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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心理学专业综合是为医学高等院校招收心理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而

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

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应用心理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所需要的心理学

基础理论和临床心理学基本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院校心理学、教育学、

临床医学等专业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中等程度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校择优

选拔，确保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考查目标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范围包括医学心理学、基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

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医学心理学重点考查生物-心

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的整体医学观，与医学心理学有关的精神分析、行为主

义、认知理论等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心身疾病的诊断与心理干预，常见临

床心理评估的方法与应用，心理咨询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认知治疗、行为治

疗的基本技能，医患关系模式和病人心理特点；基础心理学重点考查正常成

人个体心理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理；发展心理学重点考查个体心理发生、发

展的过程与规律，运用发展心理学知识分析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及影响因素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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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医学心理学约 40%，基础心理学约 30%，发展心理学约 30%。 

四、试卷题型结构 

试卷题型分为 A型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和案例分析

题等形式。 

具体如下： 

A型单项选择题：共 2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0分; 

名词解释：共 9小题，每小题 4分，共 36分; 

简答题：共 12题，每小题 10分，共 120分; 

问答题：共 4题，每小题 20分，共 80分; 

案例分析题：共 2题，每小题 22分，共 44分。 

Ⅳ.考查内容 

考查内容原则上是考生大学本科期间学习相关学科的全部内容，包括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一、基础心理学 

（一）绪论 

1. 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及其构成。 

2. 心理学的主要任务。 

3. 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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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统心理学主要派别的主张、特点和意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

行为主义、格式塔和精神分析学派）。 

5. 能借助心理现象（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来解释人的心

理与行为。 

（二）感觉 

1. 感觉的概念及意义。 

2. 感觉的基本规律。 

3. 感受性与感觉阈限的概念和关系。 

4. 视觉系统的信息编码过程。 

5. 时间因素对视觉的影响。 

6. 视觉适应的特点、机制及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7. 听觉的概念。 

8. 皮肤感觉的概念及基本形态。 

9. 能运用相关理论对日常感觉现象进行解释。 

（三）知觉 

1. 知觉的概念和种类。 

2. 知觉的基本特征。 

3. 知觉学习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4. 影响深度与距离知觉的单眼和双眼线索。 

5. 听觉定向的主要线索。 

6．时间知觉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7．运动知觉的概念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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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错觉的概念和种类。 

9. 能运用知觉的相关理论解释日常知觉现象。 

（四）意识和注意 

1. 意识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2. 无意识的概念和现象。 

3. 睡眠的功能及各个阶段的特征。 

4. 精神分析、生理学、认知学对梦的解释。 

5. 对催眠的定义和应用。 

6. 意识与注意的关系。 

7. 注意的概念、特点与分类。 

8. 注意选择的主要理论（过滤器理论、衰减理论、后期选择理论、多

阶段选择理论）。 

9. 注意分配的认知资源理论和双加工理论。 

10. 能够利用意识与注意的相关理论区分不同意识水平，科学认识睡眠

与梦，了解注意与意识对心理的影响。 

（五）记忆 

1. 记忆的概念及作用。 

2. 不同角度对记忆的分类。 

3. 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的比较（如在编码形式、存储时长、

容量、影响因素上的比较）。 

4. 工作记忆的含义、成分及各成分的功能。 

5. 长时记忆遗忘进程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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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衰退说、干扰说、压抑说、提取失败说对遗忘的解释。 

7. 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比较。 

8. 能运用记忆的相关理论与知识，科学提升记忆力。 

（六）思维 

1. 思维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2. 表象的概念、特征及其在思维中的作用。 

3. 概念结构的层次网络模型和激活扩散模型的主要内容。 

4. 推理的概念及分类。 

5. 错误推理的产生。 

6. 问题解决的概念和常用策略。 

7. 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8. 创造性活动涉及的心理成分。 

9. 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和特点。 

10. 常用于决策的启发策略。 

11.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决策的相关知识

提升日常工作效率。 

（七）动机 

1. 动机的功能。 

2.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3. 动机与需要、目标、行为、价值观、意志之间的关系。 

4. 动机强度对工作效率的影响。 

5. 生理性动机与社会性动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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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同动机理论的比较（本能论、驱力理论、唤醒理论、诱因理论、

