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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点评及考核重点 梁伟伟：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针

对2007年刚刚考过的心理学统考整体考试特点与主观题解体

思路与答题要点给大家做详细的探讨。 梁伟伟：今年心理学

考核的总体特点，一句话概括就是考查比较全面，注重主干

知识和基本知识、基本能力的考察。 梁伟伟：针对今年的选

择题来讲，考察到细节知识比较多，但都比较基础，没有超

出大纲范围内的具体内容。整体来说，整各试卷思考量较大

，计算量不大(因为部分考场居然不让用计算器)。很多考生

的感觉就是：“没有没见过的，只有记不准的”。 这就对考

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考生对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理

解应与，实际跟理论联系，要求在实际生活中，多思考。还

要记住某个概念的名称一定要和提出这个概念或理论的心理

学家对应起来，不能记混了。 梁伟伟：对于今年的主观题来

讲，考查类型应用理解型居多，识记型题目份量轻一些。要

求记忆的知识点都是一些比较系统的知识，也就是在书上已

经阐述的比较清晰，有很明确的逻辑体系的知识点。而且在

主观题里面要求理解应用的比较多，考了80分；而要求识记

类的才考了60分。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很多知识点在

历年真题中出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来源：考试大 梁伟伟：

作为第一年全国范围内心理学联考，教育部只给定了一份很

薄的考试大纲，并没有指定出某些具体的参考用书。我们海

文学校在新大纲刚出台的时候来到新浪考研频道做访谈节目



时，邀请到了心理学辅导专家为大家推荐了相关专业课辅导

用书，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例如普通心理学，

心理学统计与测量，基本看北师大彭老师的普通心理学、张

老师的统计心理学就就够了；而教育心理学、试验心理学、

则要多参考几本书，某一本是不够的，否则不能保证全面覆

盖考试大纲要求知识点。这些对08年参加心理学考研的同学

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指导。 梁伟伟：这些考核的特点基本跟

考纲要求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也跟海文学校在暑期举行

的心理学辅导强化班上老师讲的内容非常一致，具体说来就

是：普心重点在于识记。 发展心理学，这门学科的考核特点

就是描述性强，知识点比较零散。例如今年考核的真题里面

有一道题，讲的就是一个14岁男孩日记，分析该年龄段青少

年心理特点。考题要求考生能理解，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能

分析，什么现象对应什么特点。材料分析，很多答案都在给

定的材料，题干里，分析材料时，尽量联系到这个年龄段主

要理论。不象其它几科理论性比较强。 心理学统计与测量，

试验心理学则更加注重对相关原理的理解和应用。 心理学整

体命题规律及简答题答题要点 梁伟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

用测验目标与命题双向细目表来为大家详细地演示一下。对

于普心里面的内容，识记30分左右，理解30分左右，应用30

分左右；而对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识记15分左右，

理解25分左右，应用30分左右；实验心理学识记10分左右，

理解25分左右，应用30分左右；最后统计与测量，识记20分

左右，理解30分左右，应用20分左右。大家通过以上的分析

就能对考试命题规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梁伟伟：好，考试

刚刚结束时，我们就联系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一



些著名心理学辅导专家，集中讨论研究了今年心理学考试中

的简答题与论述题的答案要点与解题思路。下面我将按照跟

这些老师讨论出的参考答案，对今年考试的试题，简答题与

论述题部分它们的答案要点及解题思路进行简单的分析。 来

源：考试大 对于试卷中的第76题，问题要求是：简述能力发

展的个体差异(考识记) 答案要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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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个体差异。 1、能力在发展水平

上存在高低的差异。大致说来，能力在全人口中的表现为正

态分布：两头小，中间大。智力的高度发展叫智力超常或天

才，智力发展低于一般人的水平叫智力低下或智力落后，中

间分成不同的层次。 2、能力在表现也就是充分发挥上存在

早晚的差异。有些人的能力表现较早，年轻时就显露出卓越

的才华，这叫“人才早熟”。另一种情况叫做“大器晚成”

，这指智力的充分发挥在较晚的年龄才表现出来。 3、结构

的差异。能力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它们可以按不同的方式结

合起来。由于能力的不同结合，构成了结构上的差异。 4、

能力在性别上也表现出差异，不过这种性别差异并未表现在

一般智力因素上，而是反映在特殊智力的因素中。比如在数

学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和空间能力上就表现出男女差异。来

源：考试大 对试卷中的第77题，问题要求是简述正强化、负

强化和惩罚的区别(识记，理解) 答案要点：正强化是指在某

一情境中增加某种刺激，有机体反应概率增加，该刺激产生

的作用称为正强化；负强化就是某种刺激在有机体做出一个

操作反应后消失，有机体反应概率增加，该刺激产生的作用

就是负强化，它与在一定反应后呈现厌恶刺激使反应概率降



低或终止的惩罚是不同的。当有机体做出某个行为之后，呈

现一个厌恶刺激或者不愉快刺激，以消除或抑制此类反应的

过程，称为惩罚。消极强化是通过讨厌刺激的排出来增加反

应在将来发生的概率，而惩罚则是通过厌恶刺激的呈现来降

低反应在将来发生的概率，惩罚不能使行为发生永久性的改

变，只能暂时抑制行为。 试卷中的第78题，试题考核的是：

什么是测验的信度？影响信度的因素有哪些？(识记) 答案要

点：信度指测量的一致性或可靠性程度，是测量结果的稳定

性程度。换句话说，若能用同一测量工具反复测量某人的同

一种心理特质。则其多次测量的结果间的一致性程度就叫信

度。一组测验分数的真实变异与总变异数(实得变异数)的比

率。即：rxx=s2T/s2x. 1、受试者方面就单个被试而言，其身

心健康状况、动机、注意力、持久力、求胜心、做答态度等

会影响测量误差。就团体被试而言，整个团体内部水平的离

散程度以及团体的平均水平都会影响测量信度，若团体的平

均水平太高或太低，同样会使测验总分的分布变窄，低估测

量的真正信度。 2、主试者方面不按规定实施测验，制造紧

张气氛，给以特别协助，评分主观等。 3、测验内容方面试

题取样不当，内部一致性低，题数过少，题意模糊等。 4、

施测情景方面测验现场条件，如通风、温度、光线、噪音、

桌面好坏、空间宽窄等。 5、如果测验的题目太难或太容易

，都会影响测量的信度。来源：考试大 6、间隔时间以再测

法或副本法求信度，两次测验相隔时间越短，其信度系数越

大；间隔时间越久，其他变异介入的可能性越大，受外界的

影响也越多，信度系数便越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