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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医学院心理学专业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心理学专业综合》是 2023年应用心理硕士(MAP)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科目之一。《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要力求反映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

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培养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所必需的心理

学技能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以解决都市压力、公共安全、灾害救助、危机防

御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由教育部发布命题指导意见，根据应

用心理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出的指导性考试大纲自行命制，全国统一考

试。

Ⅱ.考查目标

测试考生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值及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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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初试科目：包括①101思想政治理论（满分 100分）、②204英语（满分 100

分）、③347心理学专业综合（满分 300分），均为笔试。以上科目中，101思

想政治理论、204英语二为全国统考科目。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为自主命题，包

括必考科目：普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

三、试卷内容结构

普通心理学 约 120分

心理统计学 约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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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心理学 约 60分

心理测量学 约 6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1.单选题

2.名词解释

3.简答题

4.论述题

5.综合分析题

Ⅳ.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普通心理学

一、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 观察法

2. 测验法

3. 相关法

4. 实验法

5. 个案法

二、 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

（一） 神经元

（二） 神经系统

（三） 脑功能学说

三、 感觉

（一） 感觉的一般概念

1. 感觉的定义

2. 感觉的编码

3. 刺激强度与感觉大小的关系---感受性与感觉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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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视觉

1. 视觉刺激

2. 视觉的生理机制

3. 视觉的基本现象

4. 视觉理论

（三） 听觉

1. 听觉刺激

2. 听觉的生理机制

3. 听觉的基本现象

4. 听觉理论

四、 知觉

（一） 知觉的一般概念

1. 知觉的定义

2. 知觉的加工

3. 知觉的种类

（二） 知觉的特性

1. 知觉的选择性

2. 知觉的整体性

3. 知觉的理解性

4. 知觉的恒常性

5. 知觉学习

6. 知觉适应

（三） 空间知觉

1. 形状知觉

2. 大小知觉

3. 深度知觉和距离知觉

4. 方位定向

（四） 时间知觉与运动知觉

1. 时间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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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知觉

五、 注意

（一）注意的一般概念

1. 注意的基本概念

2. 注意的种类

3. 注意的品质

（二）注意的认知-神经机制

1. 注意选择的认知理论

2. 注意分配的认知理论

六、 记忆

（一）记忆的一般概念

1. 记忆的含义

2. 记忆的作用

3. 记忆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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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短时记忆的含义及编码

2. 短时记忆的容量

3. 短时记忆的存储和遗忘

4. 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5. 短时记忆的特征

6. 工作记忆

（四）长时记忆

1. 长时记忆的含义

2. 长时记忆的编码

3. 长时记忆的信息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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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5. 长时记忆的特征

（五）遗忘

1. 遗忘的含义

2. 遗忘曲线

3. 遗忘的理论

4. 遗忘的影响因素

七、 思维

（一）思维的一般概述

1. 思维的含义及特征

2. 思维的种类

（二）表象

1. 表象的含义

2. 表象的特征

3. 表象的作用

（三）概念

1. 概念的含义

2. 概念的种类

3. 概念的形成

4. 概念结构的理论

（四）问题解决

1. 问题解决的含义和问题的种类

2. 问题解决的策略

3. 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五）创造性思维

1. 创造性思维的含义

2. 创造性思维的心理成分

3. 创造性思维的基本过程

（六）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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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策的含义

2. 决策过程的理论研究

八、 动机、需要

（一）动机概述

1. 动机的含义与功能

2. 动机与需要

3. 动机与行为效率的关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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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情绪

（一）情绪的概述

1. 情绪的含义和功能

2. 情绪的维度和两极性

3. 情绪的分类

（二）表情

1. 表情的含义

2. 表情的种类

（三）情绪的理论

1. 早期的情绪理论

2. 情绪的认知理论

3. 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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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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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1. 能力的种类

2. 能力的结构

（三）能力的测量

（四）能力发展与个体差异

1. 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2. 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性

