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考试大纲

第一章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初步理解心理学的概念及学科性质，了解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各学术

流派，了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分支，掌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明确学习心理学的意义

与作用。

本章重点：

1.心理学的概念及性质

2.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与流派

3.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4.心理学研究方法

5.学习心理学的意义

本章难点：

1.心理学的概念

2.心理学流派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心理学的概念

一、什么是心理学

二、心理学的科学性质

第二节心理科学的历史发展与流派

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及构造主义心理学

二、机能主义心理学

三、行为主义

四、格式塔心理学

五、精神分析学派

六、人本主义心理学

七、认知心理学

第三节心理学的主要分支

一、心理学的理论领域

二、心理学的应用领域

第四节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观察法

二、测验法

三、实验法

四、调查法

第五节学习心理学的意义和作用

一、认识客观世界

二、调整和控制行为

三、直接应用在实际工作上

三、考核知识点

（一）心理学的概念

（二）心理诞生的标志

（三）心理学的分支

（四）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五）学习心理学的意义

四、考核要求

（一）心理学的概念

1.识记：心理学的概念

2.领会:心理学的基本性质

（二）心理学的分支

识记:科学心理学产生的标志和创始人

（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领会:心理学各种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

（四）学习心理学的意义

应用：心理学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意义

第二章心理的生理基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理解心理学的生理基础，脑是心理的器官。了解神经系统的构造与功能。

了解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作用及大脑各部分的分工。了解神经元的结构与突触的工作方式。

初步理解现代科技对研究大脑活动的重要作用。了解内分泌系统。

本章重点：

1.神经系统的构造与功能

2.中枢神经系统各部分及大脑各部位的分工

3.了解神经元的结构与突触的工作方式

4.现代科技手段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本章难点：

1.中枢神经系统与大脑各部分的功能

2.脑成像研究的意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神经系统与神经元

一、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与功能

二、外周神经系统的构造与功能

三、神经元的构造与功能

第二节大脑半球的构造与功能

一、大脑半球的主要构造

二、大脑皮质的分区及运作机能

第三节大脑两半球的一侧优势

一、脑的不对称性

二、手的一侧化研究

第四节探讨人脑奥秘的方法

一、脑电图

二、脑成像技术

第五节内分泌系统

一、内分泌腺的概念

二、内分泌腺的分类及机能

三、考核知识点

（一）神经系统的构造与功能

（二）神经元与突触的构造与功能



（三）中枢神经系统

（四）大脑皮质的分区与运作

（五）脑的不对称性

（六）脑成像技术

（七）内分泌系统

四、考核要求

（一）神经系统的构造与功能

1.识记：中枢神经系统

2.领会：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及其与外周的联系

（二）大脑皮质

1.识记：大脑的分区

2.领会：大脑皮质各分区的主要功能

（三）脑的不对称性

1.识记：大脑两半球的差异及语言中枢的位置

2.领会：大脑两半球的分工及协同活动

（四）探讨人脑奥秘的方法

领会：脑成像技术对心理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五）内分泌系统

识记:主要的内分泌腺及其作用

第三章意识与注意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理解意识的概念与不同状态，了解注意的概念及其与意识的关系，了解

睡眠的几个阶段与失眠的种类，了解梦的心理学原理与研究，了解催眠的特征与理论。

本章重点：

1.意识的概念

2.意识的不同状态（层次）

3.注意及其种类

4.生物节律

5.睡眠与梦

6.催眠现象

本章难点：

1.意识的状态

2.睡眠与催眠的区别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意识的性质

一、什么是意识

二、意识的状态

第二节注意

一、什么是注意

二、注意与意识的关系

三、注意的种类

第三节生物节律、睡眠与梦

一、生物节律

二、睡眠与失眠



三、梦

第四节意识的特殊现象

一、催眠

二、心理促动药物的影响

三、考核知识点

（一）意识的概念

（二）意识状态与注意的参与

（三）生物节律的特点

（四）睡眠的阶段

（五）失眠的种类

（六）梦的特征与研究

（七）催眠的概念、催眠状态下的心理特征、催眠理论

四、考核要求

（一）意识的性质

1.识记：意识、无意识

2.领会：意识的四种不同状态，注意与意识状态的关系

（二）生物节律

1.识记:生物节律、日节律

2.领会：生物节律与睡眠

（三）睡眠与失眠

领会:脑电波与睡眠的阶段，失眠的种类

（四）催眠现象

领会:催眠的原理，催眠与睡眠的区别

第四章感觉和知觉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本章,要求理解感觉和知觉的基本概念，感觉和知觉的关系。了解视觉系统和听觉

