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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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分

发展心理学 约 5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6小题，每小题 5分，共 30 分

简答题： 8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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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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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 认知过程

2. 情绪、情感和意志

3. 能力与人格

(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 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2. 具体研究方法

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调查法。

(三)心理学的发展简史

1. 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近代哲学的影响；生理学的影响。

2. 主要的心理学流派

构造主义学派；机能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格式塔学派；

精神分析学派；人本主义学派；认知学派。

第二部分 心理和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一）神经系统得构成

1.神经元

2.突触

3.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

（二）脑的结构与功能

1.脑的结构

2.大脑皮层及其机能

3.大脑两半球的单侧化优势

（三）脑功能学说

1.定位说

2.整体说

3.机能系统说

第三部分 感觉

(一) 感觉概述

1. 感觉的含义

2. 感觉的编码

3. 感觉的测量绝对感受性和绝对感觉阂限；差别感受性和差

别感觉阙限；费希纳对数定律；史蒂文斯幂定律。

(二) 视觉

1. 视觉刺激

视觉的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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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视觉的基本现象

色觉；视觉对比；马赫带；视觉适应；后像；闪光融合。

(三) 听觉

1. 昕觉刺激

2. 听觉的生理机制

3. 昕觉理论

(四) 其他感觉

1. 皮肤感觉

2. 嗅觉和味觉

3. 动觉

4. 平衡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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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知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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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空间知觉

1. 形状知觉

2. 大小知觉

3. 深度和距离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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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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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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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睡眠与梦

(二) 注意概述

1. 注意的含义

2. 注意的种类与特征

不随意注意和随意注意；选择性注意、持续性注意和分配性注意。

(三) 注意的生理机制和认知理论

1. 注意的生理机制

2. 注意的认知理论过滤器理论；衰减理论；认知资源理论；

双加工理论。

第六部分 记忆

(一) 记忆概述

1. 记忆的含义

2. 记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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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二) 感觉记忆

1. 感觉记忆的含义

2. 感觉记忆的信息编码

（三）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

1.短时记忆的含义

2.短时记忆的信息编码

3.短时记忆信息的存储和提取

4.工作记忆

（四）长时记忆

1.长时记忆的含义

2.长时记忆的信息编码

3.长时记忆的信息存储与提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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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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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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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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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概念的结构

4. 概念的形成

(三) 推理

1. 三段论推理

2. 条件推理

(四) 问题解决

1. 问题解决的含义与基本过程

2. 问题解决的策略算法式；启发式

3. 影响问题解决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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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创造性思维的因素

(六) 表象和想象

1. 表象表象的含义；表象的特征；表象在思维中的作用。

2. 想象想象的含义；想象的种类。

第八部分 语言与言语

( 一 ) 语言与言语概述

1. 语言与言语的概念及其特征

2. 语言的结构

3. 言语的种类

4. 语言的表征与加工过程

（二）语言加工的生理机制

1. 言语的发音机制

2. 语言加工的中枢机制

（三）语言的理解

1. 语音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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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词汇的理解

3. 句子的理解

4. 文本的理解

5. 影响语言理解的因素

第九部分 动机与意志

(一) 动机概述

1. 动机的含义

2. 动机的功能

3. 动机的种类

4. 动机与行为效率的关系

(二) 需要

1. 需要的含义

2. 需要的种类

3.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三) 动机理论

1. 本能论

2. 驱力理论

3. 唤醒理论

4. 诱因理论

5. 认知理论

(四) 意志行动

1. 意志行动的基本阶段

2. 意志行动中的动机冲突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避冲突；

多重趋避冲突

3. 意志行动中的挫折挫折的含义；挫折情境的形成；挫折的

反应；挫折的承受力。

4. 意志的品质

第十部分 情绪和情感

(一) 情绪和情感概述

1. 情绪、情感的含义

2. 情绪、情感的功能

3. 情绪的维度和两极性

4. 情绪、情感的分类

(二) 情绪的生理机制

1. 情绪的脑中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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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绪的外周神经机制

