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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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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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研究人与机器相互作用问题的心理学分支学科是

A．管理心理学 B．社会心理学 C．工程心理学 D．实验心理学

【解析】C
工程心理学研究人与机器之间的配置和技能协调，实现人、机器、环境系统的最好匹配，

使人能在安全有效的条件下从事工作。

而实验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实验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并介绍心理学各分支领域中实验研

究成果的科学；社会心理学是系统研究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科学；管理心理学是研究管理

中人们的心理现象、心理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工程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相结合统称为

工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修订版-彭聃龄 p16）

2．心理过程是人脑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过程，它包括

A．认知、情感、行为 B．感觉、知觉、行为

C．情感、行为、意志 D．认知、情感、意志

【解析】D
传统心理学认为个体心理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

（1）心理过程：

①认知（认识）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言语等；②情绪情感过程；③

意志过程。

（2）个性心理：①个性倾向性：需要、动机、兴趣等；②个性心理特征：能力、气质

和性格。（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4）

3．当你的手不小心被针扎的时候，手会立刻缩回来。完成该反射活动的神经中枢主要是

A．脊髓 B．大脑 C．丘脑 D．小脑

【解析】A
脊髓是神经的通道、能对简单的刺激进行分析，做出回答性反应，完成一些简单的反射

活动，如膝盖反射、肘反射等。（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1）
大脑又称端脑，是控制运动、产生感觉及实现高级脑功能的高级神经中枢。丘脑是感觉

神经的重要中继站，除嗅觉外的所有输入信息都经过丘脑导向大脑皮层。小脑是在脑干背面，

分左右两个半球。小脑表面的灰质是小脑皮层，内面的白质叫髓质。小脑具有保持身体平衡，

调解肌肉紧张的作用。（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2）

4．一位中风患者的右侧肢体瘫痪，其大脑皮层左半球的病变区域位于

A．额叶 B．顶叶 C．颞叶 D．枕叶

【解析】A
躯体运动区位于中央前回和旁中央小叶的前部。它发出动作指令，支配和调节身体各部

分的运动，以及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和姿势。（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13）额叶具有运动控制和进行认知活动的功能；顶叶接受由皮肤、肌肉和内脏器官传入的

感觉信号；颞叶负责听觉加工；枕叶是视觉信息到达的部位。题中涉及的是肢体瘫痪，因此

是负责运动控制的额叶发生了病变。



注：下图为大脑的左侧面图，左边为脑前，右边为脑后。数字表示布鲁德曼的第 n区
口诀：上躯下言（脑上主要是躯体的运动区和感觉区，脑下主要是言语的运动区和感觉

区）；前动后感（脑前是运动区，脑后是感觉区）；布运韦感（布洛卡区是运动区，威尔尼克

区是感觉区）

5．下列方法中，通常用来测量持续性注意的是

A．警戒作业 B．双作业操作 C．双耳分听 D．负启动

【解析】A
持续性注意是指注意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在某个客体或活动上，也叫注意的稳定性。注意

的持续性是衡量注意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用警戒作业来测量。

而分配性注意：个体在同一时间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刺激进行注意，或将注意分配到不

同的活动中。研究分配性注意最常用的方法是双作业操作，即让被试同时完成两种作业，观

察他们完成作业的情况。分配注意是完成复杂工作任务的重要条件。注意分配的一个基本条

件，就是同事进行的几种活动的熟练程度或自动化程度。（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20）



选择性注意：个体在同时呈现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刺激中选择一种进行注意，而忽略另

外的刺激。利用双耳分听实验可以研究选择性注意，揭示人们如何有效地选择一类刺激而忽

略另一类刺激以及选择的具体过程等。目前，在选择性注意机制的研究中，选择性注意的抑

制机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负启动现象、返回抑制现象和注意瞬脱现象反映了选择性

注意的抑制机制的特点。

6．司机可以边开车边听音乐，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最恰当的理论是

A．衰减理论 B．过滤器理论 C．反应选择理论 D．认知资源理论

【解析】D
认知资源理论是从认知协调的角度来理解注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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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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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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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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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
而注意的衰减理论、过滤器理论和反应选择理论都将注意视作一个容量有限的通道，都

旨在研究注意的选择功能，没有关注注意如何协调多种认知任务。



7．在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基本味觉的是

A．酸 B．甜 C．苦 D．辣

【解析】D
味觉的感受器是分布在舌面各种乳突内的味蕾。人的基本味觉有甜、苦、酸、咸四种，

有的味觉还有痛觉的成分参与，如辣味。（普通心理学-修订版-彭聃龄 p124）（心理学导论-
梁宁建 p154）

8．他人在场减少了人们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干预的可能性，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A．从众 B．社会比较 C．社会学习 D．责任分散

【解析】D
责任分散：在团体中，由于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努力会埋没在人群中，所以对自己行为的

责任感降低，从而不大去努力，致使作业水平下降。（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

精讲》p405）
从众（conformity）是指个人在社会团体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

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402）社会比较

是个体自己的信念、态度、意见等与其他人的信念、态度、意见等做比较。在社会比较的过

程中，适当的背景因素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有当有关的背景因素想相当时，比较出来的

结果才有意义。然而，人们出于自尊往往会选择背景不同的人做比较，以得出合乎己意而有

偏差的结论；社会学习是个体通过观察、模仿等途径进行学习的学习方式。

9．“鹤立鸡群”中的“鹤”和“万绿丛中一点红”中的“红”容易被人们知觉到，这种现

象所体现的知觉特性是

A．整体性 B．选择性 C．理解性 D．恒常性

【解析】B
知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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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整体性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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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理解性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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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恒常性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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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如右图所示，先给被试呈现线段 a，待其消失 60毫秒后，再呈现线段 b，人们会看到线

段 a向线段 b移动，这种现象称为

A．诱发运动 B．动景运动

C．自主运动 D．运动后效

【解析】B
动景运动是指当两个刺激物按一定空间和时间相继呈现时，会看见一个刺激物向另一个

刺激物的运动。例如电影、电视等；

而诱发运动是指由于一个物体的运动使相邻的一个静止物体产生运动的现象。例如浮云

的运动，让人们看到月亮动， 而云是静止的；自主运动是指注视暗室中的光点会感觉它在

动；运动后效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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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下列选项中，属于深度知觉双眼线索的是

A．线条透视 B．视轴辐合 C．运动视差 D．纹理梯度

【解析】B
线条透视是指两条向远方延伸的平行线看起来趋于接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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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视差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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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梯度（结构级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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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条透视、运动视差和纹理梯度都是单眼线索；视轴辐合是非视觉线索的一种，也可视



作一种双眼线索。（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5）

12．下列选项中，属于界定清晰的问题(well-defined problem)是
A．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B．怎样读好一本书

C．如何根据已知条件解应用题 D．怎样教育子女成才

【解析】C
问题的种类：

①明确限定性问题与非明确限定性问题：根据问题的明确程度（对问题的起始状态与目

标状态是否都作了明确规定）。

②常规问题与非常规问题：当问题解决者能以一种预知的、系统的方式选用算子进行认

知操作时，该问题对问题解决者而言是常规问题；非常规性问题则需要问题解决者采用新的

方法来运用算子进行认知操作。

③知识丰富性问题与知识贫乏性问题：按解决问题者运用算子的质量（比如围棋新手和

老手看棋局的差异）。（心理学导论-梁宁建 p302）
选项 A、B和 D的初始状态、目标状态都是模糊的。

13．下列几种群体中，容易出现群体思维的是

A．高凝聚力的群体 B．低凝聚力的群体 C．民主的群体 D．放任的群体

【解析】A
群体思维产生的先决条件，包括五个方面：

（1）决策团体是高凝聚力的团体；

（2）团体与外界的影响隔离；

（3）团体的领导是指导式的；

（4）没有一个有效的程序保证团体对所有选择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

（5）外界压力太大，要找出一个比领导者所偏好的选择更好的解决方式的机会很小。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407）

