产生
５．心理测量的蓬勃发展与应用
（二） 我国心理测量发展的历史
１．我国古代的心理测量
２．民主革命时期心理测量的发展
３．新中国时期心理测量的发展
二、 心理测量的性质
（一） 测量的基本概念
１．测量的定义和要素
２．测量的量表
（二） 心理测量的基本概念
１．心理测量的定义
２．心理测量的性质
三、 心理测验的分类和作用
（一） 心理测验的种类
１．按测验的功能分类
２．按测验的对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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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按测验材料分类
４．按测验的目的分类
５．按测验的难度和时限分类
６．按测验的要求分类
７．按测验的性质分类
８．按测验的应用领域分类
（二） 心理测验的功能
１．测验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２．测验在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章　心理测验的编制
一、 编制测验的一般程序
（一） 确定测验的目的
１．测量对象
２．测量目标
３．测量目的
（二） 制定编题计划
（三） 编写题目（项目）
１．收集有关资料
２．选择项目形式
３．编写具体题目
（四） 项目的预测验和分析
１．预测验
２．项目分析
（五） 合成测验
１．项目的选择
２．项目的编排
３．编制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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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将测验标准化
１．内容
２．施测
３．评分
４．常模
（七） 对测验的鉴定
１．信度
２．效度
（八） 编写测验说明书
二、 测验题目的编制技术
（一） 命题的一般原则
（二） 测题的种类及编制

第三章　测验的实施和计分
一、 测验的实施
（一） 测验实施的一般程序
１．标准化指导语
２．标准时限
３．测验的环境条件
４．计算机辅助的测验实施
（二） 主试的职责
１．施测前的准备工作
２．施测中主试的职责
３．施测后主试的职责
二、 测验的计分和分数的合成
（一） 计分的一般程序
１．计分的基本步骤和要求
２．论文题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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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客观题计分
（二） 测验分数的合成
１．题目的组合
２．分测验或量表的组合
３．测验的组合
三、 测验的误差
（一） 误差的定义和种类
（二） 误差的来源
１．测验内部引起的误差
２．由施测过程引起的误差
３．由受测者本身引起的误差

第四章　测验结果的解释
一、 参照常模的分数解释
（一） 常模团体的组成
１．常模团体的性质
２．常模团体的条件
（二） 几种主要的常模参照分数
１．发展量表
２．商数
３．百分位
４．标准分数
（三） 呈现常模资料的方法
１．转化表
２．剖析图
３．常态百分位图表
二、 参照标准的分数解释
（一） 内容参照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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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内容参照分数的定义
２．几种主要的内容参照量表
３．内容参照分数的评价
（二） 结果参照测验
１．结果参照分数的定义
２．呈现结果参照分数的方法

第五章　测 验 信 度
一、 信度的性质
（一） 信度的定义
（二） 信度系数
（三） 信度与测验分数的解释
１．解释个人分数的意义
２．两种测验分数的比较
二、 信度的类型及估计方法
（一） 重测信度
（二） 复本信度
（三） 分半信度
（四） 同质性信度
１．同质性的含义
２．同质性的测量
（五） 评分者信度
（六） 测量的标准误
三、 影响信度的因素
（一） 被试样本
１．团体的异质性
２．团体的平均水平
（二） 题目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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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测验难度
（四） 间隔时间
四、 信度的特殊问题
（一） 速度测验的信度
（二） 标准参考测验的信度
（三） 分测验的信度
（四） 差异的信度
（五） 变迁的测量

第六章　测 验 效 度
一、 效度的性质
（一） 效度的定义
（二） 效度和信度的关系
（三） 影响效度的误差来源
１．测验组成方面
２．测验实施方面
３．被试反应方面
（四） 效度的类型
二、 内容效度
（一） 内容效度的性质
１．要有定义得完好的内容范围
２．测验题目应是所界定的内容范围的代表性取样
（二） 确定内容效度的方法
１．专家判断
２．统计分析
３．经验法
（三） 内容效度的特点
１．内容效度的特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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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内容效度常与表面效度搞混
（四） 内容效度的应用和评价
三、 构想效度
（一） 构想效度的定义
（二） 确定构想效度的方法
１．测验内方法
２．测验间方法
３．研究测验的效标效度
４．考察实验变量对测验分数的影响
５．搜集某些变异上的证据
（三） 对构想效度的评价
四、 效标效度
（一） 效标效度的定义
（二） 效标
１．效标与效标测量
２．效标测量的条件
３．常用的效标
４．效标的特性
（三） 确定效标效度的方法
１．相关法
２．区分法
３．命中率
４．功利率
（四） 影响效标效度的因素
１．测验的长度
２．被试的取样
３．所用的效标
４．干涉变量
（五） 效度资料的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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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项 目 分 析
一、 项目难度
（一） 难度的定义
（二） 难度的计算
１．二分法记分的项目
２．非二分法计分的项目
（三） 难度水平的确定
（四） 测验的难度
（五） 常态化等距难度量表
二、 区分度
（一） 确定区分度的方法
１．项目特征曲线
２．项目与效标的相关
３．鉴别指数
（二） 区分度的相对性
（三） 区分度与难度的关系
三、 项目分析的特殊问题
（一） 备选答案的反应模式
（二） 速度测验的项目分析
（三） 标准参考测验的项目分析
（四） 项目团体的相互作用
（五） 有效性与可靠性的矛盾

