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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第 1~6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30 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个选项符合试题要求。 

1．以“内省法”作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心理学派是 
A．格式塔   B．人本主义   C．构造主义   D．行为主义 
【解析】C 
实验内省法，即在精确的实验条件下，准确地观察并描述经验到的心理状态。 
构造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验内省法；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验法；人本

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整体分析和个案研究；行为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验法。行为主义

反对内省，主张使用实验方法。（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7、8） 

2．通过搜集和分析某人过去和现在有关方面的资料，以推知其行为原因的方法是 
A．调查法   B．个案法   C．测验法   D．观察法 
【解析】B 
个案法是对某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进行深入、详尽的观察与研究，即搜集和分析某人过去

和现在有关方面的资料，以便发现影响某种行为和心理现象的原因的方法。 
调查法是就某一问题，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被调查者提问，通过对他回答的分析来了

解他的心理活动的方法；测验法是用一套预先经过标准化的问题（量表）来测量某种心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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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方法；观察法是在自然条件下，对表现心理现象的外部活动进行系统的观察，从中发现

心理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的方法。（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4、
5） 

3．有关大脑两半球功能单侧化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的言语活动中枢在 
A．杏仁核   B．边缘系统   C．大脑左半球  D．大脑右半球 
【解析】C 
大脑两半球的功能是不对称的，左半球主要负责言语、阅读、书写、数学运算、逻辑推

理等功能；右半球主要负责空间关系、情绪、艺术欣赏、舞蹈雕塑等功能。（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2） 
杏仁核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与情绪有密切联系；（普通心理学-修订版-彭聃龄 p59）边

缘系统是大脑内侧深处的边缘，包括扣带回、海马回、海马沟，以及其附近的大脑皮层，以

及丘脑、丘脑下部、中脑内侧被盖等，是一个统一的功能系统。（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

而基：知识精讲》p13） 

4．根据拉什利(K. S. Lashley)的脑功能“整体说”，学习活动的效率与大脑受损伤的面积及

部位之间的关系是 
A．与面积大小成反比，与部位无关   B．与面积大小成正比，与部位无关 
C．与面积大小成反比，与部位有关   D．与面积大小成正比，与部位有关 
【解析】A 
整体说最早由弗洛伦斯提出，他认为人的大脑是一个整体，要通过整体来发挥作用。弗

洛伦斯用局部损毁法，切除动物（鸡和鸽子）脑的一部分进行实验，以观察其对动物行为的

影响。结果发现，动物功能的丧失与切除皮层的部位无关，而与切除皮层的大小有关。20
世纪初拉什利进一步用损伤小白鼠大脑的办法，观察其对白鼠学习的影响，得出两条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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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势原理：大脑皮层的各个部位几乎以均等的程度对学习发生影响；②总体活动原理：学

习活动的效率与大脑受损伤的面积大小成反比，而与受损伤的部位无关。（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3） 

5．电风扇高速转动时，人们看到的不再是一扇一扇的叶片，而是一个整体的圆盘在旋转，

这种现象反映的是 
A．视觉掩蔽   B．视觉适应   C．运动后效   D．闪光融合 
【解析】D 
闪光融合是指明暗交替的光刺激，当交替的速度加快的时候，闪烁的光就变成了连续的

光。（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8）视觉掩蔽是在某种时间条件下，当一

个闪光出现在另一个闪光之后，这个闪光能影响到对前一个闪光的觉察；（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8）视觉适应是由于视觉刺激的持续作用而引起的感受性的变

化，可分为明适应和暗适应；（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7）运动后效是

在注视向一个方向的运动物体之后，如果将注视点转向静止的物体，会感觉它向相反方向运

动。例如注视完瀑布之后再看静止的田野，会觉得田野上的一切向上飞动。（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8） 

6．在汤里放 10 克盐，要使汤的咸味尝起来刚好有差异，需要增加 2 克盐。根据韦伯定律，

如果最初放 20 克盐，要使汤的咸味刚好有变化，则需要加盐 
A．2 克    B．4 克    C．6 克    D．8 克 
【解析】B 
韦伯发现，差别阈限随原来刺激强度的变化而变化，但差别阈限与原来刺激强度的比例

是一个常数。公式：K=ΔI/I，（K 是一个常数，Δ是差别阈限，I 是刺激强度）。韦伯定律只

适用于中等强度的刺激。（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5） 
根据题中给出的数据可知咸味的韦伯分数（K 值）为 0.2，那么最初放 20 克盐，要想刚

好感受到盐味变化，要改变的盐量为 4 克。 

7．“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体现了知觉的 
A．选择性   B．整体性   C．理解性   D．恒常性 
【解析】C 
知觉的理解性是在知觉事物的过程中，人们根据已知线索，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提出假

设，并进行检验，最后对知觉对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使它具有一定意义的特性。（文都比邻

《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3、34） 
选择性是指有选择地把少数事物当成知觉对象，而把其它事物当成知觉背景。例如两歧

图；整体性是知觉具有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把物体的各个部分和各种属性结合起来，知觉

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特性；恒常性是当物理刺激变化而知觉保持稳定的现象。（文都比邻

《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3、34） 
根据题干，看热闹和看门道的差异在于，对同一个知觉对象，具有不同知觉经验背景的

人对它的组织加工是不同的，由此产生的知觉经验也就会存在差异，这里强调经验的作用，

即理解性。 

8．把右图知觉为圆形时，遵循的知觉组织原则是 
A．闭合原则        B．连续原则 
C．相似原则        D．邻近原则 
【解析】A 
闭合原则是指人具有将图形刺激中的特征聚合成形，即使其间有断缺之处，也倾向于形

成一个连续的完整形状。（心理学导论-梁宁建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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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连续原则是具有良好连续的事物，容易组成图形；相似原则是视野中相似的成分容易

组成图形；邻近原则是空间上接近的部分，容易组成整体。（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33） 

9．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深度知觉单眼线索的是 
A．空气透视   B．结构梯度   C．运动视差   D．视轴辐合 
【解析】D 
视轴辐合是指双眼随距离的改变而将视轴汇聚到被注视的物体上，是双眼的机能。属于

肌肉线索。（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5）而深度知觉的单眼线索是用

一只眼睛就能感受的深度线索。主要包括如下六种：对象重叠（遮挡）、线条透视、空

气透视、相对高度、纹理梯度（结构级差）、运动视差与运动透视。其中空气透视是近处

物体清晰，远处物体模糊，人们根据这一线索推断物体的远近；结构梯度是指视野中物体在

网膜上的投影密度发生有层次的变化，远处对象密度大，近处对象密度小；运动视差是当观

察者与周围环境的物体相对运动时，近处的物体看上去移动得快，方向相反；远处的物体看

上去移动得慢，方向相同。（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5）人们知觉物体

的距离和深度，主要依赖双眼提供的线索，叫双眼视差。（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36） 

10．注视右图时，出现的小正方形时而凸起时而凹陷的现象称为 
A．注意起伏        B．注意转移    
C．注意分配        D．注意分散 
【解析】A 
注意起伏也叫注意的动摇，即注意在短暂时间内的起伏波动。这是由于感觉器官的局部

适应，使感受性交替且短暂地下降，以及机体生理变化的节律而引起的。（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2） 
注意转移是由于任务的变化，注意从一种对象转移到另一种对象上去的现象。与注意的

分散不同，注意的转移是主动的；注意分配是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指向于两个以上的对象，

同时从事几种不同的活动的现象；（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2）注意分

散是和注意稳定性相反的是注意的分散，或叫分心，即注意离开了心理活动所要指向的对象

而被无关的对象吸引去的现象。（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1） 

11．上课时，学生被突然飞进的小鸟吸引，这种心理现象是 
A．随意注意   B．不随意注意  C．随意前注意  D．随意后注意 
【解析】B 
根据意志努力的程度注意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不随意注意、随意注意和随意后注意。

不随意注意是事先没有目的，也不需要意志努力就能维持的注意。 
而随意注意是有预定目的，需要一定意志努力才能维持的注意；随意后注意是既有预定

的目的，又无需多大意志努力就能完成的注意。随意后注意一般是在随意注意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9） 