系统的基本构造，以及视觉和听觉产生的机制。理解社会知觉与一般知觉的异同，了解社会

知觉的特殊性和基本规律。

本章重点：

1.感觉和知觉的概念

2.社会认知的基本过程

3.视听觉的机制

本章难点：

1.感知觉的过程

2.社会知觉的过程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感觉概述

一、感觉的一般概念

二、感觉的生理机制

三、感受性与感觉阈限

第二节视觉

一、视觉刺激

二、基本视觉现象

三、视觉的机制



第三节听觉

一、听觉刺激

二、基本听觉现象

三、听觉的机制

第四节知觉感觉的整合

一、知觉的一般概念

二、知觉的特性

三、几种复杂的知觉及其机制

第五节社会知觉与社会认知

一、社会知觉的一般概念

二、社会认知的过程

三、考核知识点

（一）感觉的基本概念

（二）感受性与感觉阈限

（三）基本的视觉现象和机制

（四）基本的听觉现象和机制

（五）知觉的_般概念

（六）知觉的特性和机制

（七）社会知觉的_般概念

（八）社会认知的过程

四、考核要求

（一）感觉概述

1.识记:感觉的基本概念

2.领会:感受性和感觉阈限

（二）视觉系统

1.识记:视觉适应，颜色的特性

2.领会:视觉产生的机制，色觉理论

（三）听觉系统

领会：听觉产生的机制，基本的听觉现象

（四）知觉—感觉的整合

1.识记:知觉的概念，知觉的特性

2.领会：知觉的机制

3.简单应用：感觉的整合—知觉的形成

（五）社会知觉

1.识记:社会知觉的一般概念，社会知觉的特性

2.领会:社会认知的基本过程

第五章记忆与学习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理解记忆的基本过程、记忆的类别、记忆系统中各成分的特点及关系，

了解遗忘的规律及主动遗忘的作用、记忆与学习的关系，掌握提高记忆能力的方法及学习策

略。

本章重点：

1.记忆的过程

2.记忆系统



3.遗忘的规律及克服遗忘的方法

4.学习策略

本章难点：

1.记忆系统中各成分的特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2.学习与记忆的关系

3.提高记忆能力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记忆概述

一、记忆的概念

二、记忆的基本过程

三、记忆的类型

第二节记忆系统

一、感觉记忆

二、短时记忆

三、长时记忆

第三节遗忘

一、遗忘的进程与遗忘曲线

二、遗忘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三、有意遗忘

四、提高记忆能力的方法

第四节学习

一、学习的定义

二、对学习理论的不同理解

三、学习过程的一般模式

四、学习的分类

五、学习的策略与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

（一）记忆的概念与基本过程

（二）记忆的类型

（三）记忆系统

（四）遗忘及遗忘曲线

（五）遗忘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六）克服遗忘的方法

（七）学习的概念与分类

（八）学习的策略与方法

四、考核要求

（一）记忆的概述

1.识记:记忆

2.领会:记忆的过程、记忆的种类

（二）记忆系统

1.识记: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

2.领会: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的特征与区别，记忆系统间各成分的关系

3.应用：说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化的条件，长时记忆储存与建构的特征

（三）遗忘



1.识记:遗忘

2.领会:遗忘曲线，遗忘的原因，主动遗忘的作用

3.应用：如何提高记忆能力

（四）记忆与学习

1.识记:学习

2.领会:学习的过程，学习的种类，学习与记忆的关系

3.应用：学习的策略

第六章思维与创造性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思维的基本概念和过程，思维的基本特性，概念形成的过程和问