第八章　学 绩 测 验
一、 学绩测验的性质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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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绩测验的性质
１．学绩测验的定义
２．学绩测验的基本假设
３．学绩测验的种类
（二） 学绩测验的应用
１．反馈功能
２．评价功能
３．研究工具
４．人才选拔与安置
二、 标准化的学绩测验
（一） 编制标准化的学绩测验
（二） 标准化学绩测验的类型
１．调查测验
２．诊断性测验
３．准备性测验
４．选拔与安置测验
５．学历与职业水平测验
６．用作研究工具的测验
（三） 标准化学绩测验的评价
１．关于测验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２．关于测验的题目形式
三、 教师自编的学绩测验
（一） 客观测验
１．命题
２．计分
３．对考试的分析
４．评定等级
５．客观测验的优点
（二） 主观测验
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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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试题类型
３．试题的编拟
４．评分
５．主观测验的评价

第九章　智 力 测 验
一、 一般智力测验
（一） 智力测验的理论基础
１．智力测验的定义
２．智力的结构
（二） 智力测验
１．比纳量表
２．斯坦福比纳量表
３．中国比纳测验
４．韦克斯勒量表
５．瑞文测验
二、 婴幼儿智力测验
（一） 盖塞尔发展顺序量表
（二） 丹佛发展筛选测验（ＤＤＳＴ）
（三） 贝雷婴儿发展量表
三、 智力测验的几个心理学问题
（一） 智力的发展变化
（二） 智力的差异及原因
１．智力的个别差异
２．智力的团体差异
３．智力差异的原因
（三） 智力测验的公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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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人 格 测 验
一、 自陈量表
（一） 自陈量表的性质
（二） 自陈量表举例
１．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ＭＭＰＩ）
２．１６ 种人格因素测验（１６ＰＦ）
３．爱德华个性偏好量表（ＥＰＰＳ）
４．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
５．ＮＥＯ 人格调查表
二、 投射测验
（一） 投射测验的原理
（二） 罗夏克墨迹测验
（三） 主题统觉测验（ＴＡＴ）
（四） 投射测验的评价
三、 评定量表
（一） 评定量表的性质与种类
１．数字评定量表
２．描述评定量表
３．标准评定量表
４．检选量表
５．强迫选择评定量表
（二） 如何提高评定的信度和效度
１．常见的评定误差
２．如何减少评定误差
（三） 评定量表举例
１．莱氏品质评定量表
２．卜氏儿童社会行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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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情境测验
（一） 品格教育测验
（二） 情境压力测验
（三） 情境测验的评价
五、 人格测量存在的问题
（一） 人格测验的测量对象
（二） 人格测验的信度和效度
（三） 人格测验的题目
（四） 测验分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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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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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大纲