12．在人工概念形成过程中，有人每次采用一种假设，逐次进行检验，保留正确的假设，放

弃错误的假设，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根据布鲁纳的研究，这个人使用的策略是 
A．保守性聚焦  B．冒险性聚焦  C．同时性扫描  D．继时性扫描 
【解析】D 
继时性扫描是在已经形成的部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主试的反馈，一次只检验一种假设，

保留正确的假设，放弃错误的假设，最后做出正确结论的策略。 
保守性聚焦是把第一个肯定实例所包含的全部属性，都看作是未知概念的有关属性，以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官网：bilin.wendu.com 

后再一个个地改变这些属性来检验，哪些是肯定的，哪些是否定的属性的策略；冒险性聚焦

是把第一个肯定实例所包含的全部属性，都看作是未知概念的有关属性，以后每次都改变一

个以上的属性来进行检验的策略；同时性扫描是根据第一个肯定实例所包含的部分属性，形

成多个部分假设，然后对多个部分假设进行检验的策略。（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56） 

13．小张阅读《西游记》时，根据文字描述在脑中呈现出孙悟空形象，这是 
A．创造想象   B．再造想象   C．无意想象   D．幻想 
【解析】B 
再造想象是根据言语的描述或图样的示意，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看小说

时在头脑中出现的文学人物形象的过程就是一种再造想象。 
创造想象是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在头脑中独立地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作家在头脑

中构思文学人物形象的过程就是一种创造想象的过程；无意想象是没有预定的目的，在某种

刺激物作用下不由自主产生的想象，梦是无意想象极端的例子；幻想是指向未来，并与个人

愿望相联系的想象，它是个人对未来的憧憬。（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60） 

14．演讲采用的言语形式主要是 
A．书面言语   B．内部言语   C．对话言语   D．独白言语 
【解析】D 
独白言语是个人独自进行的，与叙述思想、情感相联系的，较长而连贯的言语。他表现

为演讲、讲课、报告等。 
书面言语是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或通过阅读接受别人语言影响的言语活动；内部言

语是用来支持人的思维活动正常进行的不出声的、自问自答的言语活动；对话言语是指两个

人或几个人直接交流时的言语活动，如聊天、讨论、辩论等。（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

基：知识精讲》p64） 

15．某患者发音器官正常，但说话困难，出现“电报式”言语，其病变可能发生在 
A．威尔尼克区  B．布洛卡区   C．潘菲尔德区  D．角回 
【解析】B 
布洛卡区受到损伤会产生运动性失语症，或叫表达性失语症。病人阅读、理解和书写不

受影响，发音器官虽正常但发音困难，不能正常说话。 
威尔尼克区受到损伤会产生接受性失语症，病人能听到别人说话的声音但不能理解语言

的意义，或者能重复别人说的话，但却错误地估计了词义，或者谈吐自由，说话很快，但话

语却没有意义；角回受到损伤会产生失读症，病人看到文字却不能认得，并使口头言语与书

面言语失去了相互转换的功能。病人能说话，能理解口语，但不能理解书面语言。（文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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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64、65） 

16．引起动机的外在条件是 
A．诱因    B．需要    C．兴趣    D．信念 
【解析】A 
动机的产生必须具有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的共同作用。引起动机的外在条件是能够满足

需要的事物，它们经常诱发动机，所以被称为诱因；引发动机的内在条件是需要，动机是在

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理学导论-梁宁建 p404） 

17．“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反映了人的需要具有 
A．整体性   B．选择性   C．层次性   D．动力性 
【解析】C 
需要是人脑对生理需要和社会要求的反映，是个体内部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需要

具有层次性，具有一定的结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43 年提出，认为人的需要从低到

高划分为 5 个层次，在 1954 补充到 7 个层次。需要层次按由低到高不同层级排列，人的需

要开始于基本需要，逐渐满足后达到最高层次，即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80） 

18．小徐骑车经过路口，突然窜出一个小孩，他急忙刹车。停车后，心怦怦乱跳，并出了一

身冷汗，这时他才感到“太可怕了”。这种现象所支持的情绪理论是 
A．詹姆斯-兰格理论      B．坎农-巴德理论 
C．阿诺德“评定-兴奋”理论    D．沙赫特“认知-评价”理论 
【解析】A 
詹姆斯-兰格的情绪外周理论：该理论认为情绪是植物神经系统活动的产物。詹姆斯认

为，情绪是对身体变化的觉知，人们由于哭泣而悲伤，由于打斗而愤怒。兰格认为情绪是内

脏活动的结果；两人基本观点相同，都认为情绪是对身体生理变化的知觉，直接由生理变化

引起。 
坎农-巴德的情绪丘脑理论：该理论认为，情绪的中心不在植物性神经，而在中枢神经

系统的丘脑。外界刺激所引起的神经冲动传至丘脑，丘脑再把神经冲动向上传至大脑产生体

验，同时又传至交感神经，引起躯体的生理变化。因此情绪体验和生理变化是同时产生的； 
阿诺德的“评价-兴奋”理论：外界刺激引起的神经冲动传至丘脑，再送到大脑皮层，

在此对刺激情景进行评估，形成态度，这种态度通过外导神经将皮层的冲动传至丘脑的交感

神经，引起内脏系统的变化，产生情绪体验。外界刺激在大脑皮层上受到评估，使认识经验

转化为被感受到的情绪； 
沙赫特的认知情绪理论：情绪唤醒实验表明，对于特定的情绪来说，有两个必不可少的

因素：个体必须体验到高度的生理唤醒，个体必须对生理状态的变化进行认知性的唤醒。因

而，情绪变化是由环境刺激、生理状态，以及认知因素（对过去经验的回忆和对当前情景的

评估）共同引起的。而其中认知因素又起了决定的作用； 
拉扎勒斯的认知-评价理论：情绪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个体对环境事件知觉

到有害或有益的反应，因此在情绪活动中，人们需要不断评价刺激事件与自身的关系，具体

有三个层次的评价，即初评价、次评价和再评价。（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

讲》p72） 

19．当获悉中国取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时，人们欣喜若狂。此时的情绪状态是 
A．心境    B．激情    C．应激    D．热情 
【解析】B 
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爆发性的、持续时间较短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通常是由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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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引起的，往往伴随着明显的生理变化和外部行为表现。 
心境是指人比较平静而持久的情绪状态。心境具有弥漫性，它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特定

体验，而是以同样的态度体验对待一切事物； 
应激是指人对某种意外的环境刺激所作出的适应性反应，此时人的身心处于高度紧张性

的状态，就是应激状态。（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70、71） 
热情是情感状态，是个体对某人、某事、某物等肯定的、强烈的、稳固而又深厚的主观

体验。 

20．普拉切克认为情绪的三个维度是 
A．愉快一不愉快、紧张一松弛、激动一平静 
B．愉快一不愉快、注意一拒绝、激活水平 
C．强度、相似性、两极性 
D．愉快度、紧张度、确信度 
【解析】C 
普拉切克认为情绪的三个维度是：强度、相似性、两极性。 
冯特为情绪的维度理论奠定基础，认为情绪由三个维度构成：愉快-不愉快、紧张-松弛、

激动-平静；施洛伯格根据面部表情研究提出情绪的三个维度：愉快-不愉快、注意-拒绝、激

活水平；伊扎德提出了情绪的四维理论，认为情绪有愉快度、紧张度、激动度和确信度四个

维度。（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73） 

21．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成分的是 
A．逻辑一数学智力 B．空间智力   C．社交智力   D．情绪智力 
【解析】D 
加德纳提出了智力的多元理论，他认为智力的内涵是多元的，它由 8 种相对独立的智力

成分构成，分别为言语智力、逻辑-数学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运动智力、人际智力、

自知智力、自然智力。（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87） 
而情绪智力由梅耶和萨洛维提出，是指“精确的知觉、评估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利用情

感促进思维的能力；理解情感和情绪知识的能力；调节情绪、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89） 

22．“大五”人格结构模型中的五个因素是外倾性、开放性、情绪稳定性、宜人性和 
A．习俗性   B．自制性   C．责任心   D．特异性 
【解析】C 
塔佩斯等运用词汇学的方法对卡特尔的特质变量进行了再分析，发现了五个相对稳定的