14．爱因斯坦说：“在我的思维结构中，书面的或口头的文字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作为思维

元素的心理的东西是一些记号和有一定明晰程度的意象，由我随意的再生和组合……”

这段话所体现的主要思维种类是

A．动作思维 B．形象思维 C．抽象思维 D．常规思维

【解析】B
1.按照思维任务的性质、内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分类

（1）直观动作思维：直观动作思维的任务具有直观的形式，又要依赖于实际操作来解

决问题，又叫实践思维。

（2）形象思维：人们利用头脑中的具体形象（表象）来进行思维。

（3）逻辑思维：逻辑思维面临的是理论性质的任务，又要依赖于概念、理论知识来解

决问题。

2.根据思维是否有创造性进行分类

（1）常规思维：人们运用已获得的知识经验，按现成的方案和程序直接解决问题。

（2）创造性思维：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和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

维成果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最高级形式。（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53）
本题中爱因斯坦的话中既没有涉及“动作”，也没有涉及“语言”，涉及的是“意向”，

因此这段话所体现的思维种类应该是形象思维。故选 B。

15．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个体在感到未来不可预测、组织结构不稳定以及社会秩序受到威胁



时，该个体所产生的主要需要是

A．生理需要 B．安全需要 C．归属与爱需要 D．尊重的需要

【解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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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理需要：维持人的正常生活条件的需要，如人对食物、水分、空气、睡眠、性

的需要等。它是人的所有需要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力量的需要。

（2）安全需要：人们要求稳定、安全、受到保护、有秩序、能免除恐惧和焦虑等的需

要。婴儿的安全需要显得尤为强烈。

（3）爱和归属的需要：要求和其他人建立情感的联系或关系，希望归属于某一个群体

并在其中获得某种地位的需要。

（4）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希望受到别人尊重的需要。

（5）认知需要：包括求知、理解、探索和好奇。马斯洛认为，学习和发现的愿望以及

探索新异事物与未知世界的愿望是人性的基本方面之一。

（6）审美需要：表现为人们追求对称、秩序与和谐。这也是人性的基本方面之一。

（7）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潜能，不断完善自己，完成与自己能

力相称的一切事情，实现自己理想的需要。马斯洛在 1970 年又修订了自己的理论，将后三

类即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这三种需要合并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

高而基：知识精讲》p80、81）

16．根据斯腾伯格的成功智力理论，个体比较、判断、评价和批判等思维活动属于

A．分析性智力 B．生存性智力 C．空间性智力 D．运动性智力

【解析】A
罗伯特·斯滕伯格还提出了成功智力理论。成功智力是一种用以达到人生中主要目标的

智力。成功智力包括：

（1）分析性智力：涉及解决问题和判定思维成果的质量，强调比较、判断、评估等分

析思维能力；

（2）创造性智力：涉及发现、创造、想象和假设等创造思维的能力；

（3）实践性智力：涉及解决实际生活中问题的能力，包括使用、运用及应用知识的能

力。（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88）

17．小莉活泼好动、热情大方、行动敏捷、适应力强，但她做事缺乏耐心和毅力，稳定性差。

由此可以判断她的气质类型是

A．胆汁质 B．多血质 C．黏液质 D．抑郁质

【解析】B
罗马医生盖伦提出了气质的概念，并沿用了希波克拉底所提出的四种类型。

（1）胆汁质：情绪体验强烈，爆发迅猛、平息快速，思维灵活单粗枝大叶，精力旺盛、

争强好斗、勇敢果断，为人热情直率、朴实真诚、表里如一，行动敏捷、生气勃勃、刚毅顽

强；但这种人遇事常欠思量，鲁莽冒失， 易感情用事，刚愎自用。

（2）抑郁质：这种人情绪体验深刻、细腻持久，情绪抑郁、多愁善感，思维敏锐、想

象力丰富，不善交际、孤僻离群，踏实稳重、自制力强，但他们的行为举止缓慢，软弱胆小，

优柔寡断。

（3）多血质：这种人情感丰富、外露但不稳定，思维敏捷但不求甚解，活泼好动、热

情大方、善于交际但交情浅薄，行动敏捷、适应力强；他们的弱点是缺乏耐心和毅力，稳定

性差，见异思迁。



（4）黏液质：这种人情绪平稳、表情平淡，思维灵活性略差，但考虑问题细致而周到，

安静稳重、踏踏实实、沉默寡言、喜欢沉思，自制力强、耐受力高、内刚外柔，交往适度、

交情深厚；但这种人的行为主动性较差， 缺乏生气，行动迟缓。（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

而基：知识精讲》p98）

18．以囚徒困境为基础的研究发现，双方如果合作，各自的获益最大，但合作的基础是

A．熟悉 B．理解 C．竞争 D．信任

【解析】D
研究合作与竞争的一个经典情境是囚犯两难困境。

1950年，由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以囚徒方式阐

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

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 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同样判监 1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 8年。（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408）
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 1年，显然这个结果好，这个好的结果需要的就是合作，而双方

能否合作的基础就是信任。

19．一个人在信息加工中对内在参照有较大的依赖倾向，较少受外部环境信息的干扰，与人

交往时不善于觉察细节。这种认知风格属于

A．场依存型 B．场独立型 C．冲动型 D．理智型

【解析】B
威特金森认为人对外部环境（“场”）有不同的依赖程度：

（1）场独立性的人在信息加工时主要依赖内在标准或内在参照，他们的心理分化水平

较高，与人交往时很少体察入微。

（2）场依存性的人在信息加工时对“场”有较大依赖性，他们的心理分化水平较低，

与别人交往时较能考虑对方的感受。

卡根等人认为认知风格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问题思考的速度上：

（1）冲动的特点是反应快但精确性差，常使用整体性的信息加工策略；

（2）沉思的特点反应慢但精确性高，在加工信息时多采用细节性策略。

培因、李波特把性格分为理智型、情绪型、意志型。（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99、100）

20．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是

A．基因 B．合子 C．染色体 D．DNA
【解析】A
基因是 DNA分子中的一个节段，是具有特定遗传功能的最小单位，是储存特定遗传信

息的功能单位，DNA中的碱基对排列顺序决定了遗传信息；合子就是受精卵；染色体是遗

传物质的载体，其功能是储存和传递遗传信息。染色体主要由脱氧核糖核酸（DNA）和蛋

白质组成；DNA即脱氧核糖核酸，是染色体的主要化学成分，DNA 是一种双螺旋结构，由

四种核苷酸成分组成。（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20）

21．格赛尔认为，学习与生理“准备状态”有关。在没有达到准备状态时，学习不会发生；

一旦准备好了，学习就会生效。支持该观点的依据来自



A．选择性繁殖实验 B．双生子爬梯实验 C．视觉悬崖实验 D．恒河猴依恋实

验

【解析】B
格赛尔（A. Gesell）认为，支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是成熟和学习。其中，成熟是由遗

传决定的，学习是后天经验的获得和行为的变化。他认为，儿童生理上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变

化过程，是为学习做“准备”的过程。在生理上成熟之前训练儿童去学习和掌握某种技能，

效果欠佳甚至是无效的 ；一旦“准备”好了，学习就会生效，即学习依赖于成熟所提供的

准备状态。他通过“双生子爬梯实验”，表明成熟对动作发展有重要影响 。（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25）
吉普森和沃克（Gibson & Walk）以 6–11个月的婴儿为被试，进行了“视崖实验”。

研究发现，婴儿在 2个月时已经能觉察到深浅两个区域的差别，表现为在“深区”心率会下

降，但此时并没有对视崖产生恐惧感；6–7个月能清楚地知觉到深度，并对高度产生惧怕。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28）
哈罗在金属框架的猴妈妈上放上喂食的奶瓶，而在柔软的猴妈妈上没放任何食物。如果