第一章　绪 论

一、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 什么是发展心理学
１．广义的发展心理学
２．狭义的发展心理学
（二） 心理的发展
１．心理的种系发展
（１） 动物的原始性心理进化
（２） 人类心理的发展
２．个体心理的发展
（三）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１．发展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２．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二、 发展心理学的发展
（一） 科学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和演变
１．科学儿童心理学的产生
２．儿童心理学的演变
（二） 从儿童发展到个体毕生全程发展的研究
１．霍尔将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年龄范围扩大到青春期
２．精神分析学派对个体生命全程的发展率先进行了研究
３．发展心理学的问世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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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 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一） 客观性原则
（二） 教育性原则
（三） 矛盾性原则
（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二、 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类型
（一） 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
１．纵向研究
２．横向研究
３．聚合交叉研究
（二） 整体研究与分析研究
１．整体研究
２．分析研究
（三） 个案研究与成组研究
１．个案研究
２．成组研究
三、 发展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 观察法
１．长期观察和定期观察
２．全面观察和重点观察
（二） 访谈法
（三） 问卷法
（四） 测验法
（五） 实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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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心理学理论
一、 精神分析的发展观
（一） 弗洛伊德的发展心理学理论
１．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及发展观
２．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
（二） 艾里克森的心理发展理论
二、 行为主义的发展观
（一） 华生的发展心理学理论
１．否定遗传的作用
２．夸大环境和教育的作用
３．对儿童情绪的研究
（二） 斯金纳的发展心理学理论
１．强调对行为的强化
２．将行为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三） 班杜拉的发展心理学理论
１．观察学习
２．社会学习在儿童社会化中的作用
三、 维果斯基的发展观
（一） 创立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
（二） 阐明了人类心理发展的标志和原因
（三） 提出了教学与智力发展的关系
（四） 提出了儿童智力发展的内化学说
四、 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理论
（一） 皮亚杰理论中的基本假设
１．儿童智力发展的内在主动性
２．儿童智力的发展是其智力结构的改进
３．儿童智力发展的建构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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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儿童智力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二） 皮亚杰关于儿童智力发展的阶段性理论
１．感知运动阶段
２．前运算阶段
３．具体运算阶段
４．形式运算阶段
（三） 皮亚杰关于儿童智力发展机制理论
１．同化
２．顺应
３．平衡
（四） 皮亚杰学派的新进展
五、 现代认知学派的发展心理学理论
（一） 关于认知结构的观点
（二） 关于儿童认知发展机制的观点
（三） 关于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观点
（四） 关于儿童认知发展条件的观点
六、 朱智贤的发展心理学理论
（一） 探讨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
（二） 强调用系统的观点研究心理的发展
（三） 强调发展心理研究的中国化

第四章　婴儿期心理的发生和发展
一、 婴儿期的年龄阶段和一般特征
（一） 新生儿、乳儿的年龄阶段和特点
１．新生儿
２．乳儿
（二） 婴儿的年龄阶段和特点
１．年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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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般特点
（三） 婴儿期的生理发展
１．婴儿期的大脑功能的发展
（１） 婴儿大脑形态的发展
（２） 婴儿大脑机能的发展
２．婴儿生理发育的正常值
（１） 体重
（２） 身高
（四） 婴儿动作的发展
１．婴儿动作发展的特点
２．格赛尔关于婴儿动作发展的研究
二、 婴儿认知的发展
（一） 感知觉的发生和发展
１．感觉的发生
（１） 视觉的发生
（２） 听觉的发生
２．知觉的发展
（１） 图形知觉
（２） 空间知觉
（二） 婴儿注意、记忆和思维的发展
三、 婴儿言语的发展
（一） 言语发展的理论
１．强化说
２．转换生成说
３．模仿说
４．认知说
（二） 婴儿期言语的发生和发展
１．婴儿期言语发展的两个阶段
２．婴儿期言语的发生
（１） 婴儿词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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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词语的获得和运用
３．婴儿期言语的发展
（１） 词语数量
（２） 双词句的生成
（３） 语法的获得
四、 婴儿的气质及社会性发展
（一） 气质类型和特点
１．传统的四重类型说
２．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
３．托马斯 －切斯的三类型说
（二） 婴儿的依恋
１．婴儿依恋的表现
２．婴儿依恋的发展阶段
３．婴儿依恋的类型
（１） 安全型依恋
（２） 回避型依恋
（３） 反抗型依恋