因素。后许多学者进一步验证了“五种特质”的模型，形成了著名的大五因素模型。这五因

素是开放性、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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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p94） 

23．根据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具有强、平衡、不灵活特点的神经类型对应的气

质类型是 
A．胆汁质   B．多血质   C．黏液质   D．抑郁质 
【解析】C 
巴甫洛夫根据神经活动过程的基本特性，即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强度、平衡性和灵活

性，划分了四种基本的神经活动类型。不同高级神经活动过程对应不同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

和气质类型： 
①强、不平衡的特性对应冲动型，属于胆汁质； 
②强、平衡、灵活的特性对应活泼型，属于多血质； 
③强、平衡、不灵活型的特性对应安静型，属于黏液质； 
④弱特性对应抑制型，属于抑郁质。（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98） 

24．人格的核心成分是 
A．气质    B．能力    C．性格    D．意志 
【解析】C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

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人格由许多成分构成，其中主要的有气质、性格、认知风格

等。性格是指与社会道德评价相联系的人格特质，表现为个人的品行道德和行为风格，受价

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是个人有关社会规范、伦理道德方面的各种习性的总称。（文

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92）性格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是人

的最核心的人格差异。（普通心理学-修订版-彭聃龄 p442） 

25．艾里康宁和达维多夫划分儿童年龄阶段的标准是 
A．生理发育   B．智力发展   C．个性特征   D．活动特点 
【解析】D 
比较典型的划分年龄阶段的标准有以下几种： 
（1）生理发展：伯曼（L. Berman）以内分泌腺为分期标准； 
（2）智力发展：皮亚杰（J. Piaget）以思维发展为分期标准； 
（3）个性发展：艾里克森（E. H. Erikson）以人格发展为分期标准； 
（4）活动特点：艾利康宁（苏）和达维多夫（苏）以心理发展为分期标准。（文都比邻

《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05） 

26．根据艾里克森的理论，儿童逐渐从异性同伴中找到替代自己异性父母的对象，使恋父或

恋母情结得到解决的原因是 
A．个体成熟        B．在游戏中获得自我教育 
C．父母和其他成人的教育     D．大众媒体的影响 
【解析】B 
埃里克森提出了人的八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为学前期，从 4-7 岁。弗洛伊德认为这个

阶段是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时期。本阶段也称为游戏期，游戏执行着自我的功能，在解决各

种矛盾中体现出自我治疗和自我教育的作用。（发展心理学-林崇德 p39） 

27．一个婴儿既寻求与母亲接触，又拒绝母亲的爱抚，其依恋类型是 
A．安全型   B．回避型   C．反抗型   D．迟缓型 
【解析】C 
安全型：这类婴儿与母亲在一起时，能安逸地玩弄玩具，并不总是依偎在母亲身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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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偶尔需要靠近或接触母亲，更多的是用眼睛看母亲、对母亲微笑或与母亲有距离地交谈； 
回避型：这类婴儿对母亲在不在场都无所谓，对母亲没有依恋； 
反抗型：又称矛盾性依恋，这类婴儿对母亲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既寻求又反抗与母亲

的接触。其中，安全性依恋为良好、积极的依恋，而回避型和反抗型依恋又称为不安全性依

恋，是消极、不良。（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29） 
迟缓型属于婴儿气质类型中的一种，不属于依恋类型。（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128） 

28．对儿童脑电变化的研究表明，大脑各区域成熟的顺序为 
A．枕叶一颞叶一顶叶一额叶    B．颞叶一枕叶一顶叶一额叶 
C．顶叶一颞叶一枕叶一额叶    D．额叶一颞叶一顶叶一枕叶 
【解析】A 
5 个月时是婴儿脑电活动发展的重要阶段，12–36 个月，脑电活动逐渐成熟，成熟顺序

依次为枕叶、颞叶、顶叶、额叶。（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25） 

29．儿童能够自发运用记忆策略，对羊与牛、作业本与教科书、苹果与草莓的图片进行分类

记忆的年龄是 
A．4～5 岁   B．6～7 岁   C．8～9 岁   D．10～11 岁 
【解析】D 
弗拉维尔等人在 1969 年以 5-11 岁儿童为被试，以一组图片为材料研究儿童使用归类策

略的情况。结果发现儿童 5 岁以前没有策略，5-7 岁处于过渡期，10 岁以后记忆策略逐步稳

定发展起来。（发展心理学-林崇德 p203、204） 

30．在成人中期，一般不随年龄增长而衰退的能力是 
A．逻辑推理   B．知觉速度   C．图形识别   D．机械记忆 
【解析】A 
众多的成人智力发展研究表明：中年人的智力发展模式是晶体智力继续上升，流体智力

缓慢下降；智力技能保持相对稳定，实用智力不断增长。晶体能力是指通过掌握社会文化经

验而获得的智力，如词汇、言语理解、尝试等以记忆储存的信息为基础的能力；流体智力是

以神经生理为基础，随神经系统的成熟而提高，相对地不受教育与文化的影响的能力，如知

觉速度、机械记忆、识别图形关系等。在成年阶段，流体智力缓慢下降，而晶体智力则保持

相对的稳定。（发展心理学-林崇德 p411）逻辑推理属于流体智力，但作为智力技能，逻辑推

理在中年期保持相对稳定。 

31．教育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是 
A．1877 年卡普杰列夫的《教育心理学》  B．1886 年霍普金斯的《教育心理学》 
C．1899 年詹姆斯的《对教师的谈话》  D．1903 年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 
【解析】D 
1903 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问世，这是西方第一本以“教育心理

学”命名的专著。1913–1914 年，他又把此书发展成为《教育心理学大纲》三卷本，分别

为：①人类的本性；②学习心理；③个别差异及其原因。这一著作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的

基础。桑代克创建了教育心理学的完整体系，从而使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1877 年，教育学和心理学家卡普捷列夫出版了俄国第一本《教育心理学》，这是第一本

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书籍。（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64） 
1886 年霍普金斯的《教育心理学》和 1889 年詹姆斯的《对教师的对话》是美国教育心

理学发展历史上的早期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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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奥苏伯尔认为，影响知识学习的三个主要认知结构变量有稳定性和 
A．可利用性、清晰性 B．可利用性、灵活性 C．可辨别性、清晰性 D．可辨别性、可

利用性 
【解析】D 
根据奥苏伯尔的观点，影响知识学习的关键要素是个体先前的认知结构。 
①可利用性：原有认知结构中是否具备可用来同化新知识的适当观念是影响知识学习的

首要变量； 
②可辨别性（可分离性）：个体能否辨别原有认知结构中的适当观念与新知识之间的异

同，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变量； 
③稳定性（清晰性）：原有认知结构中的适当观念的巩固性，也是影响知识学习的重要

因素。 

33．蕴涵“身教重于言教”思想的学习理论是 
A．社会学习理论  B．人本学习理论  C．认知学习理论  D．联结学习理论 
【解析】A 
班杜拉（A. Bandura）认为人的行为变化不只是由内在因素决定，也不只是由外在因素

决定，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从人的社会性角度研究学习问题，

强调观察学习。（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13）人本学习理论强调的是

师生互动关系和个体情感体验的价值，认知学习理论重视的是个体认知结构和知识掌握的价

值，联结学习理论强调的则是行为习惯的养成，不重视榜样的作用。 

34．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的 
A．抽象性和结构性 B．情境性和结构性 C．抽象性和非结构性 D．情境性和非结

构性 
【解析】D 
建构主义认为，情境总是具体的、千变万化的，抽象概念和规则的学习无法灵活适应具

体情境的变化，因而学生常常难以灵活应用在学校中获得的知识来解决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

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不可能脱离活动情境而抽象地存在的，

学习应该与情境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178） 

35．内控型学生通常将个人成败的原因归结为 
A．能力高低   B．努力程度   C．运气好坏   D．任务难度 
【解析】B 
罗特认为人的想法调节人的行为，增加行为频率的并不是奖励，而是对于什么事情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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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奖励的想法。罗特把个体对于强化的偶然性程度所形成的普遍信念称为控制点：内控强调

