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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5_A4_8D_E4_c73_201501.htm 心理统计学是研究在

心理实验或调查中如何收集、整理、分析数字资料，以及如

何根据这些资料所传递的信息作出科学推论的应用统计学分

支。 心理统计学是心理学研究的有效工具之一。心理学发展

的历史证明，科学心理学离不开科学实验或调查，而心理实

验或调查又必然要面临处理数字资料的问题。例如：怎样收

集资料才能使数字最有意义、最能反映所研究的课题；采用

什么方法整理和分析所得数据，才能最大限度地显现这些数

据所反映的信息，从而对实验或调查结果作出科学的解释；

怎样才能从所得局部结果推论到总体，作出一般规律性的科

学结论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依靠科学的统计方法。 

心理统计学与教育统计学、生物统计学、医学统计学等相似

，都是数理统计学在某一学科的具体应用。数理统计学提供

了许多处理数字资料的一般方法，心理统计学则针对心理学

的特点，研究如何应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心理实验或调查中的

数据问题，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又不等同。随着心理学的发展

，必然会有更多的数理统计方法被引进心理统计学中来，这

样也会促进心理统计学的发展。 心理统计学的内容，按其目

的与功能可分为描述统计、推论统计、笛樯杓迫 描述统计主

要研究如何将实验或调查得到的大量数据简缩成有代表性的

数字，使其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这组数据的全貌，将其所提

供的信息充分显现出来，为进一步统计分析和推论提供可能

。 其研究方法是通过绘制统计图表及计算各种统计量来描述



这组数据的各方面特征，一般步骤为：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

，作出次数分布表及次数分布图并算出峰度，以偏度系数反

映数据的分布特征；计算平均数、中数、众数等集中量数，

以表示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计算全距、平均差、四分差、

标准差或方差等差异量数，以表示一组数据的分散程度；计

算相关系数、回归系数或回归方程，以反映两列变量变化之

间的关系或一致性程度。 推论统计是以描述统计为基础，以

解决由局部到全体的推论问题，即通过对一组统计量的计算

分析，推论该组数据所代表的总体特征。 推论统计一般包括

总体参数的估计和假设检验这两方面的内容。总体参数即反

映总体特征的量，一般可以通过适当的样本统计量进行估计

。直接用样本统计量估计总体相应参数所得到的值称为点估

计。除点估计外，最常用的是区间估计。其特点是根据样本

分布及标准差，算出一个区间作为对总体参数的估计，同时

给出这种估计的置信度，即总体参数落在该区间的可能性。 

假设检验是一种统计的推理过程。其方法是首先对于所研究

的问题建立假设，但检验时并不直接验证它，而是提出与此

假设对立的假设，然后通过论证给出相应的显著性水平。在

心理统计中，常用的是平均数、方差、比率、相关系数及回

归系数等统计量的差异检验。也就是要检验从样本得到的统

计量差异究竟是真实代表总体之间的相应参数的差异，还是

仅仅由取样误差所造成。 统计学意义上的实验设计主要研究

如何运用统计手法决定样本的选择及其合理分组方式，并通

过对实验结果中各种因子及误差的统计分析，发现各种对实

验数据的变异有影响的因子以及各因子的主效果或因子间的

交互作用，从而决定该类型实验因子的合理设置及各因子应



取的不同水平，使实验更加有效。常用的具体方法有方差分

析及协方差分析等。 由于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多元性，尤其

是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会使单因子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受到

影响，因此就需要多因子实验，需要多元统计方法。 因计算

过程复杂，多元统计的应用曾一度受到限制。近年来随着电

子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计算上的困难逐步得到解决，越来

越多的多元统计方法为心理统计学所引用，从而促进了心理

统计学的发展。 目前，多元回归、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

聚类分析、判别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已普遍应用到心理学的

研究中，成为心理统计学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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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