第五章　幼儿期心理的发展
一、 幼儿期的年龄阶段和一般特征
（一） 年龄阶段
（二） 一般特征
１．游戏是这个时期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
２．幼儿的心理过程带有明显的形象性和不随意性
３．幼儿开始形成最初的个性倾向
二、 幼儿大脑的发展
（一） 大脑的结构状态
１．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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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脑皮层结构
３．脑电波
（二） 大脑的机能状态
三、 幼儿的游戏
（一） 游戏理论
１．传统的游戏理论
（１） 复演说
（２） 精力过剩说
（３） 机能快乐说
（４） 生活准备说
（５） 成熟说
２．当代游戏理论
（１） 精神分析理论
（２） 认知动力理论
（３） 学习理论
（二） 游戏的特点与种类
１．游戏的特点
２．游戏的种类
（１） 从认知发展的角度划分
（２） 从社会化程度角度划分
四、 幼儿言语的发展
（一） 词汇的发展
１．词汇数量
２．词汇类别
（二） 语法及口头表达能力
１．句子的基本类型
２．表达能力发展的顺序性
五、 幼儿认知的发展
（一） 记忆的发展
１．记忆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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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记忆类型
３．记忆策略与元记忆
（二） 思维的发展
１．幼儿思维的基本特点
２．皮亚杰关于幼儿思维发展的实验
（１） “三座山”实验
（２） 守恒实验
（３） 类包含的研究
六、 幼儿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
（一） 自我意识的发展
１．自我概念
２．自我评价
３．自我情绪体验
４．自我控制能力
（二） 社会认知的发展
１．性别认知的发展
（１） 性别的认同
（２） 性别角色的认同
（３） 性别角色发展理论
２．道德认知的发展
（１） 皮亚杰的“他律和自律论”
（２）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三水平论”
（三） 社会行为的发展
１．亲社会行为
（１） 什么是亲社会行为
（２） 亲社会行为的理论
（３）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特点
２．攻击性行为
（１） 什么是攻击性行为
（２） 攻击性行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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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攻击性行为的发展特点
（４） 攻击性行为的控制方法

第六章　童年期心理的发展
一、 童年期的年龄阶段和一般特征
（一） 年龄阶段
（二） 一般特征
二、 童年期的学习
（一） 童年期儿童的学习特点
１．学习动机
２．学习兴趣
３．学习态度
（二） 童年期儿童的学习障碍
１．学习障碍的特点
２．学习障碍的表现
３．学习障碍产生的原因
４．学习障碍的预防和矫治
三、 童年期认知的发展
（一） 童年期儿童思维发展的基本特点
（二） 童年期儿童思维基本过程的发展
１．概括能力的发展
２．比较能力的发展
３．分类能力的发展
（三） 概念的发展
（四） 推理的发展
１．直接推理
２．演绎推理
３．归纳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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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思维品质的发展
１．思维敏捷性的发展
２．思维灵活性的发展
３．思维深刻性的发展
４．思维独创性的发展
四、 童年期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
（一） 自我意识的发展
１．自我概念
２．自我评价
３．自我体验
（二） 社会认知
１．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趋势
２．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
（１） 弗拉维尔关于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发展的模式
（２） 塞尔曼关于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阶段模式
３．对社会关系的认知
（１） 对权威的认知
（２） 对友谊的认知
（三） 社会交往的发展特点
１．与父母的关系
２．与同伴的关系

第七章　少年期心理的发展
一、 少年期的年龄阶段和一般特征
（一） 年龄阶段
（二） 一般特征
二、 少年期的生理发育高峰
（一）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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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体重
（三） 第二性征
（四） 头面部特点
三、 少年期心理发展的矛盾性
（一） 反抗性与依赖性
（二） 闭锁性与开放性
（三） 勇敢与怯懦
（四） 高傲与自卑
（五） 否定童年又眷恋童年
四、 少年期易出现的心理及行为偏差
（一） 心理生物性紊乱
（二） 自杀的倾向和行为
（三） 青春期精神分裂症
五、 少年期认知的发展
（一） 思维发展的一般特点
１．运用假设
２．逻辑推理
３．运用逻辑法则
（二） 思维品质的矛盾性
１．思维的创造性和批判性
２．思维的片面性和表面性
３．思维中自我中心的再度出现
六、 少年期个性及人际关系特点
（一） 个性特点
１．自我意识高涨
２．反抗心理
３．情绪表现的矛盾性
（１） 狂暴性和温和性共存
（２） 可变性和固执性共存
（３） 内向性和表现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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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际交往上的新特点
１．改变了集体性的交友方式
２．同龄朋友关系占主导地位
３．与异性朋友关系的变化
４．与父母关系的变化
５．与教师关系的变化

第八章　青年初期心理的发展
一、 青年初期的年龄阶段和一般特征
（一） 年龄阶段
（二） 一般特征
二、 青年初期的认知发展
（一） 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特点
１．青年初期的抽象逻辑思维具有充分的假设性、预计性及内省性
２．形式逻辑思维处于优势，辩证思维迅速发展
３．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在高中阶段进入成熟期
（二） 形式逻辑思维的发展特点
１．概念的发展
２．推理能力的发展
３．运用逻辑法则能力的发展
（三） 辩证逻辑思维的发展特点
三、 青年初期个性的发展
（一） 自我意识高度发展
１．自我意识的一般特点
２．自我概念
３．自我评价
（二） 价值观的确立
１．确立价值观的主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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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价值观的特点
（三） 自治需求
１．自治需求的表现
（１） 与父母的关系
（２） 选择职业和学业
（３） 对现实社会的态度
２．影响青年初期个体产生自治需求的因素
（１） 认知水平
（２） 性格特点
（３） 家庭教育方式
（４） 心理成熟水平

