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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查目标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河北北方学院教育硕士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心理学基础》是为招收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育硕士而设置

的具有选拔功能的水平考试。考试内容包括普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

两门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基础课程，要求考生掌握本科阶段心理健康教

育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念，以及理解、分析、解决心理

健康教育专业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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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普通心理学 约 90 分

发展心理学 约 60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6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单项选择题：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多项选择题：10 小题，每小题2 分，共 20 分

简答题：5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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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论述题：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三、考查目标与范围

普通心理学

（一）考查目标：

1.理解和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事实和基本理论，了解当代

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2.能够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分析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二）考查范围：

第一部分 心理学概述

（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个体心理（认知、动机和情绪、能力和人格）

2.个体心理现象与行为

3.个体意识与无意识

4.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二）心理学的任务

1.心理学的基本任务

2.研究心理学的意义

3.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4.心理学在科学大家庭中的地位

（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

2.具体研究方法 （观察法；心理测验法；相关法；实验法；个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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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道德

（四）心理学的过去与现在

1.现代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近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实验生理学的

影响）

2.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重要心理学派别（构造主义；机能主义；

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

3.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取向（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行为主义的研究；心

理分析的研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

研究；进化心理学的研究）

4.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心理学在中国的

早期传播；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发展）

第二部分 心理的神经生理机制

（一）神经系统的进化

1.神经系统的起源

2.神经系统的进化和脑的产生

3.高等脊椎动物的脑

4.人类文化与脑的进化

（二）神经元

1.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

2.神经冲动的传递

3.神经冲动的化学传导

4.神经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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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经系统

1.外周神经系统

2.中枢神经系统

3.大脑的结构和机能（大脑的结构；大脑皮层的分区及机能；大脑两

半球的一侧优势）

4.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脑的可塑性

（四）脑功能学说

1.定位说

2.整体说

3.机能系统学说

4.模块说

5.神经网络学说

（五）内分泌腺和神经一体液调节

1.内分泌腺的概念

2.内分泌腺的分类及机能

3.神经一体液调节

第三部分 感觉

（一）感觉概述

1.感觉的含义

2.近刺激和远刺激

3.感觉的编码



5

4.刺激强度与感觉大小的关系（绝对感受性和绝对感觉阈限；差别感

受性和差别阈限；费希纳对数定律；斯蒂文斯幂定律；信号检测论）

（二）视觉

1.视觉刺激

2.视觉的生理机制

3.视觉的基本现象 （明度；颜色；色觉缺陷；色觉理论；视觉对比；

边界突出与马赫带；视敏度；视觉适应；后像；闪光融合；视觉掩蔽）

（三）听觉

1.听觉刺激

2.听觉的生理机制

3.听觉的基本现象

（四）其他感觉

1.皮肤感觉

2.嗅觉和味觉

3.内部感觉（动觉；平衡觉；内脏感觉）

第四部分 知觉

（一）知觉概述

1.知觉的含义

2.知觉中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加工

3.知觉的生理机制

4.知觉的种类

（二）知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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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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知觉和运动知觉

1.时间知觉

2.运动知觉

（五）错觉

1.错觉的含义

2.错觉的种类

3.人为什么会有错觉

第五部分 意识和注意

（一）意识与无意识

1.意识的含义

2.无意识的含义及无意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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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识的局限性及能动性

4.生物节律的周期性与意识状态

（二）不同的意识状态

1.睡眠与梦（睡眠的含义及阶段、睡眠的功能；关于梦的解释和研究）

2.催眠（催眠的含义；对催眠的不同解释；催眠的应用）

3.白日梦与幻想

4.精神活性药物引发的意识状态改变

（三）注意概述

1.注意的含义

2.注意的种类（选择性注意、持续性注意和分配性注意）

（四）注意的认知-神经机制

1.注意的认知理论（过滤器理论；衰减理论；后期选择理论；多阶段

选择理论；认知资源理论；双加工理论。）

2.注意的神经机制

第六部分 记忆

（一）记忆概述

1.记忆的含义

2.记忆的作用

3.记忆的分类 （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情景记忆和语义

记忆；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

（二）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1.与记忆相关的脑区



8

2.记忆的脑细胞机制

3.记忆的生物化学机制

（三）感觉记忆

1.感觉记忆的含义及信息编码

2.感觉记忆的存储

3.感觉记忆向短时记忆的转换

（四）短时记忆

1.短时记忆的含义、编码方式及影响编码效果的因素

2.短时记忆的容量

3.短时记忆信息的存储和遗忘

4.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5.工作记忆

（五）长时记忆

1.长时记忆的含义

2.长时记忆的信息编码及影响长时记忆编码的主要因素

3.长时记忆的信息存储

4.长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5.长时记忆中信息的遗忘（遗忘的含义；遗忘的进程；遗忘的原因）

（六）内隐记忆

1.内隐记忆的含义

2.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关系

第七部分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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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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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的脑机制