认知理论、逆转理论）。 

7. 能应用动机的相关理论解释心理社会因素对行为的影响。 

（八）情绪 

1. 情绪的性质。 

2. 情绪的功能。 

3. 情绪的维度与两极性。 

4. 情绪的维度划分。 

5. 三种情绪状态的特点。 

6. 情绪的早期理论：詹姆斯-兰格理论与坎农-巴德学说的主要内容。 

7. 情绪的认知理论。 

8. 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 

9. 情绪调节的概念和分类。 

10. 格罗斯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11. 情绪调节的维度。 

12. 情绪调节的策略。 

13. 能运用情绪及情绪调节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情绪不适者提供帮助。 

（九）能力 

1. 能力的概念和分类。 

2. 能力、知识与技能的关系。 

3. 能力的结构理论。 

4. 斯坦福-比奈量表和韦克斯勒智力量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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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商与离差智商的意义。 

6. 能力的一般发展趋势。 

7. 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 

8. 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9. 能利用斯坦福-比奈量表和韦克斯勒智力量表测评智力水平。 

（十）人格 

1. 人格的概念和特征。 

2. 人格的结构。 

3. 气质、性格、认知风格与人格的关系。 

4. 不同人格特质理论的主要内容（奥尔波特特质理论、卡特尔人格特

质理论、五因素模型）。 

5. 人格的类型理论。 

6. 人格的精神分析论。 

7. 人格测验的方法与种类。 

8. 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9. 能运用不同人格理论的有关知识，分析人格特点。 

二、发展心理学 

（一）绪论 

1.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种系发展与个

体发展；发展心理学研究内容。 

2.发展心理学变迁：科学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和演变；从儿童发展到个体

毕生全程发展的研究；发展心理学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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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心理学新进展。 

（二）发展心理学理论 

1.精神分析的心理发展观。 

2.行为主义的心理发展观。 

3.维果斯基的心理发展观。 

4.皮亚杰的心理发展观。 

5.朱智贤的心理发展观。 

（三）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 

1.发展心理学研究概述：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功能与特殊性；发展心理学

研究的基本原则。 

2.发展心理学收集研究资料的常用方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与测

验法；实验法。 

3.发展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分析：定性分析；定量分析。 

4.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势。 

（四）胎儿的生理—心理发展 

1.胎儿神经生理和心理机能的发展：胎儿宫内发育分期；胎儿心理活动

的主要生理基础的形成和发育；胎儿心理机能的形成。 

2.胎儿生理—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 

3.胎儿期的心理卫生。 

（五）婴儿的心理发展 

1.婴儿的生理发展特点、动作发展。 

2.婴儿认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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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婴儿言语的发展。 

4.婴儿的气质。 

5.婴儿情绪、社会性的发展。 

（六）幼儿的心理发展 

1.幼儿的神经系统发展。 

2.幼儿的游戏。 

3.幼儿言语的发展。 

4.幼儿认知的发展：记忆发展；思维发展。 

5.幼儿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 

（七）小学儿童的心理发展 

1.小学儿童的学习：小学儿童学习特点及其作用；学习障碍的类型、表

现及产生原因。 

2.小学儿童思维的发展：小学儿童思维的发展特点；小学儿童思维基本

过程的发展；小学儿童概念、推理能力、思维品质的发展。 

3.小学儿童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小学儿童的自我意识；小学儿童的社

会性认知、人际关系。 

4.小学儿童品德的发展。 

（八）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1.青少年身心的发展：青少年生理的发展；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般特点。 

2.青少年思维的发展。 

3.青少年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特点。 

4.青少年面临的心理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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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年早期个体的心理发展 

1.成年早期的一般特征。 

2.成年早期的认知特点。 

3.成年早期自我的形成。 

4.成年早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稳固。 

5.成年早期的恋爱、婚姻及事业。 

（十）成年中期个体的心理发展 

1.成年中期的生理变化；发展任务。 

2.成年中期的认知发展：认知发展特点；中年人智力模式；智力活动的

性质的变化；影响中年人智力的主要因素。 

3.成年中期的人格发展。 

4.成年中期的生活：家庭生活；职业发展；心理适应。 

（十一）成年晚期个体的心理发展 

1.成年晚期的认知、情绪、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特点。 

2.成年晚期的心理卫生和长寿心理。 

三、医学心理学 

（一）绪  论 

1.医学心理学简史及其分支学科。 

2.生物医学模式。 

3.医学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趋势。 

4.医学心理学定义。 

5.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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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学心理学关于健康和疾病的观点。 

7.能使用新的医学模式认识健康与疾病。 

（二）医学心理学的主要理论 

1.医学心理学主要理论的产生和局限性。 

2.心理生物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3.精神分析的意识层次理论和人格理论的主要内容。 