第九章　成年初期心理的发展
一、 成年初期的年龄阶段和一般特点
（一） 年龄阶段
（二） 一般特点
二、 成年初期的认知特点
（一） 思维发展的外在条件和任务
（二） 智力表现的一般特点
（三） 思维发展的一般特点
１．成年初期的早期阶段人的思维方式以辩证逻辑思维为主
２．成年初期的后期阶段是表现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时期
三、 成年初期自我的形成
（一） 自我意识的发展特点
（二） 自我同一性的确立与心理的延缓偿付期
四、 成年初期人生观的形成、稳固
（一） 人生观、价值观的一般理论
（二） 价值观的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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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年初期的恋爱、婚姻
（一） 异性观的发展过程
（二） 婚恋的发展过程
（三） 婚后适应问题

第十章　成年中期心理的发展
一、 成年中期的年龄阶段和一般特征
（一） 年龄阶段
（二） 一般特征
二、 成年中期的生理变化特点
（一） 更年期的出现
１．女性更年期的特点
２．男性更年期的特点
（二） 影响成年中期健康的主要因素
１．生物因素
２．社会、心理因素
三、 成年中期的智力发展特点
（一） 成年中期的智力发展模式
１．晶体智力与流体智力
２．智力技能与实用智力
（二） 成年中期的智力活动的性质
１．智力是一种心理机能，在中年期仍具有适应意义
２．智力的主要成分发生了变化
３．智力操作方式从抽象转为具体
（三） 影响中年人智力活动的主要因素
１．社会历史因素
２．职业因素
３．身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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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年中期人格的发展特点
（一） 人格结构的发展变化特点
（二） 发展任务的独特性
１．艾里克森的观点
２．莱文森的观点
３．哈威格斯特的观点
（三） 自我意识出现变化
１．成年中期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日益关注
２．自我调节功能趋向整合水平
五、 成年中期的生活特点
（一） 家庭生活特点
１．代际关系的变化特点
２．婚姻关系的变化特点
（二） 职业发展变化特点

第十一章　成年晚期心理的变化
一、 成年晚期的年龄阶段和一般特点
（一） 年龄阶段
（二） 一般特点
二、 成年晚期的认知特点
（一） 感知觉的变化特点
１．视觉的变化特点
２．听力的变化特点
３．味觉、嗅觉和皮肤觉的变化特点
（二） 记忆的变化特点
１．意义记忆和机械记忆的变化特点
２．记忆广度的变化特点
３．规定时间内的速度记忆的变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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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再认能力的变化特点
５．回忆力的变化特点
（三） 思维的变化特点
（四） 智力的变化特点
三、 成年晚期的情绪、情感特点及个性特点
（一） 成年晚期的情绪、情感特点
１．比较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与情感
２．情感体验深刻而持久
３．各种“丧失”是情绪体验最重要的激发事件
４．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较高
（二） 成年晚期的个性特点
１．个性有所变化
２．个性持续稳定多于变化
四、 成年晚期的主要心理卫生问题及长寿者的一般心理特点
（一） 成年晚期的主要心理卫生问题
（二） 长寿者的一般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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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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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大纲

第一章　绪 论

一、 教育心理学的对象、发展与任务
（一） 教育心理学的对象
（二） 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三） 教育心理学的任务
二、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 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１．客观性原则
２．系统性原则
３．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二） 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１．观察法
２．实验法
３．测验法
４．调查法
５．个案研究法
６．教育经验总结法
７．文件分析法

第二章　学 习 理 论
一、 学习的一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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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习的概念
（二） 人类的学习
（三） 学生的学习
二、 学习的类型
（一） 我国传统的分类
（二） 苏联的分类
（三） 奥苏贝尔的分类
（四） 加涅的分类
（五） 布卢姆的分类
三、 国外几种主要的学习理论
（一） 联结派的学习理论
１．桑代克的“试误联结”学习理论
２．巴甫洛夫与华生的经典性条件反射学习理论
３．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理论
（二） 认知派学习理论
１．格式塔学派的完形学习理论
２．托尔曼的符号学习理论
３．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
４．奥苏贝尔的认知接受学习理论
（三）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第三章　认知领域的学习
一、 知识的学习
（一） 知识的概念
（二） 传统的关于知识学习与教学的观点
１．概念的学习与教学
（１） 什么是概念
（２） 概念的分类