结果由个体的自身行为造成或由个体的稳定的个性特征决定；外控强调事情是由个体之外的

因素导致的。（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78、79） 

36．提出学习迁移概括化理论的心理学家是 
A．贾德    B．苛勒    C．伍德沃斯   D．鲁宾斯坦 
【解析】A 
概括化理论：贾德认为产生迁移的关键是概括化的原理和经验，对原理了解概括得越好，

对新情境的适应性就越强，迁移就越好。（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91） 
关系理论：格式塔心理学，认为迁移的实质是对事物间关系的理解，强调行为和经验的

整体性；迁移能否发生取决于能否理解各要素间的整体关系。（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

基：知识精讲》p191）苛勒认为，个体越能发现事物间的关系，则越能加以概括、推广，迁

移越普遍。（教育心理学-冯忠良 p280） 
共同要素说：桑代克认为只有当两种情境中具有相同的要素时才能产生迁移，而且相同

的元素越多，迁移越大。（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91）这种理论是建

立在桑代克和伍德沃斯在 1901 年从事的意向实验研究基础上的。（教育心理学-陈琦 p287） 
分析—概括理论：迁移发生的内在机制是对两课题的分析和概括，鲁宾斯坦认为概括是

迁移的基础，要迁移得以实现，必须首先把两课题相互联系起来，使之包括在一个统一的分

析和综合过程中。（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91） 

37．在一个 2×2 的完全随机设计中，若每种处理使用 6 名被试，整个实验设计需使用的被

试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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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B．12    C．18    D．24 
【解析】D 
完全随机设计是指每一个被试以随机安排的方式参与一种实验处理。本题设计中包括两

个因素，每个因素有两个水平，一共有 4 种处理。每种处理需要 6 名被试，所以整个实验设

计需要 24 名被试。 

38．库柏(L. A. Cooper)和谢帕德(R. N. Shepard)在“心理旋转”实验中发现，每种反应都包

括最基本的选择反应时即基线反应时，反映基线反应时的刺激旋转角度是 
A．0°    B．90°    C．180°   D．270° 
【解析】A 
库柏和谢帕德采用不同旋转角度的刺激让被试来判断它们是否与靶刺激相同，然后根据

被试所需要的判断时间长短来考查表象这一心理过程的规律。在呈现刺激时，0°刺激与靶

刺激的方位完全相同时，反应时最短，这是被试的基线反应时。（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

而基：知识精讲》p222） 

39．加工水平效应的研究表明：最初知觉的加工水平越深，对经验的记忆越好。若要求被试

对同一组汉字进行汉字结构判断或汉字词性判断，然后对这些汉字进行再认测验，根据

上述研究结论，汉字结构判断后的再认成绩与汉字词性判断后的再认成绩之间的关系可

能是 
A．前者高于后者  B．前者低于后者  C．没有差异   D．无法判断 
【解析】B 
加工水平效应是根据加工深度不同来区别不同记忆成绩。词性的判断涉及到语义的判断，

比汉字结构判断加工要深入，汉字词性判断记忆成绩更好。 

40．一项实验拟考查图片材料是否比文字材料更容易识记，则材料是 
A．自变量   B．因变量   C．控制变量   D．无关变量 
【解析】A 
自变量是指实验者所操纵的，对被试反应产生影响的变量又叫刺激变量、独立变量；而

因变量是因为操作自变量而引起的被试的某种特定反应，又称反应变量、依从变量；控制变

量又叫额外变量，是与实验目的无关，但能对被试反应有一定影响的变量。评价一项实验设

计的好坏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看研究者能否成功地控制那些额外变量。（文都比邻《心理学

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08） 
本题中，图片材料和文字材料是要加以操作和控制的变量，因此是自变量。本题中因变

量是实际成绩。故选 A。 

41．通过双盲法来控制额外变量的方法属于 
A．匹配法   B．平衡法   C．排除法   D．恒定法 
【解析】C 
消除法：把额外变量直接排除，如声光实验的隔音室，暗室，双盲控制法。 
等组匹配法：根据被试的某些方面的特征或行为表现，将被试人为地划分为具有相同特

质的若干组，使被试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同质。 
抵消平衡法：有些额外变量不能消除也不能恒定，比如顺序误差、空间误差、习惯误差、

疲劳效应和练习效应。可以采取 ABBA 法和拉丁方设计。 
恒定法：额外变量无法消除或很难消除时，让它保持相对恒定，如实验仪器，物理条件。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09） 

42．在感觉阈限测定中，标准刺激由主试呈现，随后由被试调整比较刺激，使其与标准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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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这种方法是 
A．恒定刺激法  B．平均差误法  C．最小变化法  D．系列探索法 
【解析】B 
平均差误法又叫调整法、再造法、均等法，其基本程序是主试呈现一个标准刺激，被试

再造、复制或调节一个比较刺激，使它与标准刺激相等。在测定绝对阈限时，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标准刺激，但可以假设标准刺激为零，即由被试将比较刺激与“零”相比较。（文都比

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26、227） 
恒定刺激法又叫正误法、次数法，是以相同的次数呈现少数几个恒定的刺激，通过被试

觉察到每个刺激的次数来确定阈限。（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27） 
极限法也叫最小变化法，序列探索法、最小可觉差法。将刺激按递增或递减系列的方式，

以间隔相等的小步变化，寻求从一种反应到另一种反应的转折点，即阈限的位置。（文都比

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25） 

43．在信号检测实验中，如果击中率的纵轴值为 0.11，虚报率的纵轴值为 0.33，则该实验中

的 β值为 
A．−0.22   B．0.22    C．0.33    D．3.00 
【解析】C 
在信号检测论实验中，被试的反应倾向性是通过或然比（likelihood ratio）来反映的，

通常用 β来表示。计算方法：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31） 

44．在知觉实验中，常用动景盘来研究 
A．真动知觉   B．诱导运动   C．自主运动   D．似动现象 
【解析】D 
似动知觉是在静止的物体间看到了运动，或在非连续位移上看到了连续位移。普拉提制

作了第一个动景盘，即一个圆盘上刻画了连续舞蹈动作的分解图。转动过快时会出现多余动

作，转动过慢时，只看得到图案。在时间间隔和空间间距刚刚好时，可以看到连续的舞蹈动

作。 
诱发运动：如浮云边上的月亮在动；自主运动：如晚上你点一根蜡烛，一直盯着看，你

会觉得它动了。（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39） 
动景盘：演示似动现象的常用工具，普拉提制造了第一个动景盘。（文都比邻《心理学

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58） 

45．斯腾伯格(S. Sternberg)揭示短时记忆信息提取方式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 
A．加法反应时法  B．减法反应时法  C．简单反应时法  D．选择反应时法 
【解析】A 
加法反应时技术的应用：“短时记忆信息提取实验”——斯腾伯格，根据反应时的变化，

确定了对提取过程有独立作用的四个因素： 
（1）测试项目的质量（刺激编码阶段） 
（2）识记项目的数量（顺序比较阶段） 
（3）反应类型（决策阶段，二择一决策：肯定<否定） 
（4）每个反应类型的相对频率（反应组织阶段）。（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

识精讲》p223） 

46．在 2×3 的实验设计中，研究的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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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个    B．3 个    C．5 个    D．6 个 
【解析】A 
2×3 代表该实验设计中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有两个水平，第二个因素有三个水平，

该实验共有 6 种实验处理。 

47．研究情绪动态发展变化过程中情绪与其他心理变量之间关系的常用方法是 
A．形容词检表法  B．时间抽样法  C．情绪诱导法  D．刺激反应法 
【解析】B 
情绪的测研究通常有两种方法：被试主观印象的报告和主试对被试外部变化的观察。具

体的研究方法有：刺激—反应法（小艾尔伯特）、情绪诱导法（通过不同手段直接操纵情绪）

和时间抽样技术（如日记抽样法等）。 
时间抽样技术：布兰德斯泰特（Brandstatter）设计，以日记形式研究情绪的一种动态测

量方法，又称为时间抽样日记。可以长时间跟踪情绪体验的变化过程，常用来研究在情绪的

动态发展变化过程中，情绪与其他心理变量间的关系。 
形容词检表：基于普拉切克情绪三维模型编制，是选用一系列描述情绪的形容词，如镇

静的、神经质、害怕的、忧郁的等等并列为检表。被试通过内省，从检表中选出符合自身当

时情绪状态的词汇用来确认自身的情绪体验。（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250、251、252） 

