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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心理学专业综合》是应用心理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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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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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  心理学导论 

第一节  心理学概述 

（一） 心理学研究对象 

（二） 心理学家都在做什么 

（三） 心理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第二节  感觉 

（一） 感觉概述 

（二） 视觉 

（三） 听觉 

第三节  知觉 

（一） 知觉概述 

（二） 知觉组织 

（三） 知觉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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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错觉 

第四节  意识和注意 

（一） 意识与无意识 

1. 意识的含义 

2. 意识的功能 

3. 睡眠与梦 

（二） 注意 

1. 注意的含义 

2. 注意的类型 

3. 注意的影响因素 

第五节  学习和记忆 

（一） 学习的含义 

（二） 学习理论 

1. 经典性条件作用说 

2. 操作性条件作用说 

3. 观察学习 

（三） 记忆概述 

（四） 记忆的三级信息加工模型 

1. 感觉记忆 

2. 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 

3. 长时记忆 

（五） 遗忘 

1. 遗忘曲线 

2. 影响遗忘的因素 

3. 遗忘的原因 

第六节  思维 

（一） 思维、问题解决和创造性 

（二） 概念、表象和想象 

（三） 推理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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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智力 

（一） 智力概述 

（二） 智力理论 

（三） 智力测验 

1. 常用智力测验 

2. 智力测验的评价 

第八节  情绪 

（一） 情绪概述 

（二） 表情 

1. 非语言交流 

2. 文化与表情 

3. 面部表情 

（三） 情绪理论 

1. 詹姆斯——兰格理论 

2. 坎农——巴德理论 

3. 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 

第九节  动机 

（一） 动机概述 

（二） 动机与需要 

（三） 动机与行为效率 

（四） 动机冲突 

（五） 动机理论 

第二章 心理学研究方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心理学与科学 

1. 科学的基本特性 

2. 心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二）研究伦理 

1. 研究前需要思考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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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学研究中的欺骗 

3. 用动物做研究 

4. 心理学研究的报告 

5. 伦理决策的步骤 

第二节 文献查阅与选题 

（一）查找文献。包括但不限于关键词确定、选择合适的网站或图书馆、

文献追踪等 

（二）阅读文献。包括但不限于泛读、精读、批判性阅读等。 

（三）评价文献。包括但不限于文献质量评价和饱和度评价等。 

（四）确定研究主题与形成假设。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研究问题，确定研究

设计类型（描述研究、相关研究、因果研究，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形成

研究假设等。 

第三节 收集数据的方法 

（一）观察法 

1. 行为取样方法：时间抽样与情境抽样 

2. 观察法的分类 

3. 行为记录：定性记录与定量测量 

（二）调查法 

1. 调查研究中的抽样 

2. 调查的方式 

3. 调查研究的设计 

4. 编制调查问卷 

（三）测验法（相关研究设计） 

1. 相关研究中的抽样（含样本量的确定） 

2. 测验误差的预防 

3. 测验中的共同方法偏差的预防与控制 

4. 量表的编制与修订 

（四）真实验设计 

1. 真实验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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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操纵、控制（如随机化）等 

2. 被试间实验设计 

包括但不限于被试间实验设计的模式和优缺点，被试的随机分配问题等。 

3. 被试内实验设计 

包括但不限于被试内实验设计的模式和优缺点，随机顺序问题（练习效

应的定义与平衡方法）等 

4. 混合实验设计 

包括但不限于混合实验设计的模式和优缺点，交互作用的描述、解释、

理论检验价值等 

（五）准实验设计 

1. 准实验设计的基本特点 

2. 准实验设计的常见模式及应用 

（六）单被试实验设计 

1. 单被试实验设计的基本特点 

2. 单被试实验设计的常见模式及应用 

（七）个案研究法 

1. 个案研究概述 

2. 个案研究的统计检验 

第四节 数据分析 

（一）研究数据的整理与处理 

1. 原始数据的整理：极端数据的去除或替代/数据的呈现方式 

2. 数据的转换：几种数据转换的方法 

3. 测量的信度和效度 

4. 集中量数、差异量数、标准分数、相关系数、方差分析 

（二）统计显著性检验与分析 

1. 虚无假设显著性检验的原理 

2. 实验敏感性、统计效力、效应量 

（三）平均数比较 

1. 两组平均数比较及效应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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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组平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及效应量计算 

（四）相关分析 

1. 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 

2. 中介与调节效应 

3.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控制 

第五节 研究评价与报告撰写 

（一）研究评价 

1.内部效度 

2.外部效度 

（二）研究报告的撰写 

1. 研究报告的结构 

2. 标题、摘要、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主要内容和写作规范 

3. 参考文献的引用规范 

4. 报告中的图表规范 

第三章  人格心理学 

第一节  人格的含义 

第二节  精神分析流派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1．解剖模型 

2．结构模型 

3．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 

4．防御机制 

5．心理性欲发展阶段 

（二）阿德勒的人格理论 

1．寻求卓越 

2．出生顺序 

（三）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 

（四）埃里克森的人格理论 

1．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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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的毕生发展 

（五）霍妮的神经症和女性心理学 

第三节 行为主义流派 

（一）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 

（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 

（三）罗特的社会学习理论 

（四）社会认知理论 

1．交互决定论 

2．想象与自我调节 

3．观察学习 

第四节 认知流派 

（一）凯利的个人建构论 

1．个人建构系统 

2．心理问题 

（二）图式与自我图式 

（三）理性情绪疗法 

第五节 人本主义流派 

（一）罗杰斯的人格理论 

1．充分发挥功能的人 

2．焦虑和防御 

3．有条件的赞赏和无条件积极关注 

（二）马斯洛的人格理论 

1．动机和需要层次 

2．对心理健康的人的研究 

第六节 特质流派 

（一）奥尔波特的特质理论 

（二）卡特尔的人格特质理论 

（三）大五人格模型 

第七节 生物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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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艾森克的人格理论 

1．人格结构 

2．生理差异：刺激敏感性与行为系统 

3．人格的生物学基础 

（二）进化人格心理学 

1．自然选择与心理机制 

2．焦虑与社会排斥 

第四章  社会心理学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导论 

（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发展 

（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 个体社会化 

（一）个体社会化的概念与内容 

（二）个体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社会认知 

（一）社会知觉及社会知觉偏差 

（二）印象与印象形成 

（三）刻板印象与偏见 

（四）归因及归因偏差                                                                                                                                                                                           

第四节 自我 

（一） 自我的相关理论 

（二） 自我认识 

（三） 自尊 

（四） 自我服务偏差 

（五）印象管理 

第五节 社会关系  

（一）人际关系的概念 

（二）人际关系的中、外经典理论 

（三）人际关系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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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亲密关系 

（一）人际吸引 

（二）亲密关系及相关理论 

第七节  社会行为互动 

（一）利他行为的理论 

（二）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三）侵犯行为的理论 

（四）侵犯行为的影响因素 

第八节 社会影响 

（一）社会促进与社会懈怠 

（二）从众、依从、服从 

（三）合作与竞争 

（四）态度与态度改变 

（五）说服 

四、考试方式与分值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由各招生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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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满分为

3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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