73



（３） 概念的获得
（４） 概念的教学
２．原理的学习与教学
（１） 什么是原理
（２） 影响原理学习的因素
（３） 有效地进行原理教学的步骤
３．问题解决与教学
（１） 问题解决的性质
（２） 问题解决的阶段
（３） 实际教学中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三） 现代认知派关于知识的学习与教学的观点
１．陈述性知识的学习
（１） 什么是陈述性知识
（２） 陈述性知识的学习过程
（３） 促进陈述性知识学习的一般条件
２．程序性知识的学习
（１） 什么是程序性知识
（２） 程序性知识的学习类型
（３） 促进程序性知识学习的一般条件
二、 学习策略
（一） 学习策略概述
１．学习策略的定义
２．学习策略的分类
（二） 认知策略
１．理解和保持知识的认知策略
（１） 复述策略
（２） 精加工策略
（３） 组织策略
２．思维与解决问题策略
（１） 表征问题阶段的思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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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解答问题阶段的策略
（３） 思路总结阶段的策略
（三） 元认知策略
１．计划策略
２．监控策略
（１） 领会监控
（２） 策略监控
（３） 注意监控
３．调节策略
（四） 学习策略的教学
１．要确定需要学生重点掌握的学习策略并对其结构进行分析
２．教学方法应灵活多样
３．结合学科知识的教学进行训练
４．注重元认知策略的培养，教会学生如何运用学习策略
三、 学习的迁移
（一） 学习迁移概述
１．学习迁移的定义
２．学习迁移的种类
（１） 正迁移与负迁移
（２） 横向迁移与纵向迁移
（３） 顺向迁移与逆向迁移
（４） 一般性迁移与特殊性迁移
（二） 主要的学习迁移理论及其研究
１．形式训练说
２．共同要素说
３．概括原理说
４．关系转换说
５．认知结构迁移理论
６．迁移的产生式理论
（三） 促进学习迁移的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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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强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学
２．合理安排教材与教学内容
３．创造与应用情境相似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情境
４．传授与训练正确的学习方法，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四、 智力与创造力的培养
（一） 智力及其培养
１．智力的定义
２．如何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１） 提高认识，积极促进个体智力的发展
（２） 通过教学活动发展个体的智力
（３） 创设智力发展的情境，组织学生参加科技和课外活动
（４） 注意根据智力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发展
（二） 创造力及其培养
１．创造力概述
（１） 创造力的定义
（２） 创造力与智力的关系
（３） 创造力与个性的关系
２．如何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１） 创设一个民主开放的学与教的环境
（２） 培养好奇心，激发求知欲
（３） 鼓励个体进行独创，敢于标新立异
（４） 积极开展创造性活动
（５） 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
（６） 培养创造性的个性

第四章　品德培养与心理健康教育
一、 品德的形成
（一） 品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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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品德的定义
２．品德与道德的辨析
（二） 品德的心理结构
１．道德认识
２．道德情感
３．道德意志
４．道德行为
（三） 品德形成过程的分析
１．道德观念的形成
（１） 道德知识的获得
（２） 道德知识的内化与道德信念的形成
（３） 道德评价能力的发展
２．道德情感的培育
３．道德行为的发展
二、 西方关于品德形成的理论
（一） 有关道德行为形成的实验研究
１．攻击反应的学习实验
２．抗拒诱惑实验
３．言行一致实验
（二） 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三） 社会学习理论的道德教育含义
三、 心理健康教育
（一） 什么是心理健康教育
（二） 心理健康的一般概念与标准
１．心理健康的定义
２．心理健康的标准
（三） 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和策略
１．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
（１） 教育性原则
（２） 整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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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平等尊重原则
（４） 促进成长的非指示性原则
（５） 保密性原则
（６） 坚持性原则
（７） 面向全体学生原则
（８） 适应个别差异原则
２．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策略
（１） 全面渗透，多渠道全方位推进策略
（２） 创设良好的心理发展环境策略
（３） 发展优先、防重于治的策略
（四） 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第五章　影响学习的因素
一、 学习动机因素
（一） 学习动机概述
１．学习动机的定义
２．学习动机的分类
（二） 学习动机对学习的影响
１．学习动机对学习过程的影响
（１） 对学习行为的启动作用
（２） 对学习行为的维持作用
（３） 对学习行为的监控作用
２．学习动机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三） 学习动机的激发与培养
１．内部学习动机的激发与培养
（１） 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和维持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２） 设置适合的目标，使学生获得成功体验，鼓励学生的自我强化
（３） 利用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新颖性，吸引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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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利用原有的内部学习动机，使之向不同的学习情境发生迁移
２．外部学习动机的激发与培养
（１） 进行学习目的教育，使学生明确学习的社会意义
（２） 提供清楚的、具体的、及时的学习结果反馈信息
（３） 合理运用外部奖赏
（４） 正确运用表扬与批评
（５） 营造适度紧张的竞赛或竞争气氛，调动学生的好胜心
二、 个性因素
（一） 认知方式
１．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概念
２．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对学习的影响
（二） 焦虑
１．焦虑的概念
２．焦虑对学习的影响
（三） 归因方式
１．归因的概念
２．归因对学习的影响
三、 集体与社会因素
（一） 课堂气氛及其作用
１．课堂气氛的概念
２．课堂气氛的作用
（１） 从众
（２） 社会助长作用
（二） 教师的领导方式及其作用
（三） 竞争与合作
１．竞争与合作的含义
２．竞争与合作的利与弊
（１） 竞争的利与弊
（２） 合作的利与弊
（四） 社会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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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性别角色的概念
２．社会性别角色对学习的影响