题解决的实质和步骤，形成问题解决的有关理论模式，了解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掌握想象

和创造性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等，掌握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和创造性训练的基本

方法。

本章重点：

1.思维的基本概念、过程和机制

2.概念形成的过程和有关条件

3.问题解决的过程、理论模式和方法步骤

4.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

5.创造性的概念、影响创造性的因素

本章难点：

1.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2.创造性的测量

3.创造性的培养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思维及其基本特征

一、思维的概念和特征

二、思维的过程和种类

第二节概念的形成过程

一、概念的心理学定义

二、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

第三节推理和问题解决

一、推理

二、问题解决

三、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第四节想象和创造性培养

一、想象和创造性思维

二、创造性的测量和鉴别

三、创造性的影响因素和创造性思维训练

三、考核知识点

（一）思维的概念和过程

（二）思维的机制

（三）概念的形成过程和条件

（四）推理的过程和影响因素

（五）问题解决的概念、理论模式和方法步骤



（六）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及其影响因素

（七）创造性的概念

（八）创造性的测量和鉴别

（九）创造性的影响因素和创造力培养

四、考核要求

（一）思维及其基本特征

1.识记:思维的概念，思维的特征

2.领会：思维的机制

（二）概念的形成过程

1.识记:概念的性质和分类，概念的功能

2.领会:概念形成的过程和条件

（三）推理和问题解决

1.识记：推理的概念，问题解决的概念

2.领会:推理的一般过程，问题解决的一般过程，问题解决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步骤

（四）想象和创造力的培养

1.识记:想象的概念,创造性的概念

2.领会:创造性的测量和鉴别

第七章智力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理解智力的基本概念及各种不同的智力理论，理解智商的含义与计算方

法，了解智力的个体差异与发展特征，了解智力测验的发展及其科学性的指标，掌握遗传、

环境、教育在智力发展中的作用。

本章重点：

1.智力的性质及类别

2.智商与智力差异

3.几种主要的智力的理论

4.智力测验

5.智力的影响因素

本章难点：

1.智力的性质

2.智力的理论

3.对智力测验的正确理解

4.智力发展的特征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智力的概述

一、智力的性质

二、智商与智力差异

三、智力发展的特征

第二节智力的理论

一、智力的因素论

二、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说

三、多元智能理论

四、智力的认知理论

第三节智力的测量



一、智力测验概述

二、心理测验的技术指标

三、经典的智力测验

四、智力测验与性向测验、成就测验的关系

第四节智力的影响因素：遗传与环境

一、遗传因素对智力的影响

二、家庭环境对智力的影响

三、学校教育对智力的影响

四、社会实践对智力的影响

三、考核知识点

（一）智力的基本概念：与能力、性向测验、成就测验的关系

（二）智商的计算包括计算公式及智力差异

（三）智力发展的特征

（四）重要的智力理论

（五）智力测验的技术指标

（六）智力的影响因素

四、考核要求

（一）智力的性质

1.识记:智商、比率智商、离差智商、常模

2.领会:智力的类型，智力的发展特征，智力与能力的关系

3-应用：如何看待智力差异与发展

（二）智力理论

1.识记:智力的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

2.领会:各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差异

（三）智力测验

1.识记:常模、信度、效度、离差智商的计算

2.领会:智力测验的性质与类型，智力测验与性向测验、成就测验的区别

（四）智力的影响因素

1.识记:遗传因素，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

2.领会:智力的影响因素

3.应用：如何分析智力测验的结果,发挥智力测验在教育中的作用

第八章动机与情绪情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理解动机与情绪情感的概念，掌握动机理论，了解动机与情绪情感的种