48．在心理学实验中，要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是影响实验效果的因素之一。反映要

求特征的典型例子是 
A．Stroop 效应  B．练习效应   C．霍桑效应   D．序列效应 
【解析】C 
被试方面—要求特征：实验中，被试会自发地对实验者的实验目的产生一个假设或猜想，

然后再以一种自以为能满足这一假想的实验目的的方式进行反应，称为要求特征。典型的要

求特征有霍桑效应、安慰剂效应、约翰·亨利效应等。（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

识精讲》p209） 

49．系列位置效应常被看做是支持短时存储不同于长时存储的有效证据，可通过对单词等的

自由回忆测验获得。如果改变单词频率、单词呈现速度、单词系列长度，对系列位置效

应最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是 
A．对渐近线和近因效应有显著影响，但不影响首因效应 
B．对首因效应和渐近线有显著影响，但不影响近因效应 
C．对首因效应有显著影响，但不影响渐近线和近因效应 
D．对近因效应有显著影响，但不影响首因效应和渐近线 
【解析】B 
材料在系列里所处的位置对记忆效果的影响叫系列位置效应，它表现为系列末尾的材料

记忆的效果最好（称为近因效应），其次是前边呈现的材料（称为首因效应），中间的材料记

忆的效果最差。（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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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两种记忆说的学者认为，曲线的起始部分和中间部分反映长时记忆，曲线的末尾反映

短时记忆。心理学家通过功能双重分离的方法证明了这种学说。其中双重分离指：一些自变

量可以改变长时记忆（首因效应和渐近线），但不会影响短时记忆（近因效应）。如单词呈现

的速度、频率、系列长度等；一些便利可以改变短时记忆，但不会影响长时记忆。如干扰活

动，在系列单词呈现后进行延缓回忆，为防止复述进行干扰，这样可以干扰短时记忆，但不

影响长时记忆。（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勘误 p13） 

50．在学年开始时，实验者测试了所有儿童的智商，然后从每班随机抽取几名儿童，告诉他

们的班主任这些儿童“智力超常”。学年结束时，再对所有儿童进行同样的测试，发现

“智力超常”儿童智商分数提高的幅度明显超过其他儿童。这种现象称为 
A．罗森塔尔效应  B．安慰剂效应  C．反应定势   D．肯定偏向 
【解析】A 
主试在实验中可能以某种方式（如表情、手势、语气等）有意无意地影响被试，使他们

的反应符合实验者的期望。这种现象称为实验者效应，也叫做期待效应、罗森塔尔效应、皮

革马利翁效应、毕马龙效应。 
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又名伪药效应、假药效应、代设剂效应。病人虽然接受

的是无效治疗，但却“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09） 
反应偏差有两类，一类是反应定势，一类是反应形态（又称反应风格）。最常见的反应

定势就是社会赞许倾向。反应形态主要表现为默认倾向（只做肯定回答或只做否定回答）和

由于错误记忆和模糊记忆产生的潜在“合理化”加工。（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

识精讲》p359） 

51．世界上第一个智力量表是 
A．比纳一西蒙智力量表     B．斯坦福一比纳智力量表 
C．韦克斯勒智力量表      D．瑞文推理测验 
【解析】A 
比内和西蒙出于诊断异常儿童的需要而编制并不断修订的智力量表，是世界上第一个智

力测验，1905 年第一版。（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54） 
斯坦福—比内量表：戈达德第一次将比内—西蒙量表介绍到美国，以斯坦福大学推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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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修订最负盛名，第一版 1916 年版；韦氏智力量表基于能力的结构理论，分为韦氏成人

智力量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和韦氏幼儿智力量表；瑞文测验分为三个水平，瑞文标准推理

测验 1938 年编制，瑞文彩图推理测验 1947 年编制，瑞文高级推理测验 1941 年编制。（文都

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55、356） 

52．根据样本数据推断总体时，如果虚无假设正确，但被拒绝。这类错误被称为 
A．α型错误        B．β型错误 
C．H0型错误        D．H1型错误 
【解析】A 
H0 是直接被检验的假设，又称虚无假设、无差假设、零假设或原假设。当 H0 正确时，

我们拒绝了 H0时所犯的错误，也叫 α 错误、弃真错误，其概率为 α：指研究者得出了处理

有效应的结论，而实际上并没有效果，即所谓的“无中生有”。 
H1是希望得到证实的假设，又称备择假设、研究假设、科学假设或对立假设当 H1 正确

（H0 错误）时，我们拒绝了 H1（接受 H0）时所犯的错误，也叫 β错误、取伪错误，其概率

为 β；假设检验未能侦查到实际存在的处理效应，即所谓的“失之交臂”。（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89、290） 

53．真分数模型 X = T + E 中，E 表示的是 
A．系统误差   B．随机误差   C．抽样误差   D．标准误差 
【解析】B 
真分数模型即 X = T + E。经典测量理论假设：观察分数与真分数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

并且只相差一个随机误差。X 表示观察分数，即实测分数，T 表示真分数，反映被试某种心

理特质真正水平的数值，操作定义是无数次测量的平均值。E 表示误差分数（随机误差），

即观察分数和真分数之间的差距。（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25） 
系统误差是那种由与测量目的无关的变因引起的一种恒定而有规律的效应。随机误差是

那种由与测量目的无关的偶然的因素引起的不易控制的误差。（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

基：知识精讲》p324） 

54．某考生在一项测验中得分 60，经换算百分等级为 70，这表明在所有考生中，得分低于

该考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A．30％    B．40％    C．60％    D．70％ 
【解析】D 
百分等级是低于某测验分数的人数百分比。百分等级为 70 即表示低于该测验分数的人

数百分比为 70%。（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73） 

55．用于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统计图是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官网：bilin.wendu.com 

A．直方图   B．线形图   C．条形图   D．散点图 
【解析】D 
散点图：用圆点多少和分布疏密来表示两个变量的相关程度。 
直方图是次数分布图的一种，以矩形面积表示连续性随机变量次数分布的图形，又称等

距直方图，没画矩形时的直方图叫组织图。 
线形图（折线图、曲线图）：更多用于表示连续数据，可以用于：（1）表示两个变量之

间的函数关系；（2）描述某种现象在时间上的发展趋势；（3）描述一种现象随另一种现象变

化的情况。 
条形图：主要用于表示离散型数据，用直条长短表示数量的大小。（文都比邻《心理学

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65） 

56．根据默瑞需要理论编制的人格测验是 
A．卡特尔 16 人格因素问卷(16PF)   B．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C．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  D．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EPPS) 
【解析】D 
爱德华以默瑞的十五种人类需要理论为基础采用逻辑分析法编制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 
卡特尔根据他的人格理论，对根源特质采用因素分析法编制。 
艾森克夫妇根据艾森克人格三维度理论采用因素分析法编制。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由哈撒韦，麦金利根据经验法编制。（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

高而基：知识精讲》p360、361） 

57．将测验对等分半后，两半测验得分的相关系数为 0.60，校正后该测验的分半信度是 
A．0.70    B．0.75    C．0.80    D．0.85 
【解析】B 
分半信度指将一个测验分成对等的两半后，所有被试在这两半测验上所得分数的一致性

程度。估计跨两个分半测验间的一致性。本题已知两半测验分数间的相关系数，可用斯皮尔

曼-布朗公式求解。rxx=2rhh/（1+rhh），rxx为整个测验的信度值，rhh为两半分数间的相关系数。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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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将 Z 分数转换成 T 分数时，需要进行 
A．正态化转换  B．非正态化转换  C．线性转换   D．非线性转换 
【解析】C 
小数和负数的存在使线性的和正态化的标准分数在计算和解释上有些不适，为此，要将

标准分数作线性变换。一般的转化形式为：y＝m+k（Z）。T 分数，T＝50+10（Z）是标准分

数的变式，是一种常见的线性变换。 
非线性转换用于当两个原始分布形态不相同，进行非线性转换，将原始分数都转换成正

态分布。（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48） 

59．主题统觉测验属于 
A．成就测验   B．自陈测验   C．情景测验   D．投射测验 
【解析】D 
主题统觉测验通过呈现图片让受测者自由联想编造故事，属于投射测验，常见的投射测