(三) 表情

1. 面部表情

2. 体态表情

3. 语调表情

(四) 情绪理论

1. 詹姆斯－兰格情绪理论

2. 坎农－巴德学说

3.认知理论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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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能力的结

构

(三) 能力的理论

1. 能力的因素说

2. 能力的结构理论

3. 能力的信息加工理论

(四) 能力形成与发展的个体差异

1. 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2. 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

3. 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第十二部分 人格

(一) 人格概述

1. 人格的含义

2. 人格的特征

(二) 气质与性格

1. 气质概述气质的含义；气质的类型；气质理论。

2. 性格概述性格的含义；性格特征。

(三) 认知风格

1. 场独立性－场依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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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冲动型－沉思型

3. 同时性－继时性

(四) 人格理论

1. 特质理论

2. 类型理论

(五) 人格形成的影响因素

主要参考书：普通心理学，彭聃龄，北京师大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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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任务

（三）发展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1.横断研究

2.纵向研究

3.聚合交叉研究

4.双生子研究

（四）发展心理学的历史

1.近代西方儿童心理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2.从儿童发展到个体毕业发展研究

第二部分 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

（一）心里发展的主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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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2.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发展观

3.精神分析理论的心理发展观

4.行为主义的心理发展观

（二）心里发展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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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心理发展的生物学基础与胎儿发育

（一）生命的开始与遗传基因

1.染色体、DNA和基因

2.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

3.有丝分裂和细胞增殖

4.显性和隐性基因

5.遗传疾病

（二）胎儿的发展与先天素质

1.胎儿的发育过程

2.胎儿正常发育的条件

第四部分 婴儿心理发展

（一）婴儿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

（二）婴儿神经系统的发展

1.婴儿大脑结构的发展

2.婴儿大脑机能的发展

(三) 婴儿动作和活动的发展

1. 动作发展的规律

2. 动作发展的阶段

3. 动作发展的训练

(四) 婴儿言语的发展

(五) 婴儿心理过程的发展

1. 婴儿感觉的发展

2. 婴儿知觉的发展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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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婴儿社会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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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婴儿的情绪发展

2. 婴儿的依恋

3. 早期同伴交往

第五部分 幼儿心理发展

(一) 幼儿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

(二) 幼儿神经系统的发展

1. 幼儿大脑结构的发展

2. 幼儿大脑机能的发展

(三) 幼儿的游戏

1. 游戏理论

2. 游戏种类及其发展

(四) 幼儿语言的发展

1. 词汇的发展

2. 句子的发展

3. 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

(五) 幼儿认知的发展

1. 记忆的发展

2. 思维的发展

(六) 幼儿个性与社会性发展

1. 心理理论

2. 幼儿道德认知发展

3. 幼儿社会性行为发展

4. 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5. 同伴关系

第六部分 童年期儿童的心理发展

(一) 童年期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

(二) 童年期儿童的学习

(三) 童年期儿童言语的发展

1. 书面言语的发展

2. 内部言语的发展

(四) 童年期儿童认知的发展

1. 思维发展的一般特点

2. 元认知及其发展

(五) 童年期儿童的个性、社会性发展

1. 自我意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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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认知与交往技能

3. 品德发展

第七部分 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一) 青少年期心理发展的一般特点

(二) 生理发育

1. 生理变化的主要表现

2. 第二性征与性成熟

(三) 认知发展

1. 形式逻辑思维的发展

2.辩证思维的发展

(四) 自我发展

1. 青少年自我发展的一般特征

2. 自我同一性的发展

(五) 社会性发展

1.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2. 反社会行为

(六) 情绪

1. 青少年情绪发展的一般特点

2. 常见情绪困扰

3. 情绪调节的 ABC 理论

八、成年期心理发展

(一) 成人期发展任务理论

(二) 认知发展

1. 成人认知发展的主要理论

2. 认知老化的代表性观点感觉功能理论；加工速度理论；抑

制理论；工作记忆理论。

(三) 人格发展

1. 自我发展理论

2. 稳定性与可变性

主要参考书：

发展心理学，林崇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03月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