“依恋”是由于目前提供了食物和温暖，那么小猴就应该学会对金属框架母亲的依恋。实验

结果表明，当小猴对新刺激感到害怕时，它会去拥抱柔软的猴妈妈，而不是拥抱提供事物的

金属妈妈。（普心心理学-修订版-彭聃龄 p522）

22．婴儿大约在 5周左右，能区分人和其它刺激，对人的声音和面孔有特别的反应，并报以

微笑。这种微笑是

A．无意义微笑 B．内源性微笑

C．无选择的社会性微笑 D．有选择的社会性微笑

【解析】C
5到 6周，无选择的社会性微笑开始出现。3.5–4个月，有选择性的社会性微笑出现。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29）社会性微笑的出现是婴儿情绪社会化的

开端，虽然婴儿生来就有笑的反应，但最初的笑是自发性的，它和中枢神经系统皮质下的神

经冲动自发发放有挂，与脑干或边缘系统的兴奋状态变化有直接联系，这种笑也被称为内源

性的笑，常常在没有任何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发生。婴儿 4-5 周时，把其双手对拍，让他看转

动的纸板，或听各种熟悉的说话声等，都能引起婴儿微笑，此时的微笑不管是内源性的还是

诱发性的，都是反射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微笑。（发展心理学-林崇德 p170）

23．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初中生反抗心理产生原因的是

A．自我意识高涨 B．独立意识增强

C．勤奋感与自卑感冲突 D．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过强

【解析】C
反抗心理是初中生普遍存在的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反抗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有：自我意

识的突然高涨、中枢神经系统兴奋过强和独立意识。（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

精讲》p152）
勤奋感和自卑感冲突是埃里克森关于人格发展的论述，他提出学龄期（6-12岁）的儿

童存在这种人格发展的冲突。（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12）



24．根据帕顿(M. Parten)的研究结果，2岁左右儿童主要的游戏类型是

A．平行游戏和合作游戏 B．联合游戏和合作游戏

C．单独游戏和联合游戏 D．单独游戏和平行游戏

【解析】D
帕腾按社会化程度的高低将社会性游戏分为以下七种 ：

（1）无所用心的行为：儿童不是在做游戏，而是注视碰巧引起他兴趣的事情，这种兴

趣往往是暂时性的。

（2）原始的社会性游戏：如“躲猫猫”，这类游戏只是分享感觉上的愉悦，而不是遵守

规则的游戏。

（3）旁观者行为：儿童观看其他儿童的游戏，有时还与正在游戏的儿童谈话、出主意、

提问题，但自己并不参加游戏。

（4）独自游戏：儿童自己一人玩，没有接近其他儿童的意图，多见于 2-3 岁。

（5）平行游戏：几个儿童在一起游戏，玩相似的玩具，但彼此之间的游戏是独立的，

没有真正的交往与合作，这是幼儿初期的游戏特点。

（6）联合游戏：几个儿童共同玩一个游戏，游戏时儿童之间有语言交流，但是没有角

色分工，也不受任何总的目标制约，这是幼儿中、后期游戏的特点，4 岁以上达到高峰。

（7）合作游戏：一组儿童有组织地进行游戏，有一定的目的，在达到该目的时儿童协

调彼此间的行为，这是幼儿中、后期游戏的特点，5 岁以后出现。（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

高而基：知识精讲》p134）



25．某种智力理论认为，成年人智力活动的特点是与其对环境的适应分不开的，智力功能在

一定程度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发展；人一生的智力发展可以分为获取、实现、责任和整

合等阶段。该理论的提出者是

A．巴尔特斯(P. Baltes) B．沙伊(K. Schaie)
C．金兹伯格(E. Ginzberg) D．拉文格(J. Loervinger)
【解析】B
根据智力适应理论，沙依把人的一生智力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

（1）获取阶段：儿童青少年时期智力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获取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2）实现阶段：青年期主要任务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必须

将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应用到实际中去；

（3）责任阶段：中年期，中年人是社会中坚，社会责任重大，家庭、事业，如果有人

还在当领导，就转入下个阶段；

（4）行政阶段：承担领导责任，取决于如个人才能、成就、机会等多种因素；

（5）整合阶段：老年期智力活动转向内心世界，重新整合自己一生的经验。（文都比邻

《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57）
巴尔特斯（P. B. Baltes）等人提出的成人智力的双重过程概念和伴随选择的最优补偿的

智力模型，这一模型是与卡特尔的关于液态智力与晶态智力的理论相对应的。这种模型认为

智力发展可区分为两种过程：

①基础过程：与思维的基本形式密切相关，主要功能在于负责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得组

织，所以又叫智力技能。儿童青少年智力发展以该过程为主。

②应用过程：是智力技能与情景、知识相联系的应用，所以又叫实用智力。它主导成年

智力的发展。如果有联系的机会，它能在后半生继续增长乃至超过成年早期。（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56、157）
根据金兹伯格的职业选择三阶段，成年早期的个体进入了现实阶段。（发展心理学-林崇

德 p376）



拉文格的发展类型说：自我不仅可以作为客体被认识，而且也可以作为主体发挥调节功

能。拉文格认为，自我是人格的核心，了解自我的发展也就等于认识了人格的发展。自我的

发展是个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自我的改变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价值、道德、目标

等组织方式的改变。（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58）

26．对认知学习理论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托尔曼所提出的主要概念是

A．内部强化 B．外部强化 C．替代强化 D．自我强化

【解析】A
托尔曼（E. C. Tolman）的认知—目的说是建立在他及其同事进行的大量白鼠学习实验

的基础之上的，其中，位置学习实验和奖励预期实验是其典型代表。

基本内容：（1）学习是有目的，是期待的获得；（2）学习是对完形的认知，是形成认知

地图。所谓认知地图是动物在头脑中形成的对环境的综合表象，包括路线、方向、距离，甚

至时间关系等信息；认知地图也即现代认知心理学所说的认知结构，形成学生良好的认知结

构是教育的关键和核心。（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73）
动物的行为受其预期的指导，因此动物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在多次尝试中，有的预

期被证实，有的未被证实。预期的证实是一种强化，这就是所谓的内部强化，即由学习活动

本身所带来的强化。

强化可以是外部强化，也可以是内部强化；（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184）替代强化是通过一定的榜样来强化相应的学习行为或学习行为的倾向；自我强化是根

据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监督，从而强化相应的学习行为。（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73）

27．学生在了解长方形面积公式、三角形面积公式及面积相加性原理后，生成了梯形面积的

计算公式。按加涅的学习分类标准，这种学习属于

A．辨别学习 B．概念学习 C．规则学习 D．高级规则学习

【解析】D
1970 加涅（Gagne）根据学习的繁简水平不同，提出了八类学习：其中，

辨别学习：能识别各种刺激特征的异同并做出相应的不同的反应。它既包括一些简单的

辨别，如对不同形状、颜色的物体分别做出不同的反应，也包括复杂的多重辨别，如对相似

的、易混淆的单词分别做出正确的反应。

概念学习：对刺激进行分类，并对同类刺激做出相同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基于事物的某

些特征而做出的，如圆的概念和质量的概念的学习。

规则学习：亦称原理学习，指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学习概念间的联合。如自然科学中

的各种定律、定理的学习是规则学习。



问题解决：亦称高级规则的学习，指在各种条件下应用规则或规则的组合去解决问题。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67）

28．儿童在发展早期，往往会认为所有会动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后来，当他们看到越来越

多会动的东西(如纸飞机等)并没有生命时，就会修正自己原来的认识。这种建构知识的

方式是

A．同化 B．顺应 C．图式 D．平衡

【解析】B
心理发展的结构：图式、同化、顺应、平衡。其中图式为核心概念。

①图式：动作的结构或组织，这些动作在相同或类似环境中不断重复而得到迁移或概括。

图式最先来自遗传，之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改变和丰富，经过同化、顺应、平衡演变