类，把握动机和情绪情感的作用。

本章重点：

1.动机的概念、功能与产生

2.动机的种类

3.社会性动机

4.动机理论

5.情绪情感的界定与种类

6.情绪情感的表达

7.情绪情感的功能

本章难点：



1.动机与彳了为的关系

2.动机强度与工作效率的关系

3.动机理论

4.情绪情感与动机的关系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动机与行为

一、动机的定乂

二、动机的产生

三、动机的种类

四、动机强度与工作效率

第二节社会性动机

一、交往动机

二、成就动机

三、权力动机

四、工作动机

第三节动机理论

一、需要层次理论

二、认知与期待理论

第四节情绪情感及其种类

一、情绪情感的定义

二、情绪情感的种类

三、情绪情感的表达

第五节情绪情感的功能

一、情绪情感的动机作用

二、情绪情感的调控功能

三、情绪情感的健康功能

四、情绪情感的信号功能

三、考核知识点

（一）动机的概念与特征

（二）动机的产生与作用

（三）动机的种类

（四）社会性动机

（五）动机的理论

（六）情绪情感的概念及二者的区别

（七）情绪情感的种类

（八）情绪情感的表达

（九）情绪情感的作用

四、考核要求

（一）动机与行为

1.识记:动机、需要、诱因

2.领会：动机的基本特征，动机的功能，需要、诱因与动机产生的关系，动机的种类

3.应用：说明动机强度与工作效率的关系

（二}社会性动机

1.识记:成就动机、工作动机、交往动机



2.领会:成就动机的成分，工作动机理论

3-应用：影响成就动机高低的因素，社会性动机在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中的意义

（三）动机理论

1.识记:成长动机、认知与期待理论

2.领会：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3.应用：用认知期待理论解释人们在追求目标过程中的现象

（四）情绪情感的概念

1.识记:情绪情感、心境、应激

2.领会:情绪与情感的区别与表达方式

3.应用：如何保持良好的心境

（五）情绪情感的功能

应用：说明情绪情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作用

第九章人格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理解人格基本概念与特性，了解人格的不同结构成分，掌握人格的两个

主要理论，了解各种人格差异，了解人格的测评方法,理解影响人格的重要因素。

本章重点：

1.人格的概念与特性

2.人格的结构

3.人格理论

4.人格的影响因素

本章难点：

1.气质与性格的关系

2.人格理论

3.认知方式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人格概述

一、人格的界定与特性

二、人格的结构

第二节人格差异

一、认知方式差异

二、气质差异

三、性格差异

第三节人格描述

一、人格特质

第四节人格成因

一、生物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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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人格测量

一、测验法



二、投射法

三、情境测验

四、远距离人格测量

三、考核知识点

（一）人格的概念特性

（二）人格的结构

（三）人格特质论与类型论

（四）认知方式

（五）人格测评方法

（六）人格形成的影响因素

四、考核要求

（一）人格的概述

1.识记:人格、气质、性格、自我意识

2-领会:人格的特性，气质类型,气质与性格的区别，自我调控的三个系统

3.应用：如何看待人的气质差异

（二）人格理论

1.识记:特质、个别特质、共同特质

2.领会:特质的种类，现代特质理论，类型的三种模式，特质论与类型论的关系

3-应用：描述各种人格差异的特征

（三}认知方式

1.识记:认知方式

2.领会:各种认知方式差异的特点

3.应用：在教育中如何发挥不同学生其认知方式的优势

（四）人格测评

领会:人格测评的主要方法

（五）人格形成的影响因素

1.领会:影响人格形成的因素

2.应用：在教育中，如何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格特征

第十章人际交往与社会影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掌握人际交往的基本过程和特点，人际喜欢和吸引的条件，人际关系的