4.行为主义的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内容。 

5.罗杰斯的自我论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倾向理论和主要内容。 

6.认知的主要特点。 

7.能够利用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来解释临床与心理相关的主要问题。 

（三）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 

1.心理发展的原则。 

2.心理发展的主要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行为

学理论）。 

3.儿童期、中年期、老年期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 

4.健康的概念。 

5.心理健康的概念和标准。 

6.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7.青年期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 

8.能用心理发展的观点来认识不同阶段个体的常见心理问题。 

（四）心理应激 

1.应激源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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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激与健康的关系。 

3.应激、应激源、应激反应和心身疾病的概念。 

4.应激的心理反应和生理反应。 

5.应激的心理中介机制。 

6.能应用应激的相关理论解释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五）心理评估 

1.临床心理评估的目的、条件和职业要求。 

2.临床心理评估的常用方法。 

3.心理测验的分类。 

4.常用的智力测验量表。 

5.比率智商和离差智商的差异。 

6.MMPI、16PF、洛夏墨迹等人格测验。 

7.临床心理评估、心理测验、信度和效度的概念。 

8.常模、信度、效度、难度与鉴别力、标准化等心理测验的基本特征。 

9.信度与效度的区别。 

10.SCL-90、EPQ的因子组成，各因子的含义。 

11.能利用 EPQ、SAS、SDS、SCL-90 量表，测评人格、焦虑、抑郁和心

理卫生状况。 

（六）心理干预 

1.心理治疗的分类。 

2.心理治疗的机制、基本过程和发展趋势。 

3.精神分析疗法、人本主义疗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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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森田疗法、系统家庭治疗、暗示和催眠治疗的基本理论方法。 

5.心理治疗的概念。 

6.行为疗法（系统脱敏疗法、生物反馈疗法）的基本理论和技术。 

7.认知疗法（艾理斯理性情绪疗法和贝克认知疗法）的基本理论和技术。 

8.放松技术。 

9.能应用精神分析、行为疗法、人本主义疗法和理性情绪疗法的理论和

方法为临床病人服务。 

（七）临床访谈 

1.临床访谈的基本过程。 

2.建立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3.倾听技术。 

4.参与技术。 

5.影响技术。 

6.把临床访谈的基本技巧运用到临床实践中。 

（八）医患关系 

1.医患关系的重要意义。 

2.协调医患关系的原则。 

3.医患关系模式及临床应用。 

4.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 

5.医患关系过程。 

6.应用医患关系与沟通技巧的基本理论，形成医患沟通的基本能力和技能。 

（九）病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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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人的角色特征。 

2.急性传染性疾病病人的心理与调适。 

3.慢性疾病的心理与调适。 

4.外科手术的心理与调适。 

5.临终病人的心理与调适。 

6.重症监护病人的心理与调适。 

7.病人和病人角色。 

8.病人的角色转变。 

9.病人的角色行为。 

10.病人的一般需要。 

11.病人的心理冲突。 

12.病人的心理特征。 

13.运用病人角色及病人心理特征的有关知识，分析病人的心理活动。 

（十）临床心身问题 

1.临床疾病导致的心理问题。 

2.心身疾病概念对临床疾病防治的意义。 

3.睡眠障碍。 

4.疼痛心理。 

5.心身疾病的概念。 

6.心身疾病的发病机制。 

7.心身疾病的诊断和判断原则。 

8.典型的心身疾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癌症、支气管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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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会用心身统一的医学观来解释心身疾病。 

（十一）健康心理问题 

1.异常心理的调适。 

2.异常心理的分类。 

3.性功能障碍。 

4.异常心理的概念及判断标准。 

5.焦虑障碍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 

6.抑郁障碍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 

7.人格障碍的分类及临床表现。 

8.进食障碍的常见类型及临床表现。 

9.学会常见心理障碍的知识去识别临床心理障碍。 

（十二）医学心理咨询 

1.心理咨询的模式。 

2.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关系。 

3.心理咨询的范围。 

4.心理咨询的概念。 

5.心理咨询的方式。 

6.心理咨询的原则。 

7.采用心理咨询的方式和方法帮助病人解决各种社会与心理应激问题。 

（十三）研究方法 

1.医学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过程。 

2.医学心理学的研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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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学心理学基础研究设计。 

4.医学心理学的临床研究设计。 

5.观察法的概念及其优缺点。 

6.调查法的类型和主要手段。 

7.实验法的基本条件。 

8.变量的种类。 

9.能运用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临床科研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