成新图式。皮亚杰认为，思维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

②同化：把新经验纳入机体已有的图式中，以加强和丰富主体的动作。同化只是数量上

的变化，不能引起图式的改变或创新（量变）。

③顺应：改变现有图式以纳入和适应新经验。顺应是质量上的变化，促进创立新图式或

调整原有图式（质变）。

④平衡：同化与顺应导致的适应，是机体暂时达到平衡，但这只是下一个较高水平平衡

运动的开始。平衡既是心理发展的因素，又是心理发展的结构。（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

而基：知识精讲》p114）

29．某学生认为学业求助是缺乏能力的表现、是对自我价值的威胁。该学生的成就目标定向

类型属于

A．掌握目标 B．学习目标 C．任务目标 D．表现目标

【解析】D
成就目标分为掌握目标和成绩（表现）目标两种。前者是指把目标定位在掌握知识和提

高能力上，认为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成功，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往往依据任务标准和自我标准，

持有能力增长观，会选择中等难度的任务，这类学生被称为任务卷入的学习者；后者是指把

目标定位在好名次和好成绩上，认为只有赢才是成功，这种目标常表现在把自己和别人进行

比较，根据一般标准来评价自身的表现，持有能力实体观，被称为自我卷入的学习者，他们



关注的是自己。（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80）

30．在学业成败归因的三个维度中，与学生对自己学业成败的预期最密切的维度是

A．稳定性 B．可控性 C．内外性 D．特殊性

【解析】A
韦纳系统地提出了动机的归因理论，证明了成功和失败的因果归因是成就活动过程的中

心要素。个体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有寻找原因的倾向，个体解释自己行为结果时的归因是

复杂而多维度的，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影响个体今后的学习动机。

①归因的维度有三种：控制点（内外源）、稳定性、可控性。能力、问题难度是稳定因

素，努力、环境、运气等是不稳定因素。若将成就行为归于不稳定因素，人们会预期结果与

上一次不一致；反之则预期结果与上一次一致。

②归因的内外源维度影响个体对成败的情绪体验，稳定性维度影响个体对未来成败的预

期，可控性影响个体今后努力的行为。

③将失败归于内部、稳定、不可控的因素会产生习得性无助，韦纳总是强调内部的、稳

定的、可控的维度。（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79）

31．形式训练说强调的迁移类型是

A．水平迁移 B．垂直迁移 C．特殊迁移 D．一般迁移

【解析】D
形式训练说主张迁移要经历一个形式训练过程才能产生。是以官能心理学为基础的，认

为学习内容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形式训练，学习的具体内容是会遗忘的，其作用是有限的，

而只有通过这种形式的训练而达到的官能的发展才是永久的，才能迁移到其他的知识学习上

去，终生受用。而一般迁移就是一种习得的一般原理、方法、策略或态度迁移到另一种学习

中去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90、191）

32．第一位用实验法研究人类高级心理现象的学者是

A．冯特 B．艾宾法斯 C．铁钦纳 D．巴甫洛夫

【解析】B
艾宾浩斯对记忆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1885年，艾宾浩斯出版了专著《记忆》，设计

了无意义音节作为研究记忆的实验材料，发明了节省法，开创了对高级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

实验方法。（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02）冯特是科学心理学的创立者，

他认为实验心理学只能研究意识的基本元素—感觉—这个基本的心理过程，并指出只能用观

察法研究心理过程。

33．刺激数目与选择反应时之间的关系是

A．线性关系 B．指数关系 C．对数关系 D．二次函数关系

【解析】C
关于选择的数目与反应时的关系，早期的心理学家曾经作过不少研究。例如，默克尔用

公式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RT=lgN。其中，RT为反应时，N为辨别刺激的数目。（实

验心理学-郭秀艳 p187）

34．呈现给被试一篇完整材料后，如要求被试回忆某一部分材料，则往往会降低其对其他部

分材料的回忆，这种现象称为

A．定向遗忘 B．返回抑制 C．提取诱发遗忘 D．错误记忆

【解析】C
提取诱发遗忘是指回忆部分记忆材料时往往会使得相关记忆材料的回忆量降低。（文都

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50）



定向遗忘（directed forgetting）也称有意遗忘，指遗忘的有意性和指向性，是一种有效

控制意识内容的方法。（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49）
返回抑制是指注意返回到先前注意过的位置或客体时人们的反应会变慢的一种抑制现

象。（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勘误 p25）
错误记忆是指错误地声明一个以前未呈现过的词或从未发生过的事曾经出现或发生过。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48）

35．在不同类型的自变量中，由主试给予不同的指示语所操纵的是

A．刺激特点 B．环境特点 C．被试特点 D．暂时造成的被

试差别

【解析】D
被试变量：可能影响对某种刺激的反应的被试的特性因素称为被试变量，如被试的年龄、

性别、健康状况、智力、受教育水平、人格特征、动机、态度、内驱力等。

被试变量=被试暂时变量（疲劳、焦虑等）+被试固有变量（性别、不同指导语等）。（文

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08）

36．根据波普尔(K. R. Popper)的证伪观点，在心理学研究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一个理论如能被实验结果证实，则该理论一定是正确的

B．一个理论如能被实验结果证伪，则该理论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C．一个理论导出的预测结果如未被实验支持，则该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D．一个理论导出的预测结果如未被实验支持，则该理论也不一定是错误的

【解析】C
科学理论的预测，往往非常具体，而越具体就越容易错误。在心理学研究中， 无法穷

尽一切证据证明一个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找到一个否定这个观点的证据，那么该观点一定是

错误的。（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07）

37．费希纳定律是在韦伯定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前提假设是

A．韦伯分数是一个常数 B．每个最小可觉差主观相等

C．仅在中等刺激强度范围内有效 D．不同感觉系统韦伯分数差异很大

【解析】B
费希纳定律假定所有最小可觉差在主观上相等，且是以韦伯定律作为基础，故也只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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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注意研究中所使用的双作业操作范式应遵循的原则是

A．互补原则 B．对比原则 C．加法原则 D．减法原则

【解析】A
双作业操作的互补原则：对于双作业操作而言，如果两者对资源的总需要超过可利用的

总能量，双作业操作就会发生干扰。此时，一个作业的操作所需资源增加多少，就会使另一

作业可得到的资源相应减少多少。（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53）

39. 衡量人眼对光刺激时间分辨能力的指标是

A．视敏度 B．视速度 C．临界闪烁频率 D．最大闪烁频率

【解析】C
闪光融合频率是视觉时间分辨能力的指标，闪光融合频率越高，说明个体的时间分辨力

也就越强，反之，则越差。通常，人们将人眼对闪光感觉为一个稳定的连续光的临界频率叫

闪光融合频率。

视敏度是视觉系统分辨物体细节的能力或者是对物体的最小可分辨度的能力。（文都比



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36）
根据下列材料，回答 40～42题。为考察词的类型(靶子词、非靶子词)以及辨别条件(高

辨别、低辨别)对双耳追随效果的影响，研究者将 60名被试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30名，一

组既接受靶子词—高辨别条件的处理，也接受靶子词—低辨别条件的处理；另一组既接受非

靶子词—高辨别条件处理，也接受非靶子词—低辨别条件的处理。

根据下列材料，回答 40～42题。为考察词的类型(靶子词、非靶子词)以及辨别条件(高
辨别、低辨别)对双耳追随效果的影响，研究者将 60名被试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30名，一

组既接受靶子词—高辨别条件的处理，也接受靶子词—低辨别条件的处理；另一组既接受非

靶子词—高辨别条件处理，也接受非靶子词—低辨别条件的处理。

40．该实验设计是

A．被试间设计 B．被试内设计 C．混合设计 D．回归间断点设

计

【解析】C
该研究属于 2×2实验设计，一个因素是词的类型，该因素有两个水平，靶子词和非靶

子词；一个因素是辨别条件，该因素也有两个水平，高辨别和低辨别。根据题中叙述可知，

该研究属于混合设计。词的类型这一因素采用的是被试间设计，而辨别条件这一因素采用的

是被试内设计，因为所有被试都接受了高辨别条件和低辨别条件的处理。（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49）