第六章　个 别 差 异
一、 智力的个别差异与教育
（一） 智力的个别差异
１．智力水平的差异
２．智力发展时间的差异
３．智力类型的差异
（二） 智力的个别差异与因材施教
１．适应智力差异的教学组织形式
（１） 同质分组
（２） 留级和跳级
２．适应智力差异的教学方式
（１） 掌握学习
（２） 个别指示教学
（３） 个人化教学系统
二、 超常儿童心理与教育
（一） 什么是超常儿童
（二） 超常儿童的教育策略
三、 弱智儿童心理与教育
（一） 什么是弱智儿童
（二） 弱智儿童的教育
四、 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
（一） 特殊儿童的概念
１．什么是特殊儿童
２．特殊儿童的分类
（１） 残疾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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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问题儿童
（二） 特殊儿童的教育策略

第七章　教 师 心 理
一、 教师的角色与教师的威信
（一） 教师的角色
１．学习的指导者
２．班集体的领导者
３．行为规范的示范者
４．心理保健者
５．教育科研人员
（二） 教师的威信
１．教师威信的概念与作用
２．影响教师威信形成的因素
（１） 教师给学生的第一印象
（２） 教师的仪表、生活作风与习惯
（３） 教师的思想品质、心理品质与业务能力
二、 教师的教育能力与个性品质
（一） 教师的教育能力
１．教学能力
（１） 全面掌握和善于运用教材的能力
（２） 教学监控能力
（３） 言语组织和表达能力
（４） 教师机智
２．教育观察力
３．注意分配的能力
４．思维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５．因材施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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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适应环境的能力
（二） 教师的个性品质
１．热忱关怀
２．真诚坦率
３．胸怀宽广
４．作风民主
５．客观公正
６．自信心强
７．耐心自制
８．坚韧果断
９．热爱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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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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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试大纲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一）社会心理学的界定

１． 定义社会心理学的根据
２． 社会心理分类系统
３． 社会心理学的定义
（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

（三）社会心理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１． 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
２．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
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

（一）社会心理学的诞生

１． 史前准备
２． 系统社会心理学著作的问世
３． 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兴起
（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１． 理论发展
２． 主要的实验研究
３． 重要的社会心理学技术进展
三、社会心理学现状

１． 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的地位与现状
２． 欧洲社会心理学的贡献
３．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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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化与自我概念发展

一、社会化的概念

（一）什么是社会化

（二）社会化的基本目标

（三）社会化与个性化

二、自我概念及其形成

（一）什么是自我概念

（二）自我概念的功能

（三）自我概念的形成

三、自我概念的发展机制

（一）自我知觉理论

（二）社会比较

（三）社会学习

（四）亚社会认同

第三章　 印象形成与归因

一、印象形成

（一）印象与印象形成的概念

（二）印象形成过程中的信息选择

１． 自然特征的信息选择倾向
（１）刻板印象
（２）晕轮效应
２． 社会特征的信息选择倾向
３． 心理特征的信息选择倾向
（三）总体印象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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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加法模式
２． 平均模式
３． 加权平均模式
二、印象的定向作用与准确性

（一）印象的定向作用

１． 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
２． 首因效应的产生
３． 近因效应的产生
（二）影响印象形成准确性的因素