验还有罗夏克墨迹测验、句子完成测验、绘画测验和逆境对话等。 
按方法分：自陈测验（问卷法）、投射测验、情景测验； 
按功能分：智力测验、成就测验、人格测验、特殊能力测验。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63、320） 

60．等距量表的特点是 
A．无绝对零点，无相同单位    B．无绝对零点，有相同单位 
C．有绝对零点，无相同单位    D．有绝对零点，有相同单位 
【解析】B 
等距量表有相等单位，但是没有绝对的零点，可以进行加减运算，不能进行乘除运算。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19） 
史蒂文斯将量表从低级到高级分为 4 种水平：称名量表、顺序量表、等距量表、比率量

表。可列表格对其作用、绝对零点、相同单位、运算等方面进行比较记忆。 

61．某次测验的标准误为 2，被试甲在此测验中得分为 80，则其真实水平 99％的置信区间

为 
A．[74.24，85.76]  B．[74.84，85.16]  C．[76.64，83.36]  D．[76.04，83.96] 
【解析】B 
本题旨在考察参数估计中区间估计的应用。 
根据公式， 
 
真实水平的置信区间应为（80-2.58×2，80+2.58×2）。（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288） 

62．已知某次学业成就测验的平均分数是 80，标准差为 4。如果某考生得分为 92，则该分

数转换为标准分后是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文都比邻运营
文都比邻logo横着



官网：bilin.wendu.com 

A．1    B．2    C．3    D．4 
【解析】C 
根据标准分数的基本计算公式， 将题干中数据代入公式，可得出标准分 Z

为 3。（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 基：知识精讲》p273） 

63．在标准正态分布曲线下，正、负 1 个标准差范围内的面积占曲线下总面积的 
A．25.00％   B．34.13％   C．50.00％   D．68.26％ 
【解析】D 
正态分布曲线下，标准差和面积有一定数量关系。±1 个标准差包含总面积 68.26%，

±1.96 个标准差包含总面积的 95%，±2.58 个标准差包含总面积的 99%。（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81） 

64．现有一列数据，它们是 4，4，5，3，5，5，2。这列数据的平均数、众数和全距依次是 
A．4，4，2   B．4，5，3   C．5，4，4   D．5，5，1 
【解析】B 
本题旨在考察描述统计集中量数的基本计算。平均数即数据总和除以数据个数。众数是

在次数分布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数的数值。全距即最大数和最小数之间的差距。（文都比

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67、268、270） 

65．以学习成绩为效标，得到某一智力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为 0.80。将此测验用于预测时，

其测验结果可解释学习成绩变异的 
A．16％    B．20％    C．64％    D．80％ 
【解析】C 
效标关联效度是一种实证效度。本题中表示学习成绩与智力测验的相关系数 r。在线性

回归章节中的决定系数 r²即相关系数的平方，解释两个变量共变的比例。本题中 r²=0.8²，
即测验结果可解释学习成绩变异的 64%。（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31、
310） 

二、多项选择题：66～7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至少

有两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多选、少选均不得分。 

66．强调注意选择过程发生在信息加工某个特定阶段的理论有 
A．过滤器理论  B．衰减理论   C．后期选择理论  D．认知资源理论 
【解析】ABC 
注意选择的认知理论有过滤器理论、衰减理论、后期选择理论和多阶段选择理论；注意

分配的认知理论有认知资源理论和双加工理论。过滤器理论认为神经系统加工信息的容量是

有限度的，信息进入神经系统时要先经过一个过滤机制，它只允许一部分信息通过并接受进

一步的加工。其他信息被阻止而消失了。过滤器的工作方式是全或无的。该理论又叫瓶颈理

论或单通道理论。衰减理论认为信息通过过滤器装置时，不被注意或非追随的信息只是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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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减弱而不是完全消失了。不同刺激的激活阈限是不同的，对人有重要意义的信息的激活

阈限低，容易被激活。例如自己的名字、警报信号等，当他们出现在非追随的通道时，容易

被人们所接受。后期选择理论认为在进入过滤或衰减装置之前，所有输入的信息都已受到充

分分析，然后才进入过滤或衰减装置的。因而对信息的选择发生在加工后期的反应阶段。这

种理论又叫完善加工理论、反应选择理论或记忆选择理论。认知资源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理解注意的，即注意是如何协调不同的认知任务或认知活动的，不同认知活动对注意提出

的要求是不同的。把注意看做是一组对刺激进行归类和识别的认知资源或认知能力，而这种

资源又是有限的。刺激或加工任务越复杂，占用的资源就越多，当认知资源用完时，新的刺

激就得不到加工了。输入刺激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占用资源，而是在认知系统里有一个机制负

责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把认知资源分配到重要的刺激上。（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22、23） 

67．奥尔波特的特质理论将人格特质分为共同特质和个人特质，其中个人特质包括 
A．中心特质   B．首要特质   C．根源特质   D．次要特质 
【解析】ABD 
奥尔波特把人格特质分为两类：共同特质和个人特质。个人特质按其在生活中的作用又

可分为三种：首要特质、中心特质和次要特质。（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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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耶克斯一多德森定律表明，各种活动都具有最佳动机水平，而且动机最佳水平随任务难

度的不同而有差异，具体表现为 
A．在低难度任务中，处于较高动机水平的工作效率最高 
B．在中等难度任务中，处于中等动机水平的工作效率最高 
C．在高难度任务中，处于较低动机水平的工作效率最高 
D．在高难度任务中，动机水平的高低与工作效率无关 
【解析】ABC 
动机和行为效率之间的关系呈倒 U 形的曲线，这就是耶克斯-道德森定律。动机强度与

行为效率之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中等强度的动机最有利于任务的完成；动机的最佳水平

随任务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在比较容易的任务中，行为效率随动机的提高而上升，随着任务

难度的增加，动机最佳水平有逐渐下降趋势。（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77） 

69．问题解决过程中常用的启发式策略有 
A．手段一目的分析 B．爬山法   C．算法    D．逆向搜索 
【解析】ABD 
首先，问题解决的策略包括算法策略和启发式策略两类： 
1.算法策略是把所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一一加以尝试，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答案的策

略。 
2.启发式策略是运用已有的经验，在问题空间内只做少量的搜索就能达到问题解决的策

略。它又包括： 
（1）手段—目的分析：把需要达到的问题的目标状态分成若干子目标，通过实现一系

列的子目标最终达到总目标的策略。 
（2）逆向搜索：从问题的目标状态开始搜索，直至找到通往初始状态的通路或方法。 
（3）爬山法：采用一定的方法，逐步降低初始状态和目标状态的距离，以达到问题解

决的一种方法。 
（4）选择性搜索：选择性搜索是在解决问题时，根据已知的信息和某些有关规则，选

择问题解决的突破口，并从突破中获得更多信息，以便进一步搜索直到解决问题。选择性搜

索在解决问题时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因为，这种方法是从已知条件中搜索出更能接近问题

解决答案的方法，从而消除了大量的盲目尝试。 
（5）类比迁移策略：类比迁移策略是指把个体先前解决问题的经验应用到解决新问题

上的策略。这是解决不熟悉问题的一种主要策略。类比迁移策略中有两类事物有助于问题解

决：基础相似物和目标相似物。（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57） 

70．导致纵向研究使用较少的原因有 
A．样本因时间延续而丢失     B．阶段性资料不易保存 
C．研究人员变动频繁      D．反复测查影响数据的可靠性 
【解析】AD 
纵向设计也叫追踪设计，是对同一个体或年龄组在较长的时间内进行有系统的定期连续

观察和研究。它的缺点有： 
（1）比较花费时间、经费和人力； 
（2）研究的时效性比较差，有时候需要等待很久才能得到研究结果，有时候研究课题

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或研究手段逐渐变得落后； 
（3）由于纵向研究需要对同一批被试重复进行研究，有时可能出现练习效应或疲劳效