41．该实验中的辨别条件属于

A．被试间变量 B．被试内变量 C．额外变量 D．无关变量

【解析】B
辨别条件这一因素采用的是被试内设计，因为所有被试都接受了高辨别条件和低辨别条

件的处理。（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18）

42．该实验存在的交互作用是

A．词的类型×辨别条件 B．靶子词×非靶子学

C．高辨别条件×低辨别条件 D．词的类型×辨别条件×追随效果

【解析】A
交互作用：一个因素的水平在另一个因素的不同水平上变化趋势不一致的现象，即因素

和因素相结合而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如果两个因素彼此独立，即不管其中一个因素处于哪

个水平，另一个因素的不同水平均值间的差异都保持一致，则不会产生交互作用。（文都比

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96）该实验的两个自变量分别是词的类型和辨别条件。

43．在实验研究中，排除法可用来控制额外变量，但也可能导致研究效度的降低。它可能降

低的效度是

A．内部效度 B．外部效度 C．构思效度 D．统计结论效度

【解析】B
外部效度是指实验结果能够普遍推论到样本的总体和其他同类现象中去的程度，即实验

结果的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研究者也将之称为生态效度。（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210）当通过排除法将它的影响控制以后，实验的结果就无法推广到这种额外变

量存在的情境中了，即实验的外部效度降低了。

44．下列几组数据中，标准差最大的一组是

A．-2，-1，0，1，2
B．2，6，10，14，18



C．5.756，5.765，5.890，5.895，5.923
D．1.00，1.25，1.50，1.75，2.00，2.25，2.50，2.75，3.00
【解析】B
标准差的公式是

根据公式，将选项数据粗略代入，可以估算得出 B为正确答案。（文都比邻《心理学考

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71）
实际这种题目是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来计算的，标准差衡量的是一组数据离散程度，数据

的离散程度越大，其值越大。可以通过观察数据的全距或者每个数据间的差异看出离散程度，

即可推断出标准差大小。

45．当样本容量一定时，置信区间的宽度

A．随着显著性水平α的增大而增大 B．随着显著性水平α的增大而减小

C．与显著性水平α的大小无关 D．与显著性水平α的平方根成正比

【解析】B
影响置信区间的因素包括：①样本容量：n越大，标准误越小，置信区间越窄；②置信

水平：用 1-α表示，置信水平越高，置信区间越宽，即显著性水平α越大则置信区间越窄；

③样本方差：样本数据变异性越大，对于相同置信度，所需置信区间越宽。（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87）

46．某考生得分为 81，在下列次数分布表中，能够直接判断有多少考生得分比他低的是

A．简单次数分布表 B．分组次数分布表

C．累加次数分布表 D．相对次数分布表

【解析】C
累加次数分布曲线根据累加次数分布表绘制而成，横坐标是每分组区间的精确上限或下

限，纵坐标是各分组的累加次数，累加次数对应的即是百分等级。而百分等级表示的正是低

于某测验分数的人数百分比，知道百分等级就可以直接判断有多少考生得分比某个分数低。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65）

47．在下列导出分数中，不具等距性的是

A．百分等级 B．Z分数 C．T分数 D．CEEB分数

【解析】A
本题考查对导出分数的理解，导出分数是在原始分数转换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则，

经过统计处理后获得的具有一定单位和参照点，且可以相互比较的分数量表或符号系统。常

用的导出分数有百分等级和标准分数（Z分数）及其变式（T分数、CEEB分数等），标准分

数及各种变式均具有相等单位，具有等距性。百分等级则不具有可加性、单位不等，显然不

具有等距性。（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48、349）

48．有一组数据：2，3，4，5，6，7，8。该组数据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是 5和 2。如果

给这组数据的每个数都加上 3，再乘以 2，那么可以得到一组新数据。其平均数和标准

差分别是

A．8，2 B．8，5 C．16，4 D．16，10
【解析】C
本题考查的是对平均数和标准差特点的理解：1.对平均数来说：（1）在一组数据中，每

一个数都加上一个常数 C，所得的平均数为原来的平均数加常数 C；（2）在一组数据中，每

一个数都乘以一个常数 C，所得的平均数为原来的平均数乘以常数 C。2.对标准差来说：（1）
每一个观测值都加一个相同的常数 C之后，计算得到的标准差等于原来的标准差；（2）每



一个观测值都乘以一个相同的常数 C，所得到的标准差等于原标准差乘以这个常数。所以新

的平均数为（5+3）×2=16，新的标准差为 2×2=4。（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

精讲》p267、271）
如果考试时脑子短路，不记得平均数和标准差的以上特点了，也可以用最“笨”的办法，

给原数据每个数都加上 3，再乘以 2得出一组新数据，再计算一遍平均数和标准差。

49．下列统计分布中，不受样本容量变化影响的是

A．正态分布 B．t分布 C．χ2 分布 D．二项分布

【解析】A
正态分布是一族分布，即其形态会随随机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的变化而变化。不受样本

容量变化的影响。

求解本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逆向思维的方法，我们都很清楚当样本容量不断增大时，

t分布、χ2 分布和二项分布都会趋近正态分布，说明它们都会受样本容量的变化影响，而只

有正态分布与它们是不同的。（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81-283）

50．有 10道是非题，要从统计上(99%的把握)判断一个被试是否因猜测因素答对，他至少应

正确回答的题目数是

A．5 B．6 C．7 D．8
【解析】D
此题 n=10，p=0.5，q=0.5，p=q，np=5，故此二项分布接近正态分布，这时二项分布的

X变量（即成功的次数）具有如下性质，μ=np，σ=npq，经过计算本题中μ=5，σ=1.58。
也就是说，如果考生随机猜测作答，答对的平均题数是 5，标准差为 1.58。据正态分布概率，

当 Z=2.33时，该点以下包含全体的 99％（注意这时单侧检验），如果用原始分数表示，则

x=μ+2.33σ=5+2.33×1.58=8.688。（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82）

51．能够处理某一行为出现的理论次数与实际次数之间差异的统计检验方法是

A．t检验 B．Z检验 C．χ2 检验 D．F检验

【解析】C
χ2检验能处理一个因素两项或多项分类的实际观察频数和理论频数分布是否相一致；包

括配合度检验、独立性检验和同质性检验。其中配合度检验时用来检验一个因素多项分类的

实际频数和理论次数是否接近。

t检验、Z检验和 F检验都是处理平均数差异显著性的统计方法。t检验和 Z检验处理两

组平均数差异的数据，F检验处理两组以上平均数差异的数据。（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

而基：知识精讲》p303）（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第三版-张厚粲 p292）

52．研究人员要检验 20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在 15岁时智力测验分数的差异，最恰当的

检验方法是

A．两相关样本的 t检验 B．两独立样本的 t检验

C．样本与总体均数的 t检验 D．χ2 检验

【解析】A
题中涉及两样本平均数（智力测验分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应使用 t检验，首先排除

C、D。由同卵双生子可知是相关的配对样本（因为同卵双生子的基因型相同），所以应选用

两相关样本的 t检验。（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92）

53．当积差相关系数 r=0时，对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最佳解释是

A．相关程度很低 B．不存在任何相关

C．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D．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



【解析】C
统计第五章所学习的相关系数讲的都是线性相关。即使是线性相关为 0时仍可能存在曲

线相关（非线性相关）。所以当相关系数为 0时，只能说不存在任何线性相关关系，因为仍

有可能存在非线性相关。所以排除 A、B，选 C。但说存在非线性相关也仅仅是可能，并不

是必然存在，所以 D也是错的。（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75）

54．从心理测量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七巧板”可视为

A．兴趣测验 B．创造力测验 C．态度测验 D．投射测验

【解析】B
清代盛传的“七巧板”和“九连环”可认为是最早的创造力测验，伍德沃斯（Woodworth）

将九连环视为“中国式迷津”，七巧板则被称为“唐图”，即“中国的图板”。（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21）
“七巧板”大家即使没玩过也都有所了解的，所以本题即便不知道以上解析的知识点，

