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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 

 

Ⅰ.考查目标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涵盖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

量与评估等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上述心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

际问题。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普通心理学约占 30% 

发展心理学约占 25% 

实验心理学约占 25% 

心理统计学约占 10% 

心理测量与评估约占 10% 

四、参考教材 

1.《普通心理学》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四版，或其它同类参考书； 

2.《发展心理学》林崇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三版，或其它同类参考书； 

3.《实验心理学》郭秀艳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或其它同类参考书； 

4.《心理统计学》姚应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或其它同类参考书； 

5.《心理评估》姚树桥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或其它同类参考书。 

五、试卷题型结构 

（一）单项选择题   3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0分 

（二）简答题       10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150分  

（三）综合题      3 小题，每小题 30分，共 90分 

Ⅲ.考查内容 

普通心理学 

一、心理学概述  

（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  

2.实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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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验法 

4.调查法  

5.个案法  

（三）主要的心理学流派  
1.构造主义心理学 

2.机能主义心理学 

3.行为主义心理学  

4.格式塔心理学 

5.精神分析  

6.人本主义心理学  

7.认知心理学  

二、心理和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一）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 
1.神经元 

2.突触  

3.周围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  

（二）大脑皮层及其机能 
    1.大脑皮层感觉区及其机能  

2.大脑皮层运动区及其机能  

3.大脑皮层言语区及其机能 

4.大脑两半球单侧化优势  

三、意识和注意  

（一）意识与无意识 
1.意识的含义  

2.意识的各类  

3.意识的功能  

4.睡眠与梦  

（二）注意概述  
1.注意的含义  

2.注意的功能  

3.注意的种类  

（三）注意的品质 
1.注意广度  

2.注意稳定性  

3.注意分配  

4.注意转移  

（四）注意的认知理论 
1.注意选择的认知理论 

    2.注意分配的认知理论  

四、感觉  

（一）感觉概述  
1.感觉的含义  

2.感觉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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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觉测量  

4.感觉现象  

（二）视觉  
1.视觉的含义  

2.视觉现象  

3.视觉的生理基础  

五、知觉  

（一）知觉概述  
1.知觉的含义  

2.知觉的组织原则  

（二） 知觉的特性  
1.知觉理解性  

2.知觉整体性  

3.知觉选择性  

4.知觉恒常性  

（三） 空间知觉  
1.形状知觉  

2.大小知觉  

3.深度知觉  

4.方位知觉  

（四）时间知觉和运动知觉  
1.时间知觉  

2.运动知觉  

（五）知觉的信息加工  
1.自下而上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  

2.模式识别理论 

六、记忆  

（一） 记忆概述  
1.记忆的含义  

2.记忆的过程  

3.记忆的种类  

4.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二） 感觉记忆  
1.感觉记忆的含义  

2.感觉记忆的信息加工  

3.感觉记忆的特征  

（三）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  
1.短时记忆的含义  

2.短时记忆的信息加工  

3.短时记忆信息的存储与提取  

4.短时记忆的特征  

（四）长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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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时记忆的含义  

2.长时记忆的信息加工  

3.长时记忆的信息存储与提取  

4.长时记忆的特征  

（五）遗忘  
1.遗忘的含义  

2.遗忘曲线  

3.遗忘理论  

4.影响遗忘的因素 

七、思维  

（一）思维概述  
1.思维的含义  

2.思维的特征  

3.思维的种类  

4.思维的过程  

（二）概念  
1.概念的含义  

2.概念的种类  

（三）问题解决  
1.问题解决的含义  

2.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  

3.问题解决的策略  

4.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四）创造性思维  
1.创造性思维的含义  

2.创造性思维的特征  

3.创造性思维的基本过程  

4.影响创造性思维的因素  

（五）表象  
1.表象的含义  

2.表象的特征  

（六）想象  
1.想象的含义  

2.想象的种类  

3.想象的功能  

八、言语  

（一）言语概述  
1.言语的含义  

2.言语的功能  

3.言语的种类  

(二) 言语活动的中枢机制  
1.言语运动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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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言语听觉中枢  