应并会降低数据可靠性； 
（4）纵向设计的目标群体来自某一特殊年代，该年代的显著特征为群体带来了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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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从而使研究结果难以推广，这种现象叫做“跨代效应”； 
（5）由于纵向研究耗时较长，可能发生被试流失的情况，也可能会使变量增多，这就

会影响被试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同时还可能存在测量时间效应（重大社会历史事

件会影响心理发展的自然进程）。（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05、106） 

71．关于成就目标定向与内隐能力观念之间的关系，下列陈述中正确的有 
A．掌握目标的学生持能力不变观   B．掌握目标的学生持能力发展观 
C．表现回避目标的学生持能力不变观  D．表现接近目标的学生持能力发展观 
【解析】BC 
人们对能力有两种不同的内隐观念：能力实体观和能力增长观。前者认为能力是稳定的，

不可改变的；后者认为能力是不稳定的，可以控制的。成就目标分为掌握目标和成绩（表现）

目标两种。平崔克把趋近–回避状态引入掌握目标，进而把成就目标分为掌握趋近目标、掌

握回避目标、成绩趋近目标、成绩回避目标四种。（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

讲》p80） 

72．有人想检验课堂教学中屏幕上呈现的四种类型的文字颜色与背景色搭配是否影响学生的

学习效果，结果没有发现这四种搭配类型的学习效果之间存在差异。可能的解释是 
A．文字颜色与背景色搭配本来就与学习效果无关 
B．所挑选的文字颜色与背景色的四种搭配类型之间差异过小 
C．对学习效果的测量不准确 
D．授课教师的差异削弱了文字颜色与背景色搭配类型的影响效果 
【解析】ABCD 
实验结果为“零结果”时，可能有很多原因。包括：①该实验结果的确揭示了事物之间

的关系；②自变量操作不当；③因变量测量不当；④额外变量的干扰。 

73．采用最小变化法测定绝对感觉阈限时，容易产生的误差有 
A．习惯误差   B．疲劳误差   C．练习误差   D．空间误差 
【解析】ABC 
最小变化法的误差主要包括期望误差、习惯误差、疲劳误差和练习误差。（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226） 

74．某项测验中，绝大部分题目的难度值 P 较大，那么被试的分数 
A．集中在高分端  B．平均数小于中数 C．中数大于众数  D．分布呈现负偏

态 
【解析】ABD 
P 为项目难度，P 值越大，题目越容易。本题 P 值较大说明题目比较容易，被试分数偏

高，则平均数小于中数，当 M<Md<Mo 时，呈负偏态分布。（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269） 

75．描述数据离中趋势的统计量有 
A．方差    B．标准差   C．平均差   D．四分位差 
【解析】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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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量数是用于描述数据分布中大量数据彼此分散的程度。差异量数越大，表示数据间

的差别越大；差异量数越小，表示数据间越近似。差异量数包括平均差、方差与标准差、四

分位差、全距、百分位差等。（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70） 

三、简答题：76～80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76．简要说明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 
【考点】普通心理学-能力-智力发展的差异性（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

讲》p90） 
【答案要点】 
个体差异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因受遗传与环境的交互影响，使不同个体之间在身心特

征上所显示的彼此不同的现象。（2 分） 
（1）能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力在全人口中的表现呈常态分布，两头小中间大。一般

把智商分数在 140 以上的叫做超常儿童；智商在 70 以下的叫弱智。（2 分） 
（2）能力发展早晚的差异：有人早慧，有人大器晚成，这是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早晚的差异。（2 分） 
（3）能力结构上的差异：有人富于想象，有人长于记忆；有人有音乐的天赋，有人有

美术的天赋等，这些都是由能力结构上的差异造成的。（2 分） 
（4）能力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性别的差异并不表现在一般智力因素上，而是反映

在特殊智力因素上，如言语能力、操作能力、数学能力、空间能力上。（2 分） 
【解析】 
回答时需要把能力差异的含义表述出来。严格来说，性别差异属于能力发展的群体差异，

而非个体差异。 

77．试根据斯金纳的理论，简述正强化、负强化、惩罚三者之间的区别。 
【考点】发展心理学-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行为主义（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113） 
【答案要点】 
（1）强化有正强化与负强化之分。惩罚是指当有机体做出某种反应后，呈现一个厌恶

刺激或不愉快刺激，以消除或抑制此类反应的过程。（3 分） 
（2）正强化与负强化的目的都是提高反应发生概率，但正强化是通过呈现愉快刺激的

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而负强化则是通过撤销厌恶刺激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2 分） 
（3）正强化与惩罚都是通过呈现刺激来达到目的，但正强化呈现愉快刺激，惩罚呈现

厌恶刺激；正强化的目的是提高反应发生概率，惩罚则是降低反应发生概率。（2 分）（2 分） 
（4）负强化与惩罚都有可能涉及厌恶刺激，但负强化是撤销厌恶刺激，惩罚则是呈现

厌恶刺激；负强化的目的是提高行为发生概率，惩罚则是降低行为发生概率。（3 分） 
【解析】 
在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中，正强化、负强化和惩罚三者之间的区别是其中核心

内容，也是经常容易混淆的难点部分。三个概念存在区别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要说明三

个概念的含义，再回答两两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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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什么是测验的信度?影响信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考点】心理测量学-经典测量理论-信度的影响因素（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329） 
【答案要点】 
（1）信度即是测量结果的稳定性程度，也叫测量的可靠性。（2 分） 
（2）信度的影响因素 
①主试方面 
1.施测者不按规定施测，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或给考生一定的暗示，协助等，则测量信

度会大大降低； 
2.评分者评分标准掌握不一，也会降低信度。（2 分） 
②被试方面 
1.于个体而言，被试的心理特质水平的稳定性，如其身心状况、注意力、态度等；  
2.于团体而言，离散程度和团体的平均水平。团体同质性越大，全体得分分布越窄，信

度越小，可能低估信度，反之，可能高估信度；另外，团体均分过高或过低，都会使得分分

布变窄，而低估真正信度。（2 分） 
③测量工具方面：测量工具是否稳定、试题取样、试题难度、测验长度、试题之间的同

质性程度（一套测验中同质性题目越多，同一特质被考查的次数越多，全体得分分布越广，

信度越高）等；（2 分） 
④施测过程方面：考场是否安静、光线和通风是否良好、设备是否齐全、桌面是否合乎

要求；另外，对于计算稳定性系数及稳定性与等值性系数时，两次测验间隔时间越短，信度

越高。（2 分） 
【解析】 
首先是对信度概念的解答，再进一步回答信度的影响因素。 

79．某研究者假设：海马与复杂思维加工有关，与简单思维加工无关。该研究者随机选出

20 只白鼠平均分成两组，切除它们的海马，让第一组学习简单迷宫，第二组学习复杂

迷宫。第一组经过 10 次学习就出现完全正确的情况，第二组在学习 30 次后才出现完全

正确的情况。研究者据此认为最初的假设成立。请找出该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完善原

有的实验设计。 
【考点】实验心理学-心理实验的设计-2×2 的两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15） 
【答案要点】 
（1）存在问题——任何白鼠学习复杂迷宫所需要的次数都要比学习简单迷宫多，所以

实验结果可能与是否切除海马无关，用不切除海马的白鼠为被试可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尽

管设计体现了两个独立变量(任务难度和有、无海马)，但只改变了其中一个独立变量。（5 分） 
（2）完善的方案—2×2 因素设计：一个因素是有、无海马，另一个因素是迷宫的难度。

（5 分） 

 
迷宫的难度 

简单                复杂 
 完好 5 只白鼠 5 只白鼠 
海马    
 切除 5 只白鼠 5 只白鼠 

【解析】 
试验中涉及两个自变量，一个是海马切除与否，另一个是学习的复杂程度，实验操纵了

学习的复杂程度因素，而海马切除与否的因素只有一个水平，操作错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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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涉及四中处理，即需分成四组，题中仅仅分成两组，显然题

中的设计是错误的。 

80．在一项英语单词记忆实验中，要求一批被试分别采用机械式、联想式、理解式方法记忆

100 个英语单词。各组被试正确回忆量的方差如下表所示。试检验各组方差是否齐性。

(取 α = 0.05) 
 记忆方法 

 机械式 联想式 理解式 

n 29 30 31 

S2 2.5 3.0 4.5 

        附表： F 表(单侧检验)(部分)        (α=0.05) 