凭借对“七巧板”的了解用排除法也可以得到正确答案。

55．有一名 10岁儿童参加智力测验，他的心理年龄为 12岁，其比率智商是

A．83 B．110 C．120 D．125
【解析】C
比率智商 IQ＝智力年龄/实际年龄×100=12÷10×100＝120。（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

高而基：知识精讲》p355、357）

56．下列关于效果量的表述，错误的是

A．效果量是H1不为真的程度 B．效果量提供了差异大小的信息

C．效果量是实验处理的效应大小 D．效果量反映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程

度

【解析】A
效果量是测量自变量效果的量数，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联程度，即反映统计检验效

果大小或处理效应大小的指标。（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00）选项 A
涉及的是统计检验的结果，这和效果量无关。

57．克龙巴赫提出的系数主要用来α计算

A．重测信度 B．复本信度 C．评分者信度 D．内部一致性信

度

【解析】D
同质性信度指的是测验内部所有题目间的一致性，也称内部一致性系数。其计算方式包

括使用克龙巴赫α系数，公式为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28）
重测信度和复本信度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评分者信度根据评分者人数的不同使用

皮尔逊积差相关、等级相关或卡方检验计算。（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

p326、327、329）

58．心理咨询师常采用心理测验对来访者的焦虑症状进行初步评定。在下列测验中，咨询师

最恰当的选择是

A．SDS B．NEO C．SCL-90 D．SAS
【解析】D
SAS 是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适用于具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用于

评定焦虑症状出现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

SDS是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NEO是五因素调查表，由科斯塔、



麦克雷依据大五人格因素模型采用因素分析法编制；SCL-90 是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的缩写，是最广泛的心理障碍门诊检查表，不适合躁狂和精神分裂患者。（文

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61、366、367）
本题考查的主要是对英文缩写的识别，建议在记忆时还原缩写的全称，理解了含义就很

容易记忆了。

59．在经典测量的真分数模型下，公式��
2 = ��

2 + ��
2 + ��

2中的��
2是

A．测量误差的变异数 B．观察分数的变异数

C．与测量目的有关的变异数 D．稳定的但出自无关来源的变异数

【解析】D
在经典测量的真分数模型下，实得分数、真分数和测量误差之间的关系为 S2X=S2T+S2E，

S2X是实得分数的变异，S2E是指随机误差的变异。系统误差的变异包含在真分数的变异中，

即真分数的变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与测验目的有关的变异 S2V（有效的变异数）和与测验

目的无关的变异 S2I（无效的变异数，即系统误差的变异），即 S2X= S2V +S2I+ S2E。系统误差

的变异即稳定但出自无关来源的变异数。（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25）

60．由于幼儿的智力发展迅速，收集幼儿智力测验信度资料的最佳方法是

A．再测法 B．复本法 C．分半法 D．方差分析法

【解析】C
本题用排除法作答，首先，方差分析法多用于假设检验，不属于收集信度资料的方法，

可以先排除；其次，幼儿的智力发展迅速说明时间间隔为误差主要来源的方法都不能选择，

因为以时间间隔为主要误差来源的测验要求被试在两次施测的间隔期内，所要测查的心理特

质保持稳定，而智力发展迅速，无法满足这个条件，所以排除 A、B，因为再测法和复本法

都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施测，时间间隔是主要误差来源。

只剩下 C，分半信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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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次施测，所以误差主要来源题目本身，与时间因素无关，所以是收

集幼儿智力测验信度资料的最佳方法。（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27、
328）

61．某测验用百分等级表示测验结果，其受测者的测验结果低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他在该

组被试中的百分等级是

A．10 B．16 C．34 D．50
【解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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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81）
各种变式均具有相等单位；在正态分布下，可以利用正态分布表将各种导出分数与百分

等级分数作换算；正态分布下，运用某种变式分数可以将几个测验上的分数作直接的比较。

（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49）
-1≤Z≤0 对应的概率是 68.26%的一半，即 34.13%；那么低于 Z=-1 这个点的概率即 Z

≤-1的概率应为 50%-34.13%=15.87%≈16%。

62．如果要建立两个测验的等值关系，这两个测验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

A．信度相等 B．长度相等

C．效度相等 D．测验总分的标准差相等

【解析】A
测验等值的条件有六点：（1）同质性：被等值的不同测验形式所测的必须是同一种心理

品质且内容与范围基本相同；（2）等信度：被等值的不同测验形式必须有相等的测验信度；



（3）公平性：考生参加被等值的不同测验形式中的任一个测试，等值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4）可递推性：由测验 X与测验 Y之间的等值关系以及测验 Y与测验 Z之间的等值关系，

可以递推出测验 X与测验 Z之间的等值关系；（5）对称性：从等值的两个测验中的任何一

个出发，得到的等值结果都应该是相等的；（6）样本不变性：两测验的转换关系是内在的，

不随所使用样本的变化而变化。（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46）
A选项符合（2）等信度；而测验的长度、效度和总分的标准差都没有在以上六点中涉

及。

63．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用来测评学生学习效果的单元小测验属于

A．标准化测验 B．常模参照测验 C．非标准化测验 D．自适应测验

【解析】C
用于教学活动的成就测验，从编制方法上可以分为标准化成就测验和教师自编测验，即

非标准化的测验。标准化成就测验是由专门机构编制的，测验内容和常模样本较为普遍，测

验的编制、施测、评分及解释测验分数的程序有一定的一致性。而非标准化的教师自编测验

通常因教师、课程、班级或教学单元的不同而有所更换，其内容范围和常模样本较为狭窄。

测评学生学习效果的单元小测验需要根据班级、教学单元等情况以及教学目标的需要灵活编

制的，是非标准化的教师自编测验。（心理测量学-郑日昌 p196）
常模参照测验将被试与常模团体相比较，旨在评价被试在团体中的相对地位。自适应测

验即计算机自适应测验，使用计算机进行测验，快速估计被试能力参数和能力参数估计的精

度，针对精度目标，选出与被试能力匹配的题目。这两项显然都不符合题目的描述。（文都

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41、353）

64．能够反映估计量精确性的统计量是

A．标准误 B．标准差 C．方差 D．四分位差

【解析】A
本题考查对区间估计的理解和掌握，标准误即测量误差分布的标准差，它的大小决定了

区间估计的长度，标准误越小，估计的区间范围也就越小（即置信区间越窄），于是估计的

越准确，此时点估计量就能更好地代表总体参数值。（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

精讲》p287）

65．在下列测验中，以卡特尔的流体与晶体智力理论为基础编制的智力测验是

A．认知评估系统(CAS) B．考夫曼儿童评定成套测验(K-ABC)
C．区别能力量表(DAS) D．一般能力倾向成套测验(GATB)
【解析】B
考夫曼儿童评定成套测验(K-ABC)是美国心理学家考夫曼夫妇于 1983 年基于卡特尔

的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理论编制。

认知评估系统(CAS)又称戴斯认知测验，是戴斯、纳格里尔于 1977 年基于智力的 PASS
模型编制；区别能力量表(DAS)由美国心理公司编制，适用于美国 8~12 年级学生的职业咨

询和教育咨，是最广泛运用的成套能力倾向测验之一；一般能力倾向成套测验(GATB)是美

国联邦劳工部用因素分析法编制。（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5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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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意注意的因素有

A．活动目的和任务 B．间接兴趣 C．活动的组织 D．人格特征

【解析】ABCD



随意注意

①含义：有预定目的，需要一定意志努力才能维持的注意。

②引起原因：

A.注意目的与任务：目的越明确、越具体，越易于引起和维持随意注意。

B.兴趣：间接兴趣对随意注意有重要作用，对活动结果的兴趣即间接兴趣，越感兴趣越

容易维持稳定而集中的注意。

C.活动组织：能否正确地组织活动，也与随意注意有着密切关系。例如生活习惯和工作

习惯良好的人，就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全神贯注的工作。反之，一个没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