3.言语视觉中枢  

九、情绪和情感  

（一）情绪和情感的概述  
1.情绪和情感的含义  

2.情绪和情感的功能  

3.情绪和情感的关系  

（二）情绪和情感的种类  
1.情绪的种类  

2.情感的种类  

（三）表情  
1.表情的含义 

2.表情的种类  

（四）情绪的脑中枢机制  

（五）情绪理论  
1.早期的情绪理论  

2.情绪的认知理论  

十、动机、需要与意志  

（一）动机概述  
1.动机的含义  

2.动机的功能  

3.生理动机和社会动机  

4.动机与行为效率的关系  

5.动机的理论  

（二）需要  
1.需要的含义  

2.需要的种类  

3.需要的层次理论  

十一、能力   

（一）能力概述  
1.能力的含义  

2.能力、才能和天才  

3.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  

（二）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1.能力的种类  

2.能力的结构  

（三）智力理论  
1.智力因素说  

2.智力结构理论  

3.智力的信息加工理论  

（四）智力发展的差异  
1.智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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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力发展的差异性  

3.影响智力发展的因素  

十二、人格  

（一）人格概述  
1.人格的含义  

2.人格的特征  

（二）人格理论  
1.人格特质理论 

2.人格类型理论  

3.人格大五理论  

4.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三）气质  
1.气质的含义  

2.气质的类型  

（四）性格  
1.性格的含义 

2.性格的特征  

3.性格的类型  

4.性格与气质的关系  

5.认知风格  

（五）影响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因素 
1.生物遗传因素 

2.社会文化因素 

3.家庭环境因素 

4.早期童年经验 

5.学校教育因素 

6.自然物理因素 

7.自我调控因素 

 

发展心理学 

一、发展心理学概述 

（一）发展心理学的界定 

（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设计 
1.横断研究设计 

2.纵向研究设计 

3.聚合交叉设计 

4.微观发生学设计 

（三）发展心理学的变迁 
1.科学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和演变 

2.从儿童发展到个体毕生发展的研究 

二、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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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心理学理论 
1.精神分析的心理发展观 

2.行为主义的心理发展观 

3.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观 

4.皮亚杰的心理发展观 

5.朱智贤的心理发展观 

（二）心理发展的基本问题 
1.关于遗传和环境的争论 

2.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3.儿童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4.儿童心理发展的“关键期”问题 

三、胎儿的生理-心理发展 

（一）胎儿心理机能的形成 

（二）胎儿生理-心理发展中的主要异常 

四、婴儿心理发展 

（一）婴儿神经系统的发展 

（二）婴儿动作的发展 
1.动作发展的规律 

2.动作发展的顺序 

3.动作发展对心理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婴儿言语的发展 

（四）婴儿认知的发展 
1.婴儿感知觉的发展 

2.婴儿注意的发生发展 

3.婴儿思维的发生发展 

（五）婴儿气质的发展 
1.婴儿气质类型学说 

2.气质的稳定性与可变性 

（六）婴儿的社会性发展 
1.婴儿的情绪发展 

2.婴儿的依恋 

3.婴儿自我的发展 

五、幼儿心理发展 

（一）幼儿的游戏 
1.游戏理论 

2.游戏种类及发展 

（二）幼儿言语的发展 

（三）幼儿认知的发展 
1.记忆的发展 

2.思维的发展 

（四）幼儿个性与社会性发展 
1.心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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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德认知的发展 

3.侵犯行为和亲社会行为 

4.性别角色认同和性别化 

六、小学儿童的心理发展 

（一）小学儿童的学习 

（二）小学儿童认知的发展 
1.小学儿童注意的发展特点及应用 

2.小学儿童思维发展的一般特点 

（三）小学儿童的个性、社会性发展 
1.自我意识发展 

2.小学儿童的社会认知 

3.小学儿童的人际关系 

4.小学儿童的品德发展 

七、青少年心理发展 

（一）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般特点 

（二）青少年思维的发展 

（三）青少年个性社会性的发展 
1.自我意识 

2.情绪 

3.人际交往 

八、成年早期的心理发展 

（一）成年早期的认知特点 

（二）成年早期自我同一性的确立 

九、成年中期的心理发展 

（一）成年中期的智力发展 

（二）成年中期的个性发展 

十、成年晚期的心理发展 

（一）成年晚期认知活动特点 

（二）成年晚期情绪情感的一般特点 

（三）成年晚期的个性适应性类型 

 