测量方法，群体的特征和结构，群体和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本章重点：

1.三维人际关系理论

2.人际吸引的条件

3.沟通的基本过程

4.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5.人际关系的测量

本章难点：

1.社会影响

2.社会测量结果的处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人际交往概述

一、人际交往的心理需要



二、人际交往的理论

第二节人际沟通与人际吸引

一、人际沟通

二、人际吸引的条件

三、人际关系的测量

第三节群体及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一、群体的一般特性

二、社会影响

三、考核知识点

（一）人际关系理论

（二）人际交往的心理需要

（三）人际吸引的条件

（四）群体的概念和特征

（五）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六）人际关系的测量

四、考核要求

（一）人际交往的需要和人际行为取向

1.识记：人际交往的心理需要

2.领会：三维人际关系理论

（二）人际沟通、人际吸引的条件

1.识记：沟通的概念和沟通的影响因素

2.领会:人际吸引的条件

（三）群体及其影响

1.识记:群体的概念和特征，社会助长，从众，去个体化,群体极化，群体思维

2.领会:从众和服从的基本原因

（四）人际关系的测量

1.识记:社会测量法

2.领会:社会测量法的原理

3.综合应用：社会测量法结果的处理

第十一章心理健康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了解心理健康的标准，掌握压力、挫折、焦虑等概念，理解和掌握压

力、挫折、焦虑的处理策略，掌握培养健康人格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本章重点：

1.心理健康的概念和标准

2.压力的概念、来源和应对策略

3.焦虑的概念、类型和产生原因

4.挫折的概念、类型和原因

5.焦虑和挫折的应对策略

6.心理防御机制

本章难点：

1.压力、挫折、焦虑的应对策略

2.健康人格培养的有效途径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心理健康的标准

一、科学的健康观念

二、什么是心理健康

三、心理健康的标准

四、增进心理健康的途径与方法

第二节心理健康与压力

一、压力及其来源

二、压力的身心反应

三、压力的影响因素

四、压力的应对策略

第三节焦虑

一、焦虑的概念

二、焦虑的主要类型和产生原因

三、焦虑的处理策略

第四节挫折

一、挫折的概念

二、挫折的产生原因

三、挫折后的反应

四、挫折的应对策略

三、考核知识点

（一）心理健康的概念和标准

（二）压力的概念、来源

（三）应对压力的策略

（四）焦虑的概念、类型、原因

（五）焦虑的处理策略

（六）挫折的概念与产生原因

（七）挫折后的反应

（八）挫折的应对策略

（九）培养健康人格的途径

四、考核要求

（一）心理健康的标准

1.识记:心理健康的概念,心理健康的标准

2.领会:增进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

（二）心理健康与压力

1.识记:压力的概念

2.领会:压力的来源,压力的影响因素

3.简单应用：压力的应对策略

（三）心理健康与焦虑

1.识记:焦虑的概念，焦虑类型

2.领会:焦虑产生的原因

3.简单应用：焦虑的应对策略

（四）心理健康与挫折

1.识记：挫折的概念，挫折的类型

2.领会:挫折产生的原因，挫折的防卫方式



3.简单应用：挫折的应对策略

（五）塑造健康人格

1.领会:健康人格的特征—乐观与抗逆力

2.综合应用：如何培养健康人格

第十二章毕生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个体发展的基本理论，个体各阶段的认知发展过程，情绪情感与

社会性发展过程。

本章重点：

1.个体发展的基本理论

2.儿童期的心理发展过程

3.成年期的心理发展特点

本章难点：

1.个体认知发展的基本问题

2.个体社会性发展的主要内容

3.成年期心理发展特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个体发展的基本理论

一、心理发展的实质

二、心理发展年龄阶段的划分

三、影响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发展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节儿童期的身心发展

一、儿童期的生理发展

二、儿童期的认知与语言发展

三、儿童期的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第三节青少年心理的发展

一、青少年的身体发展

二、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第四节成年期的心理发展

一、成年初期的发展

二、成年中期的发展

三、成年晚期的发展

三、考核知识点

（一）个体发展的基本理论

（二）儿童期的心理发展

（三）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四）成年期的发展特点

四、考核要求

（一）个体发展的基本理论

1.识记: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关键期

2.领会:心理发展年龄阶段的划分，心理发展年龄特征的稳定性和可变性

（二）儿童期的心理发展

1.识记: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基本概念



2.领会: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的理论,个体的认知差异，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判断发展的

观点

（三）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1.识记:情绪情感的特点

2.领会:青少年人际交往特点，自我意识的发展

（四）成年期的心理发展

1.识记:成年期各阶段的发展任务

2.领会:成年期各阶段心理发展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