整天处于忙乱状态，当他需要随意注意时，反而较难组织。

D.过去经验：与自己知识和经验有关的活动相较于与其无关的活动，越容易引起自己的

随意注意。

E.人格：意志力顽强的人越容易引起自己的随意注意。（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

知识精讲》p19）

67．动觉感受路分布的部位有

A．半规管 B．关节 C．肌腱 D．肌肉

【解析】BCD
动觉又叫运动感觉，它反映的是身体各部分的位置、运动以及肌肉的紧张程度。动觉的

感受器是分布于肌肉、肌腱、韧带和关节中的肌梭、腱梭和关节小体。平衡觉的感受器是内

耳中的前庭器官（包括前庭和半规管）。半规管是反应身体旋转运动的器官，当身体做加速

或减速的旋转运动时，半规管内的感觉纤维（毛细胞）发生反应。前庭是反应直线加速或减

速运动的器官。（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1）

68．下列选项中属于趋一避动机冲突的有

A．进退维谷 B．忠孝难两全

C．爱吃巧克力却担心发胖 D．想请人帮忙又怕被拒绝

【解析】CD
动机冲突有以下几种：

1.双趋式冲突：遇到两个具有同样吸引力，又具有同样强度的目标，但两个目标不能同

时都获得，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这种冲突叫做双趋式冲突。

2.双避式冲突：两个目标都想避开，但只能避开一个，只好选择对自己损失小的目标，

这种冲突叫做双避式冲突。

3.趋避式冲突：同一物体对人们既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这种冲突就叫趋避式冲突。

4.多重的趋避式冲突：人们面对多个目标时，每个目标分别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

用，人们无法简单地选择一个目标而回避另一个，必须进行多重选择叫多重趋避式冲突。（文

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82）
选项 A涉及的是双避式冲突，因为进和退都不是当事人想要的。选项 B涉及的是双趋

式冲突，因为当事人只能在二者选择其一。选项 C中巧克力是个体想要的，但同时发胖不

是个体想要的，因此涉及的冲突属于趋避式冲突。选项 D寻求帮助是个体想要的，被拒绝

不是个体想要的，因此涉及的冲突也是趋避式冲突。

69．PASS智力模型中包括的系统有

A．注意—唤醒系统 B．编码—加工系统

C．执行系统 D．计划系统

【解析】ABD
智力的 PASS 模型：由戴斯、纳格利尔里、柯尔比提出。PASS是指“计划—注意—同



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它包含了三层认知系统和四种认知过程。

（1）注意系统，又称注意—唤醒系统，是整个系统的基础；

（2）同时性加工和继时性加工称为信息加工系统，处于中间层次；

（3）计划系统处于最高层次，负责监督、管理、调节其他心理过程。（文都比邻《心理

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88）

70．根据维果茨基的观点，心理机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标志有

A．心理活动的随意机能 B．心理活动的个性化

C．形成以符号为中介的心理结构 D．心理活动的抽象一概括机能

【解析】ABCD
发展的实质是从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是发展源于社会文化—历史

的发展，受社会规律的制约；儿童在与成人交往中通过掌握语言、符号使其在低级的心理机

能基础上形成了各种新的心理机能；高级心理机能是不断内化的结果。发展的标志有：心理

活动的随意机能；心理活动的抽象概括机能；形成新的心理结构；心理活动的个性化。（文

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16）

71．下列学习与教学方式中，不属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倡导的有

A．情境学习 B．接受学习 C．个别化教学 D．支架式教学

【解析】BC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具有的特点包括学习的主动建构性、学习的社会互动性和学

习情境性。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倡导探究学习、合作学习、支架式教学、认知学徒制、

情境学习等学习和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的个别化教学和接受学习都不是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所倡导的。（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78）

72．下列关于信号检测论 ROC曲线的描述，正确的是

A．β值的改变独立于�'值的变化

B．曲线上各点代表的是相同的辨别力

C．曲线离偶然事件对角线越远，表示被试的辨别力越强

D．曲线离偶然事件对角线越远，表示被试的判断标准越高

【解析】ABC
接收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又称 ROC曲线，它在心

理物理测量中常称为等感受性曲线，即以击中率为纵轴，虚报率为横轴的函数曲线。



1.ROC曲线能反映出先定概率对击中率和虚报率的影响；信号检测标准变化时击中率

和虚报率的变化；不同观察者的敏感性指标 d'。
2.ROC曲线的曲率由被试感受性和信号强度共同决定。

3.曲线上各点反映的感受性相同，判断标准不同，左下边的点表示判断标准高、严。

4.曲线反映 d'大小，ROC曲线离偶然事件越远，辨别力越强，d'越大。（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32）

73．无觉察知觉存在的证据主要来自

A．Stroop启动实验 B．实验性分离实验 C．盲视研究 D．单侧忽视研究

【解析】ABCD
无觉察知觉是指刺激没有被个体的意识所觉察，但却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了影响。盲视现

象和单侧忽视现象是无觉察知觉的典型神经病理案例，研究者也通过 Stroop 启动实验和实

验性分离实验在正常被试身上发现了无觉察知觉，即将知觉和觉察分离开来。（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40）

74．概化理论采用方差分析法分解测量数据的总体方差，通常把数据总方差分解为

A．目标主效应方差 B．测量侧面效应方差

C．各种交互效应方差 D．相对误差与绝对误差的方差

【解析】ABC
概化理论的统计分析分为两个阶段，即 G研究和 D研究。

G研究阶段把观察数据总方差分解为三个部分：①测量目标主效应方差；②测量侧面主

效应方差；③交互效应方差。

D研究最终提供各种测验方案下的测验误差估计值，相对误差与绝对误差的方差是这一

阶段用于描述不同类型测验的误差指标。相对误差方差用于常模参照测验，是指所有与测量

目标有关的交互效应方差之和；绝对误差方差，用于目标参照测验编制，是指除测量目标效

应方差之外的所有方差之和。（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342）
总方差=测量目标主效应方差+测量侧面主效应方差+各种交互效应方差

总方差=测量目标主效应方差+绝对误差方差

75．下列关于χ2检验与方差分析的表述，正确的有

A．两者都是无方向性的检验方法

B．χ2检验的方差分析都必须做齐性检验

C．χ2检验属非参数检验，方差分析属参数检验

D．χ2检验与方差分析都要求测量数据呈正态分布

【解析】AC
χ2检验与方差分析本身都未明确检验的方向，都是无方向性的检验方法。χ2检验能处理

一个因素两项或多项分类的实际观察频数和理论频数分布是否相一致，属非参数检验；方差

分析主要用来处理多于两个以上的平均数之间的差异检验问题，属参数检验。A、C两个正

确选项的正确判断一般不会存在太大问题。

χ2检验基本假设有三点：（1）分类相互排斥，互不包容；（2）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3）
每个单元格中理论次数的大小至少在 5个以上；方差分析的基本假定也有三个：（1）总体正

态分布；（2）变异来源独立（3）各处理内方差齐性。对比两者的前提假设可知，χ2检验与

方差分析不同，它并不要求方差齐性和总体分布正态，故 B、D错误。（文都比邻《心理学

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95、302）

三、简答题：76～80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50分。



76．艾宾浩斯以自己为被试，采用机械重复记忆的方法对遗忘规律进行了定量研究。据此回

答下列问题：

(1)实验使用的材料是什么？

(2)测量记忆保持量的指标是什么？

(3)用简图画出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

(4)实验的结论是什么？

【考点】普通心理学-记忆-遗忘（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

而基：知识精讲》p50）
【答案要点】

（1）实验使用的材料是无意义音节。（2分）

（2）测量记忆保持量的指标是重新学习节省的时间或次数

（2分）

（3）遗忘曲线如下图。（4分）

（4）遗忘进程是不均衡的，表现为先快后慢，然后趋于平

稳。（2分）

【评分说明】针对(3)，考生所画简图能表明间隔时间(横坐

标)与保持量(纵坐标)的关系，且能表明遗忘发展的趋势，即可给 4分。

【解析】

艾宾浩斯在 1885年发表了著作《记忆》，使他成为了第一位记忆这种高级心理过程进行

科学研究的心理学家。他采用无意义音节作为记忆的研究材料的方法从根本上变革了实验心

理学的研究范式。他采用的节省法为实验心理学提供了新的变量测量方法，解决了高级心理

过程的量化问题。

77．简述内部言语的含义及特点。

【考点】普通心理学-言语-内部言语（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64）
【答案要点】