3. 影响能力发展的因素

十一、 人格

（一）人格概述

1. 人格的含义和特征

2. 人格的结构

（二）人格理论

1. 人格特质理论

2. 人格类型理论

3. 人格整合理论

（三）认知风格

（四）人格测验

（五）人格成因

第二部分 变态心理学

一、绪论

1.什么是变态心理学；

2.变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3.判别心理异常的指标；

二、心理异常的生物学基础

1.遗传学基础；

2.大脑的解剖与生理基础。

三、行为障碍的心理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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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动力学观点；

2.行为理论；

3.人本主义观点；

⑴罗杰斯：自我实现的动机；

⑵马斯洛:需要层次。

4.认知心理学观点

四、认知心理障碍

1.感知觉障碍；

2.记忆障碍；

3.思维障碍；

五、情感障碍与意志行为障碍

1.情感活动异常；

2.意志和行为动作异常。

六、精神发育迟滞

1.精神发育迟滞的定义及分类标准；

2.精神发育迟滞的病因及临床类型。

七、人格障碍

1.人格障碍的特征；

2.人格障碍的分类及临床表现。

八、焦虑性障碍

1.主要类型及临床表现；

2.病因和治疗。

九、分离性障碍和躯体形障碍

1.分离性障碍；

2.躯体形障碍。

十、性心理障碍

十一、心境障碍

1.抑郁和躁狂发作；

2.病因。

十二、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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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异常表现；

2.临床类型；

3.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过程。

第三部分 心理统计学

一、描述统计

（一） 统计基础概念

1.总体

2.样本

3.统计量

4.参数

（二） 统计图

1.条形图

2.直方图

3.圆形图

4.线形图

5.散点图

（三） 集中量数

1.算术平均数

2.中数

3.众数

（四） 差异量数

1.平均差

2.方差与标准差

3.变异系数

（五） 相对量数

1.百分等级

2.标准分数

（六） 相关量数

1.积差相关

2.肯德尔等级相关

3.点二列相关

4.Φ相关

二、推断统计

（一） 推断统计的数学基础

1.概率

2.正态分布

3.抽样原理与抽样方法

4.抽样分布

（二） 参数估计

1.点估计、区间估计与标准误



10

2. 总体平均数的估计

（三） 假设检验

1.假设检验的原理

2.样本与总体平均数差异的检验

3.两样本平均数差异的检验

4.方差齐性的检验

（四） 方差分析

1.方差分析的原理与基本过程

2.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

3.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五） 卡方检验

1.拟合度检验

2.独立性检验

第四部分 心理测量学

一、心理测量的基本理论

（一）心理测量的理论基础

1.测量的基本概念、量表水平的特征及应用

2.心理测验的分类

3.经典测量理论及其模型

（二）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1.测量的信度：定义；信度系数的估计；信度的影响因素与提高信度的方

法。

2.测量的效度：定义；效度的估计；效度的影响因素与提高效度的方法。

3.信度和效度的关系

（三）心理测量的误差

1.测量误差的定义

2.测量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的概念、区别和特点

3.测量误差的来源

（四）心理测验的项目分析

1.题目的难度

2.题目的区分度

3.难度和区分度的关系

（五）心理测验的编制技术

1. 心理测验编制的基本程序

（六）心理测验的施测

1. 施测的程序和步骤

2. 测验分数的解释

（七）测验常模

1. 常模与常模团体

2. 分数转换与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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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模的编制

4. 几种常用的常模

（八）目标参照测验

1. 目标参照测验的定义与作用

（九）测验等值

1. 测验等值的概念和基本条件

2. 测验等值的计算方法

3. 测验等值设计的概念

二、心理测验及其应用

（一）智力测验

1. 了解比奈测验，韦氏儿童智力测验

2. 了解瑞文联合型智力测验

（二）能力测验

1. 霍兰德的多功能职业测试的编制原理。

（三）人格测验

1. 了解 EPQ、16PF、MMPI的记分、评分、解释与应用

2. 投射测验的原理

（四）其他常用的心理测验

1. 常用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了解 SAS、SDS、SCL-90的评分和解释

参考教材或主要参考书：

1、《普通心理学》(第 5版) 彭聃龄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变态心理学》 钱铭怡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张厚粲，徐建平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心理与教育测量》(第四版) 戴海崎等 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