4.表象在思维中的作用

（三）概念

1.概念的含义和种类

2.概念形成的实验研究

3.概念结构的理论

（四）推理

1.三段论推理

2.线性推理

3.条件推理

（五）问题解决

1.问题解决的含义与种类

2.问题解决的脑机制

3.问题解决的策略（算法式；启发式）

4.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5.创造性和想象（创造性的含义；创造性的心理成分）



10

（六）决策

1.决策的含义

2.决策的理性观（古典决策理论；行为决策理论）

3.决策过程的研究（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

第八部分 语言

（一）语言

1.语言的概念及其特征

2.语言的结构

3.语言的形式

4.研究语言的意义

（三）语言理解

1.言语理解

2.阅读理解

（四）语言产生

1.语言产生的含义及性质

2.言语产生的研究方法、阶段及时间进程

3.书写产生

4.手势语

第九部分 动机

（一）动机概述

1.动机的含义

2.动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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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机的种类

（二）需要概述

1.需要的含义

2.需要的种类

3.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三）动机与目标概述

1.目标的含义

2.目标的类型

3.目标的动机机制

（四）动机与行为效率的关系

（五）动机与价值观

（六）动机与意志

（七）动机的理论

1.本能理论

2.驱力理论

3.唤醒理论

4.诱因理论

5.认知理论

（八）工作动机与组织行为

1.工作动机的含义及结构

2.组织行为

第十部分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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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绪概述

1.情绪的含义

2.情绪的功能

3.情绪的维度与两极性

4.情绪的分类

5.情绪状态及其分类

（三）表情

1.面部表情

2.姿态表情

3.语调表情

4.感觉反馈

（四）情绪理论

1.情绪的早期理论（詹姆斯－兰格理论；坎农－巴德学说）

2.情绪的认知理论 （阿诺德的“评定-兴奋”说；沙赫特-辛格的情

绪理论；拉扎勒斯的认知-评价理论）

3.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

（五）情绪的调节

1.情绪调节的含义

2.情绪调节的特征

3.情绪调节的类型

4.情绪调节的过程

5.情绪调节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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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情绪调节的策略

7.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

第十一部分 能力

（一）能力概述

1.能力的含义

2.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

3.能力、才能与天才

（二）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1.能力的种类 （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模仿能力和创造能力；流体

能力和晶体能力；认知能力、操作能力和社交能力；情绪理解、控制

和利用的能力）

2.能力的结构（能力结构的传统理论；能力结构的新理论）

（三）能力的测量

1.一般能力测量

2.特殊能力测验和创造力测验

（四）情绪智力

1.情绪智力的含义

2.情绪智力的理论

3.情商

（五）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

1.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2.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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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第十二部分 人格

（一）人格概述

1.人格的含义

2.人格的特征

3.人格的结构（气质与性格的含义；自我调控系统的含义及子系统）

（二）人格理论

1.特质理论（奥尔波特的特质理论；卡特尔的人格特质理论；现代的

五因素模型）

2.类型理论（单一类型理论；对立类型理论；多元类型理论）

3.整合理论

（三）认知风格

1.场独立性－场依存性

2.冲动型－沉思型

3.同时性－继时性

（四）人格测验

1.自陈量表

2.投射测验

3.情境测验

4.自我概念测验

（五）人格形成的影响因素（生物遗传；社会文化；家庭环境；早期

童年经验；学校教育；自然物理；自我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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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

普通心理学，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月，第四版

发展心理学

（一）考查目标：

1.理解和掌握发展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主要理论及其对教育工作的启

示。

2.理解和掌握认知、语言、社会性等领域发展的年龄特征、相关理论

及其经典实验研究。

3.能够运用发展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个体发展

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与相关问题。

（二）考查范围：

第一部分 发展心理学概述

（一）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

（二）种系心理发展和个体心理发展

1.种系心理的进化过程

2.人类心理的进化过程及特点

3.个体心理的发展过程

4.个体心理发展和种系心理发展的关系

（三）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1.心理发展的基本原理

2.生命全程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四）发展心理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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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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发展的研究

3.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

（五）发展心理学的进展与展望

第二部分 发展心理学理论

1.皮亚杰的心理发展观（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理论；新皮亚杰主义）

2.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观（文化历史理论；发展的实质；教学与发展

的关系；内化学说）

3.精神分析的心理发展观（弗洛伊德的发展阶段理论；埃里克森的心

理发展观）

4.行为主义的心理发展观（华生的发展心理学理论；斯金纳的发展心

理学理论；班杜拉的发展心理学理论）

5.朱智贤的心理发展观

第三部分 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

（一）发展心理学研究概述

1.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功能

2.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

3.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原则

（二）发展心理学研究的设计

1.横断研究设计

2.纵向研究设计

3.聚合交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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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微观发生学设计