１． 觉察者的情绪状况
２． 投射作用
３． 内隐人格理论
三、印象管理

（一）印象管理的概念

（二）印象管理策略

１． 逢迎
２． 恫吓
３． 自我抬高
４． 显示
５． 恳求
四、归因

（一）归因的概念与归因理论

１． 归因的概念
２． 行为的原因系统
３． 行为原因的稳定性
４． 控制点
（二）归因原则

１． 不变性原则
２． 折扣原则
３． 协变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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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归因的因素

１． 社会视角
２． 自我价值保护

第四章　 态度及其改变

一、态度的实质

（一）什么是态度

１． 态度的定义
２． 态度的构成
（二）态度的维度

１． 指向
２． 强度
３． 深度
４． 向中度
５． 外显度
二、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一）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研究

（二）态度与行为确实一致的证明

（三）自我价值定向理论

三、态度的形成

（一）学习经验

（二）态度的心理功能与态度的选择

１． 工具性、调整性和功利性功能
２． 自我防御功能
３． 价值表现功能
４． 认识功能
四、态度的改变

（一）有关态度改变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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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态度分阶段变化理论
（１）依从
（２）认同
（３）内化
２． 认知不协调理论
３． 平衡理论
（二）态度改变的影响因素

１． 态度主体方面的影响因素
２． 传达者方面的影响因素
（１）传达者的威信
（２）传达者的立场
（３）传达者的目的指向
（４）传达者的吸引力
３． 信息沟通方面的影响因素
（１）信息的差异
（２）信息的倾向性
（３）信息提供方式
（三）态度改变的方法

１． 沟通影响规律的利用
（１）态度改变影响因素向方法的延伸
（２）“睡眠者效应”
（３）信息的适当重复
２． 参照群体引导
３． 通过改变行为实现态度改变

第五章　 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

一、人际沟通

（一）人际沟通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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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人际沟通的定义
２． 人际沟通与理解
（二）人际沟通的类型

１． 语词沟通和非语词沟通
２． 口语沟通与书面沟通
３． 有意沟通与无意沟通
４． 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
二、人际吸引

（一）熟悉

（二）个人特征

１． 才能
（１）才能与人际吸引
（２）犯错误效应
２． 外貌吸引力
３． 真诚
（三）相似与互补

１． 相似
２． 互补
（四）爱情

１． 爱情与喜欢的区别
２．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三、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一）人际关系的概念

（二）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

１． 定向阶段
２． 情感探索阶段
３． 感情交流阶段
４． 稳定交往阶段
（三）人际关系的原则

１． 交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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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人际交往的交互现象
（２）人际交往交互性的原因
２． 功利原则
３． 自我价值保护原则

第六章　 侵犯与亲社会行为

一、侵犯及其控制

（一）什么是侵犯

（二）侵犯的原因

１． 侵犯的生物学解释
２． 挫折侵犯理论
（１）早期观点
（２）理论的修正
（３）“武器效应”
３． 侵犯的社会学习观点
（三）侵犯行为的控制

１． 宣泄
２． 侵犯行为的社会制约
３． 去个性化的避免
４． 道德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亲社会行为及其产生过程

（一）亲社会行为的概念

（二）亲社会行为的根源

１． 生物学解释
２． 社会交换论观点
３． 社会规范论观点
（三）亲社会行为的过程

１． 责任分散假设及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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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助人的决策过程
（四）社会作用力理论

１． 社会作用力乘积法则
２． 社会作用力心理社会法则
３． 社会作用力分散法则
三、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与培养

（一）增加责任的明确性与人际相互作用

（二）提供亲社会榜样

（三）运用社会影响策略

第七章　 社 会 影 响

一、从众

（一）从众的概念与经典研究

１． 从众的概念
２． 社会规范的形成
３． 群体压力研究
（二）从众的类型

１． 真从众
２． 权宜从众
３． 不从众
（三）从众的原因

１． 行为参照
２． 对偏离群体的恐惧
３． 群体的凝聚力
二、服从

（一）米尔格莱姆的权威服从实验

１． 研究的过程
２． 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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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从的原因

１． 合法权力
２． 责任转移
三、社会助长与社会惰化

（一）什么是社会助长

（二）脑力激励法

（三）社会助长作用的机制

（四）社会惰化

四、群体极化与群体思维

（一）群体极化

１． 群体极化的概念
２． 冒险转移
（二）群体思维

１． 群体思维的表现
（１）无懈可击错觉
（２）集体合理化
（３）对群体道德深信不移
（４）对于对手的看法刻板化
（５）从众压力
（６）自我压抑
（７）统一错觉
（８）思想警卫
２． 群体思维的过程与防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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