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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西南大学心理学-专硕 347-考研真题分析 

一、院系介绍 

西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学校主体位于重

庆市北碚区，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鲜明，现有 53个一级学科，其中有 3个

国家重点学科、2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8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51个一

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有 1种专业博士学位、19种专业硕士学位，另有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 22个，有 6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世界排名前 1%。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起源于 20世纪 50年代成立的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

黄希庭教授任心理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心理学系第一任系主任。目前，心理学部是西南

大学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学部，2017年被列为西南大学的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单位。 

二、西南大学专硕 347 参考书目 

书目 作者 版次 出版社 

《心理学导论》 黄希庭、郑涌 2015年第三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金盛华 2010年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实验心理学》 郭秀艳 2004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 2009年第二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心理学》 张大均 2015年第三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三、西南大学心理学专硕 347 真题题型及分值分析 

题型 2019 年（题量*分值） 

名词解释 4*5’ 

简答题 4*10’ 

应用分析 4*30’ 

论述题 3*40’ 

四、各科目题量分布 

方向 科目 
名词解释

（4*5’） 

简答题

（4*10’） 

应用分析题

（4*30’） 

论述题

（3*40’） 
分值 

心理学导论 2*5’ 1*10’  1*40’ 60’ 

社会心理学  2*10’  1*40’ 60’ 

实验心理学   2*30’  60’ 

发展心理学 1*5’ 1*10’ 1*30’ 1*40’ 85’ 

专硕

347 

教育心理学 1*5’  1*3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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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9 年真题特点分析及解读 

（1）题量及难度：整体来看，西南大学心理学专硕初试试题总体难度并不高，但题

量比较大。所以对于 2020报考的学生来说，在复习期间打下坚实基础是非常必要的。在答

题过程中，运用答题技巧、把控作答时间也非常重要。名词解释和简答题均出自大家较熟

悉的章节及理论，这种题目需要大家对知识点进行准确识记，否则会因表达不准确而痛失

分数。相比而言，应用分析和论述题则灵活了许多，这些题目中，更多的是考察大家的专

业素质，需要看到大家对于知识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内容的思考，这一部分的优秀表现是拉

开分数的关键所在。 

 

（2）科目分布解读：发展心理学是比重最大的，分值 85，其他科目分值比较平均：

心理学导论、社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旗鼓相当，分值都是 60分，教育心理学分值最低，

分值 35分。回顾历年真题，各科的分值并没有固定的比例，而且各科直接的分值相对比较

均衡，由此可见，全面复习、充分备战是夺得高分的不二法宝。在 2019年考研中，考察了

注意的分类、情绪中心境的定义、问题解决、儿童思维发展特点、皮亚杰的三山实验等。

虽然比较基础，但是在题目考察心理学导论、发展心理学基本知识的同时，会辐射测量心

理学、实验心理学当中的知识，因此，在备考过程中，尽量尝试思考各科知识点之间存在

的关系，进行知识连接。 

还需要强调的是，西南大学专硕非常重视实验思维以及应用分析思维的发展，这也是

作为一名准研究生的必备实验素养。在“应用分析题”中，会从各个学科的经典实验为起

点来综合考察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如在 2019 年结合了经典的发展心理学

实验——皮亚杰三山实验。所以在各门学科的学习当中，一定要注意各学科的经典实验，

实验名称、实验流程、实验目的、实验变量这类知识点要能够进行清晰的匹配。比如导论

中的提到的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沃伦等人的音素填补实验等。除了在学校给出的参

考书目之外再多读几本相关的心理学书籍也会对考试有很大的帮助。文都比邻也将根据西

南大学院校特点为大家推荐值得一读的优秀图书。 

（3）复习建议：西南大学的命题中没有选择题，从题目的命题特点来看，也出现了

很多学科融合的题目，在这种情形下，对考生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理解的深度与思维的

灵活度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在准备专业课的时候，一定要多分析多解释，对于课本

中的案例要尝试去举一反三，理解其中原理及方法。做好考研知识阶梯三步走，第一阶梯

是看懂知识，即通读课本，做到理解书本中的内容；第二阶梯是熟记知识，即背诵课本，

做到对基本知识框架与内容的准确记忆；第三阶梯的运用知识，即形成知识网络，实现知

识的相互连接并且能熟练进行应用。 

（4）复习规划： 

1 月-3 月复习计划： 

初步了解院校信息，整理汇总参考教材。 

3 月-6 月复习计划： 

复习目标：打基础阶段，对自己所报考的院校所考的科目进行全面的基础学习，不放

过每个知识点。对基础班课程进行系统且细致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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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方法：这一阶段可以尽早开始读课本，将课本和文都比邻的讲义结合。整理和调

整自己的考研全年的复习计划。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全面扎实开展考研这项大事业。 

7 月-9 月复习计划： 

复习目标：暑期强化第一阶段。对基础阶段的知识点进行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系统学

习。开始结合题目进行自测。在这一阶段要梳理自己的框架和知识树，为自己的复习的质

变做好准备。 

复习方法： 

继续画表格列框架，梳理知识点，抓住暑假的黄金时间，开始背诵记忆。在背诵和刷

题的过程中查漏补缺。根据老师的课程及自己的刷题感受找出重要的高频知识点，进行重

点解决。 

9 月-10 月复习计划： 

复习目标：深化各科知识点，系统整理自己的复习资料，在 9月下旬有属于自己的各

科知识的脉络框架，列框架、画表格。结合题库刷题。 

复习方法：英语的时间适当安排，政治在考试大纲颁布后开始投入时间，专业课的时

间必须保证。专业课按照大纲的知识点，结合自己的复习资料（主要是各科的课本），加上

我的个人看法，最终达到对每个知识点都理解，记忆背诵某些重点。要开始大量刷题，锻

炼自己的做题思维和技巧。在这一阶段文都比邻会推出相应的秋季刷题营课程，名师带你

刷真题、模拟题，针对疑惑专业性解答。 

11 月上旬-12 月上旬复习计划： 

复习目标：争取背一到两遍，合上书要能回答出要点，甚至要做到能扩展开来。 

复习方法：背诵自己的知识框架，对心理学的各科都有很清晰的脉络结构图。这时候

一定要保证专业课 300分的时间。 

12 月中旬-考试前复习计划： 

复习方法：冲刺大背书阶段，这个时候需要重点复习，每门课列出 12—26个重点题来重点

背。这一阶段，文都比邻会推出相应的背书抢分营课程，老师针对性给出重点，并全程监

督。 

六、真题早知道 

1. 名词解释 
1) 同化 

2) 抱负水平 

2. 简答题 
1) 简述影响问题解决的有关心理因素。 

2) 简述小学儿童思维发展的特点， 

3. 应用分析 
1) 学习不良少年的材料，用成绩反馈法唤醒不同的情绪水平，将学生分成四组，消

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 

a) 什么是选择性注意和持续性注意？评估选择性注意和持续性注意的常用任务

范式是什么？（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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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该研究中采用的被试是学习不良青少年，请界定什么是学习不良青少年？

（5分） 

c) 该研究采用成绩反馈法诱发学习不良青少年的高或低的积极或消极情绪，推

测研究者是如何操作的？除采用成绩反馈法诱发情绪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

用？如何确定相应的情绪是被诱发出来了？（10分） 

d) 根据这一研究的结论，谈谈有何现实意义？（5分） 

4. 论述题 
结合有关智力构成的理论阐述，如何评估人的智力水平高低？（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