5.行为遗传学和基因研究设计

（三）发展心理学收集研究资料的常用方法

1.观察法

2.访谈法

3.问卷法和测验法

4.心理生理学方法

（四）发展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分析

1.研究结果的定性分析

2.研究结果的定量分析

（五）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势

1.多层面和多学科研究相互整合

2.多变量统计方法大量使用

3.新的数据收集手段广泛使用

4.训练研究和教育实验越来越受重视

第四部分 胎儿的生理和心理发展

（一）胎儿神经生理和心理机能的发展

1.胎儿宫内发育分期

2.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和发育

3.胎儿心理机能的形成

4.胎儿生理和心理发展中的主要异常

（二）胎儿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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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胎儿期的心理卫生

第五部分 婴儿的心理发展

（一）婴儿的生理发展

1.婴儿大脑的形态发展

2.婴儿大脑的功能发展

3.后天环境与婴儿脑的发展

（二）婴儿的动作发展

1.动作的发生和新生儿动作研究

2.婴儿动作发展的一般进程

3.动作发展对心理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婴儿认知的发展

1.感知觉的发生发展

2.注意的发生发展

3.记忆和学习的发生发展

4.思维的发生发展

（四）婴儿言语的发展

1.婴儿言语发展理论

2.前言语的发展

3.言语的发生

4.言语的发展

（五）婴儿气质的发展

1.婴儿气质类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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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质的稳定性与可变性

3.气质对早期教养和发展的意义

（六）婴儿情绪、社会性的发展

1.最初的情绪反应

2.婴儿情绪的社会化

3.婴儿的依恋（婴儿依恋的发展阶段；婴儿依恋的类型）

4.早期同伴交往

5.婴儿自我的发展

第六部分 幼儿的心理发展

（一）幼儿神经系统的发展

1.幼儿大脑结构的发展

2.皮质抑制机能的蓬勃发展

（二）幼儿的游戏

1.游戏理论（早期的游戏理论；当代的游戏理论）

2.游戏的种类及其发展

（三）幼儿言语的发展

1.词汇的发展

2.语法的掌握和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

（四）幼儿认知的发展

1.记忆的发展

2.思维的发展（幼儿思维的特点；皮亚杰关于幼儿思维的研究）

（五）幼儿个性的初步形成和社会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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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意识的发展

2.道德认知的发展

3.攻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

4.性别角色认同和性别化

5.同伴关系和社会技能训练

第七部分 小学儿童的心理发展

（一）小学儿童的学习、作用

1.学生学习的一般特点

2.学习对小学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

3.小学儿童的学习特点

（二）小学儿童的学习障碍

1.学习障碍的基本特征

2.学习障碍的分类

3.小学儿童学习障碍的症状

4.学习障碍产生的原因

（三）小学儿童的思维发展

1.小学儿童思维发展的基本特点

2.小学儿童思维基本过程的发展

3.小学儿童概念的发展

4.小学儿童推理能力的发展

5.小学儿童思维品质的发展特点

（四）小学儿童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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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儿童的自我意识

2.小学儿童的社会性认知

3.小学儿童的人际关系

4.小学儿童品德的发展

第八部分 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一）青少年期身心的发展

1.青少年身体发展的一般特点

2.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般特点

（二）青少年思维的发展

1.青少年思维的基本特征

2.青少年逻辑思维的发展

3.青少年思维监控的发展

4.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三）青少年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

1.自我意识的发展

2.情绪特点

3.道德发展

4.人际交往

（四）青少年面临的心理社会问题

1.成瘾行为

2.内部失调

3.外部失调—反社会行为和青少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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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成年早期个体心理发展

（一）成年早期的基本问题

1.成年早期的年龄规定

2.成年早期的一般特征

3.成年早期的发展课题

（二）成年早期的认知特点

1.成年早期智力发展的外在条件和发展任务

2.成年早期智力表现的一般特点

3.成年早期的思维优势

（三）成年早期自我的形成

1.成年早期自我意识的发展

2.成年早期自我同一性的确立

（四）成年早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稳固

1.人生观、价值观的一般论

2.成年早期价值观的发展及稳定

（五）成年早期的恋爱、婚姻及事业

1.恋爱

2.婚姻与家庭

3.事业

第十部分 成年中期个体心理发展

（一）成年中期的发展任务

1.埃里克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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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莱文森的观点

3.古尔德的观点

4.哈维格斯特的观点

（二）成年中期的智力发展

1.智力发展模式

2.智力活动性质的变化

（三）成年中期的个性发展

1.自我调节与控制理论

2.成年中期个性特点的稳定性与变化

（四）成年中期的生活

1.家庭

2.职业

第十一部分 成年晚期个体心理发展

（一）老龄、老化与发展

1.老龄与老化

2.两种不同的老年心理发展观

（二）成年晚期的认知

1.感知觉显著减退

2.记忆既有减退，又仍有优势

3.思维的变化

4.智力有所减退，但并非全部减退

（三）成年晚期的情绪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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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年晚期情绪情感的一般特点

2.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四）成年晚期的个性和社会性

1.成年晚期的个性及其适应性类型

2.成年晚期自我概念的变化

3.成年晚期的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

（五）成年晚期的心理卫生和长寿心理

1.成年晚期面临的挑战与适应

2.成年晚期主要的心理卫生问题

3.人类的自然寿命与长寿心理

4.生命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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