（1）含义：在思维活动过程中，伴随的、不出声的非交际言语。（2分）

（2）内部言语具有以下特点：

①隐蔽性：内部言语是一种不出声的言语，它以语音隐蔽性为显著特点（4分）。

②简略性：内部言语不是用来直接交际的，因此具有不连贯、不完整、不受语法约束的

特点。（4分）

【解析】

言语包括对话言语、独白言语、书面言语、内部言语等内容。注意掌握各种类型言语的

特征。



78．简述儿童同伴关系的作用。

【考点】发展心理学-幼儿心理发展-同伴关系（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

讲》p140、141）
【答案要点】

同伴关系是儿童社会化的动因之一。（2分）其作用有：

（1）同伴可以满足儿童归属与爱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2分）

（2）同伴交往为儿童提供了学习他人反应的机会；（2分）

（3）同伴是儿童特殊的信息渠道和参考框架；（2分）

（4）同伴是儿童得到情感支持的一个来源。（2分）

（5）另外，早期的同伴关系不良将导致以后社会适应困难。（2分）

【解析】

同伴关系在儿童生活中，尤其在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中起着成人无法代替的作用。可

从需要满足、情感支持、信息获得、社会化等角度入手。

79．简述心理测验编制的基本过程。

【考点】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心理测验的编制（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

精讲》p344/345）
【答案要点】

（1）确定测验目的

（2）拟定编制计划

（3）设计测验题目

（4）试测

（5）分析、修改题目

（6）合成测验并施测

（7）搜集测验信度和效度资料

（8）制作常模表或计分键

（9）编写测验使用手册

【评分说明】第（1）~（8）点答对 1点给 1分，第（9）点答对得两分；考生的回答只

要与上述要点接近，即可酌情给分。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对心理测验的编制技术的理解和掌握。考生需要对如何编制一个测验有一

定的认识，包括测验题目的编制、项目分析、信度效度的检验等等。

80．研究者欲研究某城市居民环境保护的动机类型(A因素：短暂动机、长远动机)和环保行



为(B因素：宣传、批评、治理)对所在社区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者采用组间设计，每

种处理方式下研究了 10位成年居民，下面是尚未填写完毕的研究结果的方差分析表。

请给出方差分析表中①②③④⑤对应的数值。

变异源 SS df MS F
组间

A 280 1 280 ⑤

B 48 2 24

A×B 120 ② 60

组内 540 ③ ④

总和 1

【考点】心理统计学-方差分析-两因素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文都比邻《心理学考

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297）
【答案要点】

（1）988（2分）

（2）2（2分）

（3）54（2分）

（4）10（2分）

（5）28（2分）

【解析】

①处填写的是总变异数，总变异数等于组间变异和组内变异之和，因此经过计算为 988。
②处要填写的是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自由度，dfAB=（a-1）×（b-1），经计算为 2。③处要

填写的是 dfW，dfW=dft -dfb。dfb=a×b-1，经计算为 5。dft=n-1，本题中每种处理方式为 10
名被试，因为是组间设计，所有共有 6组被试，那么 n=60。经计算，dfW为 54。④处要填写

MSW，MSW=SSW/dfW，经计算为 10。⑤处要填写的是 A因素的 F检验结果。FA= MSA / MSW，
经计算为 28。

四、综合题：81～83小题，每小题 30分，共 90分。

81．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可以发现，智商高的人在婚姻关系、子女养育、职场适应等方面

并不一定成功。请根据萨罗维(P. Savlovey)和梅耶(D. J. Mayer)的“情绪智力”观点加以

分析与阐述。

【考点】普通心理学-能力-情绪智力（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88、
89）

【答案要点】

（1）基本观点：

情绪智力是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

想和行为的能力。它包括四个主要成分：准确和适当地知觉、评价和表达情感的能力；运用

情感促进思考的能和；理解和分析情感、有效的运用情感知识的能力；调节情绪，以促进情

感和智力发展的能力。（10分）

（2）分析：

①智力是指个体的认知能力，它主要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等。（8分）

②在处理婚姻关系、子女养育、职场适应等问题时，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个体能够较

好地认识、理解和调节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即具有较高的情绪智力水平。（8分）

③智商与情商之间的相关不显著，高智商未必高情商。所以，智商高的人在婚姻关系、



子女养育、职场适应等方面并不一定成功。（4分）

【解析】

从情商和智商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问题，即个体的情商和智商的相关程度较低，这就是

说对于某个个体来讲，智商和情商水平可能是不一致的，智商高，情商未必高，这就会导致

那些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个体在处理情绪情感的问题上存在障碍。

82．试述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并举例说明如何应用该原理来培养和塑造儿童的良

好行为。

【考点】教育心理学-学习的主要理论-学习的联结理论-操作性条件作用说（文都比邻《心

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p172）
【答案要点】

（1）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

①斯金纳认为，操作性行为不与特定刺激相联系，是由有机体自发产生的。人的行为大

部分都是操作性行为，个体主动地进行这些操作以达到对环境的有效适应。（4分）

②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建立与消退：一种操作出现后，随之紧跟强化刺激，则该操作发生

的概率就会增加；（3分）已经通过条件强化了的操作，如果出现后不同有强化刺激尾随，

则该反应的发生概率就会逐渐降低，甚至完全消失。（3分）强化是增加反应概率的手段。（2
分）

③强化的性质与作用：强化有正强化(给予奖励)与负强化(撤销惩罚之分)，无论是正强

化或负强化，都能增加以后反应发生的概率。而任何能增加反应概率的刺激和事件，都是强

化物。通过对强化物的控制，有机何不仅可以学会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且可以学会在什么

时候去做、什么时候不做。（8分）

（2）举例说明如何塑造儿童的良好行为。（10分）

【评分说明】针对（1）中的③，如果考生就强化程序、负强化与惩罚对行为改变的作

用展开了论述，可酌情给分。针对（2），考生只要举例恰当，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解析】

明确强化物、强化、惩罚等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涉及的核心概念。

83．人们发现，大脑两半球对情绪性信息的加工是不对称的，在脑功能指标上存在着偏侧化

现象。有两个理论对此加以解释：半球优势假说认为，只有右半球负责对情绪的加工；

效价假说认为，不同效价的情绪是由不同的大脑半球进行加工的，右半球主要加工消极

情绪，左半球主要加工积极情绪。

(1)请设计一个混合实验检验这两种假说，并简要说明需控制哪些主要额外变量。

(2)什么样的实验结果支持半球优势假说？

(3)什么样的实验结果支持效价假说？

【考点】实验心理学-心理实验的设计-混合设计（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高而基：知识

精讲》p219）
【答案要点】

（1）2×2混合设计：其中一个因素是情绪信息(积极、消极)，为组间因素；（4分）另

一个因素是大脑半球(左、右)，为组内因素。（4 分）因变量为脑功能指标。（4分）被试的

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原有的情绪状态等为主要额外变量。（4分）

（2）若消极情绪组与积极情绪组的被试的右半球被诱发的脑功能活动指标均显著高于

左半球，则支持半球优势假说。（6分）

（3）若消极情绪组的被试，其右半球记录到的脑功能活动指标显著高于左半球；而积



极情绪组的被试，其左半球记录到的脑功能活动指标显著高于右半球，则支持效价假说。（4
分）

【解析】

情绪信息对人有持续性影响，若采用组内设计，容易互相干扰，因此组间设计较为适宜。

对于大脑半球这一因素来说，存在个体差异，而采用组内设计则控制了这一因素对实验结果

的影响，因此组内设计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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