分母 df 
分子 df 

20 24 30 40 50 

27 1.97 1.93 1.88 1.84 1.80 

28 1.96 1.91 1.87 1.81 1.78 

29 1.94 1.90 1.85 1.80 1.77 

30 1.93 1.89 1.84 1.79 1.76 

32 1.91 1.86 1.82 1.76 1.74 

【考点】心理统计学-假设检验-方差齐性检验（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

讲》p292） 
【答案要点】 
（1）已知：最大方差 S²max = 4.5，最小方差 S²min = 2.5 

三组被试人数分别为 n1=29，n2=30，n3=31 
（2）计算 F 值 

F=S²max /S²min=4.5/2.5=1.8 
（3）计算自由度 

分子自由度：df =31−1=30  
分母自由度：df =29−1=28 

（4）查表 
查表 F0.05(30,28) =1.87 

（5）结论 
F<F0.05(30,28)  
因此，方差齐性。 

【解析】 
本题主要考察对方差分析之前方差齐性的检验方法的掌握程度。方差分析的基本条件之

一是各处理内的方差要一致。 

四、综合题：8l～83 小题，每小题 30，共 90 分。 

81．试述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各自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考点】普通心理学-记忆的种类-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差别（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

高而基：知识精讲》p44、45） 
【答案要点】 
（1）内隐记忆是个体并没有意识到，过去的经验却对当前的活动产生了影响，又叫自

动的、无意识的记忆。（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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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显记忆是在意识的控制下，过去经验对当前作业产生的有意识的影响，又称受

意识控制的记忆。（5 分） 
（3）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表现有以下差别：  
①加工深度 
对刺激项目的加工深度并不影响内隐记忆，却对外显记忆有明显的影响。（4 分） 
②保持时间 
学习和测验之间间隔的时间越长对外显记忆的影响越大，而对内隐记忆的影响不显著。

（4 分） 
③记忆负荷量 
对外显记忆而言，记忆的项目越多记忆的效果越不好，但对内隐记忆而言，记忆的效果

并不受记忆项目数量的影响。（4 分） 
④干扰因素 
外界无关信息的干扰对外显记忆的影响大，但对内隐记忆的影响不大。（4 分） 
⑤呈现方式 
感觉通道的改变，如以听觉形式呈现，以视觉形式进行测验，对内隐记忆影响显著而对

外显记忆的影响不大。（4 分） 
【解析】 
记忆按照提取时是否需要意识参与可分为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两者的差别可以从五方

面说明。 

82．下面是一位 14 岁男生的日记摘抄，试分析日记内容反映的初中生的典型心理特点。 

大人们常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我们。不到两年，我长高了，吃

得多了，有了自己的主见，而不再是“小小少年”。但是在父母眼里，我仍然还是个孩子，

逛公园、逛商店或外出散步，妈妈还是像过去一样，拉着我的手，生怕我会走丢似的。要

是被同学看见了，真是丢死人了。更让我苦恼的是，妈妈总是事无巨细地管着我，每天骑

车上学，妈妈总是不断地唠叨：“马路上多加小心”；晚上做完作业，刚打开电视想看看

体育新闻，妈妈又会问：“作业做完了吗?早点休息，明天一大早还得上学呢!”运动鞋想

买阿迪达斯的，妈妈却非要买耐克的…… 
…… 
走进教室，我总觉得有几十双眼睛在盯着我，跟女同学打个招呼会感到脸红心跳；一

次考试取得好成绩会欣喜若狂，一次小考考砸了会垂头丧气；为了一个小问题，会与同学

争得面红耳赤；当答不出老师的提问时，又会觉得羞愧难当…… 
在同学的眼中，我帅吗?在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好学生吗?……尽管有这么

多烦恼，父母却浑然不知，有时候想和他们交流，但又总觉得有些难以启齿。真不知道该

向谁诉说。仔细观察班上其他同学，虽然他们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但似乎又都与我有同

样的问题、困惑和迷茫…… 
…… 

 

【考点】发展心理学-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青少年情绪的发展（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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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知识精讲》p153） 
【答案要点】 
日记内容主要反映出初中生在青春期前后的自我意识和情绪情感两个方面的心理变化

特点。 
（1）自我意识的发展  
①自我评价的发展：自我评价的独立性增强，表现在有主见、注重同学和老师的评价；

自我评价更加全面，从关注生理的自我(关注身高、外貌)向心理的自我转变(关注自己的烦恼、

感受)，更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②自我体验的发展：成人感显著增强，感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希望独立于父母，产生

反抗心理；，心理上出现闭锁性，很多事情难以启齿，无从倾诉；自我体验更复杂、深刻，

日记显示该学生对于自我的思考更加深人。 
（2）情绪情感的特征 
①两极性：如强烈、狂暴与温和、平静共存，从日记中的许多情绪描述如“欣喜若狂、

垂头丧气”等可以看出。 
②内向性和表现性共存，从“难以启齿”和希望倾诉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 
(如果没有明确针对自我意识或情绪情感作答而从有关青春期独立或反抗意只、有关与

异性朋友关系、有关与父母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回答的，酌情给分。) 
【解析】 
首先需要了解初中生在自我意识、情绪、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特征，然后结合题中材料，

检视题中材料主要反映了哪些特点。该日记主要反映了青少年心理变化的两个典型方面：自

我意识发展特点和情绪情感发展特点。 

83．某研发机构开发了一套适合于 5 岁幼儿阅读能力训练的游戏产品，欲通过比较该产品使

用三个月前后幼儿阅读能力的变化，以确定其有效性。请针对该目的提出具体实验设计

方案，说明理由；并对预期的实验数据给出具体统计分析方法。 
【考点】实验心理学-心理实验的设计-真实验设计-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文

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15）；心理统计学-假设检验-平均数差异的显著

性检验（样本 VS 样本）-相关样本（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92）、心

理统计学-方差分析-两因素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协方差分析（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299、300） 
【答案要点】 
 （1）实验设计方案如下(表中字母可以替换为别的字母) 
分派 组别 前测 处理 后测 
随机 实验组 y1 接受游戏产品训练 y2 

随机 匹配组 y1’ 不接受游戏产品训练 y2’ 
或 

组别 前测 处理 后测 
实验组 y1 接受游戏产品训练 y2 

匹配组 y1’ 不接受游戏产品训练 y2’ 
(实验设计方案的描述以考生能够使用前后测设计，并围绕该设计对自变量、因变量、

额外变量等方面做出说明为主要给分点，若考生仅给出实验组的前后测设计或其他形式的前

后测设计，酌情给分) 
（2）理由说明 
y2 − y1 = d (代表接受游戏产品训练的实验组前后阅读能力变化) 
y2' − y1' = d' (代表未接受游戏产品训练的控制组前后阅读能力变化)(年龄因素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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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育方式可能会导致被试阅读能力的变化) 
d − d' 代表是否接受游戏产品训练引起的阅读能力变化即产品的有效性。 
(实验设计理由的说明，如用文字进行叙述且观点接近，也可给分。若考生在随机分组

设计中给出 y2 − y2' ，亦可给分) 
（3）具体统计分析方法 
依据实验设计方案，考生只需答出①或②中任意一种即可给分。 
①实验组前、后测相关样本 t 检验；控制组前、后测相关样本 t 检验；后测的实验组、

控制组独立或相关样本(匹配组设计) t 检验。写出 t 检验公式𝑡𝑡 = 𝑋𝑋�1− 𝑋𝑋�2
𝑆𝑆𝑆𝑆𝑋𝑋�

  ，并说明相关样本与

独立样本的标准误计算方法不同。 
②进行方差分析：说明方差分析中变量名称(组别、测试时间)与水平数目(2×2)；说明

方差分析的原理；列出方差分析公式或方差分析表；对方差分析的预期结果做出解释。  
【解析】 
可以选用不同的设计方案，不同的设计方案要从控制误差的角度思考。随机化方法和匹

配法都可控制个体差异，随机化方法相对操作容易，匹配法则会给研究者带来麻烦，但对个

体差异的控制会优于随机化法。基于研究方案再去确定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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