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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8_AF_8A_E6_c73_201489.htm 基本内容：一 心理诊

断：1．概念：心理诊断 结构式会谈 非结构使会谈 2．心理诊

断的方法有哪些 3． 结构式会谈与非结构式会谈的优缺点4．

影响会谈成功的因素有哪些二 心理测验： 1．概念：心理测

验2．了解心理测验的发展史3．掌握心理测验的应用 4．熟悉

心理测验的条件 5．掌握标准化心理测验的条件 6．熟练掌握

常用心理测验的分类7．为何要控制心理测验的使用 目的：

掌握心理测验的理论知识，熟悉心理测验的操作方法及评分

标准，以及对心理测验的相关要求，通过心理测验使自己对

自己更加了解，可以使自己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扬长避短

更好的发挥。 第一节 心理诊断概述 一．概念： 心理诊断：

是指医生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三轴观点指导下，用心理

学的方法和技术来评定病人的心理障碍，确定其性质和程度

，以帮助临床诊断疾病。心理诊断含有评定的意义。 二．心

理诊断的目的：其目的有三1．就诊者心理状态和行为是否正

常及异常的性质、程度、原因。 2．就诊者生理状态是否正

常，生理障碍的部位、程度和性质，生理障碍对心理过程的

影响及心理过程对生理障碍的影响，心身关系。3．社会因素

对心理和生理障碍的影响。 三．心理诊断的方法： 临床上常

用的心理诊断的方法有：观察法、会谈法、个案法和心理测

验法。1．观察法：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病人的心理行

为表现，如表情、姿态、动作、语言、睡眠等，根据观察结

果作出评定和判断。临床观察根据需要可分为以下几种方法



： ⑴从时间来分：①长期观察 ②定期观察 ⑵从形式来分：①

住院观察 ②门诊观察 ⑶从内容来分：①一般观察 ②重点观察

应该注意的是，首先观察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计划；其次是

必须客观和精确，反复多次，不可轻易根据某些偶然现象就

作出结论；三是必须做详细的、准确的观察记录，必要时可

利用一些辅助工具如照相、录像、录音等。 观察法的运用有

一定局限性，为了提高观察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根据临床诊

断的需要，编制出各种临床心理评定量表，用于心理诊断。

2．会谈法：是指医护人员或临床心理学家通过与病人的谈话

过程，了解病人 病情的来龙去脉，心理异常表现的性质几产

生的原因，病前的生活经历和遭遇，以及可能存在的心理冲

突和病人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等，从而达到诊断的目的

。 会谈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一般分为结构式会谈和非结构式

会谈两类。 ⑴结构式会谈：是由主谈者按所需资料的要求，

一比较固定的方式和次序，编制出会谈的提纲或问卷，并且

主动发问，要求病人按问题回答。 结构式会谈的优点： ①有

助于系统地收集所需资料。 ②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追问和检

查。 ③方法固定，节省时间。 结构式会谈的缺点： ①方法比

较刻板。 ②查问过于主动。 ③会引起病人的反感或只能得到

“是”与“否”的简单回答。 ⑵非结构式会谈：主谈者与病

人自由交谈，让病人自然而然地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优点： 

①可以使病人在谈话中较无戒心地吐露出内心的真情实意。 

②在方法上比较灵活。 缺点： ①需要的时间较多。 ②由于没

有一定的重点与方向，易出现顾此失彼。 ③经验不足者难以

把握。 影响因素：①主谈者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会谈成

功的关键。 ②表里兼顾。 ③把握会谈方向。 ④联系过去和现



在，结合主观和客观。 ⑤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3．个案法：

主要依靠收集病人有关的个案资料，综合系统地进 行分析，

查清病人心理障碍的表现，分析其病理机制，对疾病做出判

断。 优点：在于对病人的心理障碍能作出较全面深入的考察

分析。 个案资料的内容丰富，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病人身份：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经济状

况、社会地位。 ②求诊原因：紧张、失眠、忧郁、恐惧等促

使病人就诊的因素。 ③病人现状：指病人目前心理异常的表

现及其性质、特征、程度、诱因背景等。 ④病人的既往史：

指病人出生前后至病前的各种有关资料。 ⑤病人病前的人格

特征：兴趣、爱好、脾气、习惯、智能等。 ⑥病人的家族情

况：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成员对病人的态度。

4．心理测验法：心理测验法是心理诊断最常用的且较科学的

检查、评价方法，下面将详细讲述。 第二节心理测验 一．心

理测验概述及其发展简史 （一）概述：心理测验：是依据一

定的心理学原理和技术，对人的心理现象或行为作出推断和

数量化测量分析的一种手段。 （二）心理测验的发展历史 现

代心理测验是在实验心理学和统计学方法基础上形成的，近

百年来主要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 。 冯特是心理学史上的第一

位心理学家，他于1879年在的国的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

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标志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

。首先倡导科学心理测验的学者是英国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

高尔顿。另一个对心理测验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美国心理学家

卡特尔， 1890年，他在《心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心理测验

与测量》使心理测验第一次出现在心理学文献中， 1905年法

国心理学家比内和西蒙受法国教育部的委托，编制了比内西



蒙量表，首次提出了心理年龄（智龄）的概念。它是世界上

第一个智力量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特尔曼于1916年修订

发表了《斯坦福比内智力量表》并引出了智商的概念。20世

纪40年代《韦克斯勒智力量表》问世，使个体智力测验日益

成熟起来，目前已被世界许多国家广泛采用，我国也在80年

代初引进并修订了这个量表。一战时，美国心理学家为快速

经济地选拔军人，而发明了团体测验，如陆军甲种和乙种智

力测验。虽然一战很快结束，但它对扩大心理测验的影响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心理测验开始于1914年的二、三十年

代。我国心理学家曾两次修订过比内量表，之后，心理测验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9年才恢

复，近年来我国心理学家正在致力于测验的本土化，编制适

合我国文化背景的智力测验、人格测验、适应行为量表等，

并已取得初步成功。 （三），心理测验的应用 1．在临床工

作中的作用。 2．在教育工作中的用途。 3．在人才选拔工作

中的应用。 二．心理测验的条件 （一）对主试的要求： （二

）对被试的要求： （三）对环境的要求： （四）测量工具的

选择： 三．标准化心理测验应具备的条件： 1．样本数要大

，要有代表性。 2．要有可以比较的常模或正常值。 3．要有

信度。 4．要有效度。 5．施测方法标准化。 四．常用心理测

验的分类 心理测验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按测验功能分

：智力测验、特殊能力测验、成就测验人格测验、神经心理

测验。 2．按材料的性质分：文字测验、非文字测验。 3．按

测验的方法分：问卷法、作业法、投射法。 4．按组织方式

分：个别测验、团体测验。 五．心理测验的使用原则： 1．

测量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2．必须慎重的选择测验。 3．必须



正确地看待测验结果：不能绝对化，应客观的去评价它。 4

．必须遵守职业道德： 六．应控制心理测验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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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