实验心理学 

一、绪论 

（一）实验心理学的性质 
1.实验心理学的含义 

2.实验心理学的学科地位 

3.实验心理学的科学属性 

（二）实验心理学的诞生与发展 
1.实验心理学的诞生 

2.实验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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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 

2.相关研究法 

3.实验法 

（四）实验中的理论问题 
1.理论的可证伪性 

2.操作主义和操作定义 

3.如何验证假设 

（五）如何进行实验心理学研究 
1.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伦理 

2.实验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二、实验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实验研究的变量 

（二）实验研究的设计 
1.多变量设计 

2.被试间设计和被试内设计 

3.小样本设计 

4.准实验设计 

（三）实验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三、反应时 

（一）反应时研究的基本问题 
1.简单反应时、辨别反应时、选择反应时 

2.速度--准确性权衡 

3.影响反应时的其他因素 

（二）反应时新法 
1.减数法 

2.加因素法 

（三）反应时研究的新进展 
1.序列反应时 

2.内隐联想测验 

四、心理物理法 

（一）感觉阈限的测量 
1.最小变化法 

2.恒定刺激法 

3.平均差误法 

（二）信号检测论 
1.信号检测论的由来 

2.信号检测论的基本原理 

3.两种独立指标 

4.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 

5.信号检测论的应用 

五、主要的心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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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觉和知觉实验 

（二）注意实验 
1.过滤器理论及其双耳分听实验 

2.资源限制理论及其实验 

3.基于反应时的注意研究方法：提示注意研究、目标搜索研究、整体-局部研究 

（三）记忆实验 
1.感觉记忆实验 

2.短时记忆实验 

3.长时记忆实验 

4.工作记忆实验 

5.内隐记忆实验 

6.前瞻记忆实验 

7.错误记忆实验 

8.定向遗忘实验 

9.提取诱发遗忘实验 

（四）情绪实验 
1.情绪的生理指标测量 

2.面部表情的测量 

3.情绪的主观体验测量 

（五）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实验研究 
1.社会影响：阿希的从众实验、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拉坦内与达利的责任扩散

实验 

2.社会认知：印象形成、态度的改变与说服 

3.内隐社会认知 

 

心理统计学 

一、描述性统计 

（一）统计图表 
统计图和统计表 

（二）集中趋势的度量 
1.众数与中数 

2.算术平均数 

（三）离散趋势的度量 
1.全距、百分位差和四分位差 

2.方差与标准差 

3.标准分数 

（四）相关关系 
1.积差相关 

2.等级相关 

二、推论性统计 

（一）概率分布 
1.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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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样理论与抽样分布 

（二）参数估计 
1.点估计、区间估计与标准误 

2.总体平均数的估计 

（三）假设检验、t检验和 Z检验 
1.假设检验原理 

2.单样本 t检验和 Z检验 

3.配对设计 t检验 

4.量独立样本比较的 t检验和 Z检验 

5.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和注意事项 

（五）方差分析 
1.方差分析基本原理 

2.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 

3.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4.协方差分析 

5.多因素方差分析 

6.事后检验 

（六）计数数据分析 
1.卡方检验概述 

2.拟合度检验和独立性检验的适用范围 

（七）线性回归分析 
1.回归分析概述 

2.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心理测量与评估 

一、心理测量学导论 

（一）心理测量学概述 
1.心理测量学的定义 

2.量表的种类 

3.心理测量的特性 

4.心理测验的分类 

5.心理测验的功能 

6.如何正确使用心理测验 

二、心理测量学的基本原理 

（一）心理测量学的理论依据 
经典测验理论 

（二）测验的编制 
1.测验的编制过程 

2.难度分析 

3.区分度分析 

4.难度与区分度的关系 

（三）测验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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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度的概念 

2.信度的估计方法 

3.影响信度的因素 

（四）测验的效度 
1.效度的概念 

2.传统的三种效度类型：内容效度、校标关联效度、构想效度的概念及其评估方法 

3.影响测验效度的因素 

（五）常模与测验分数解释 
1.常模的概念以及常模的不同类别 

2.常模参照测验 

3.标准参照测验 

三、标准化测验 

（一）智力测验 
1.韦氏量表 

2.瑞文推理测验 

（二）人格测验 
1.自陈测验，主要掌握  MMPI、16PF、EPQ 

2.投射测验，主要掌握罗夏墨迹测验、主题统觉测验 

（三）兴趣与态度测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