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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A0_94_E5_BF_c73_382314.htm 心理统计和测量，尤其是

心理统计，是心理学科领域内的“数学”，所以很多考生，

在初步接触统计学科时便浑身悚然，感觉这么多公式，章节

又多，头一下大了几倍。其实真正看懂以后，你会发现那只

不过时表面现象而已，何以此说？下面我们可以逐步为大家

分析，帮助大家走出这个误区，同时还会结合大纲,在学习策

略上有所建议。 一 对心理统计学科重要性分析 (一)心理统计

在学科领域中的作用(地位) 统计是行为科学研究所离不开的

一种工具。那么心理统计作为统计学科的一个分支，必然是

作为行为科学组成部分的心理学科研究所必须的工具。心理

学的发展也证明，科学心理学离不开科学实验或调查，而心

理实验或调查无论从最初的研究设计和控制，还是收集、录

入数据，以及最后的数据分析，都离不开心理统计的帮助。

这就是说，如果没有统计的参与，心理学科是无法达到科学

化的，一些心理学科领域的问题解决也是不可想象的。 (二)

统计在考试中所占的分值比例 大纲规定统计和测量部分总分

为70分，与发展和教育部分分值相同。对于这70分在统计和

测量两部分的分数分布上基本可以达到 三比一的比例。因为

首先测量部分的很多计算可以直接归类到统计部分，其次，

由于一些实验设计的方法是与统计方法一一对应的，所以统

计部分学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实验部分的分数。总之，这部分

要以统计作为复习的核心，兼顾测量。当然测量部分同样需

要认真的准备，只不过重要与否是相对化的。 二 统计学科的



特色 (一)学科性质 文章开头我们说过，心理统计是整个心理

学科领域中的“数学”。这就直接说明了统计是一门完全理

性和逻辑性的学科。完全理解性的概念性知识不多，主要是

对一些统计方法的应用。但是它又比我们的大学高数要简单

许多(大纲部分)。所以考生只要用心去学习，完全可以轻松

的搞定，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像学习数学那样，做大量的练习

，通过练习理解和体会统计一些定义和以及算法的真正含义

，通过练习来把握相对于自己而言的难点。 (二)知识分部特

点:各章节联系紧密并且逻辑化 统计部分的知识板块特别清晰

：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两大部分；其中的各个章节之间具有

紧密的逻辑关系和连接性。考生一旦对知识完全理解，则很

快就能形成整体化知识体系，这样就非常容易从整体上把握

知识。所以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将各个章节串联

起来，找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一些不同统计方法的异同，

可以说，如果考生开始就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统计部分相对

其他部分使最省时间的。 (三)试题考察特点 统计本身的知识

特点，决定了其命题方式是有很明确的方向性的：少部分是

对描述统计部分的概念和定义的理解考察；描述统计部分一

些小的统计量的计算；推论统计部分则大多数都以简答题或

者与实验设计结合起来在综述中考察。而且这两部分很可能

是同时命题。所以考生对推论统计部分的掌握相对更加重要

。那么在复习过程中要分主次的多加练习。 三 08大纲分析 根

据08年大纲，统计部分没有任何变动，测量部分新加入了第

四章的最后一节心理测验的应用。为什么统计部分大纲没有

任何变化；测量增加部分说明了什么问题；以及其今年在命

题上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做了以下分析： (一)统计部分大



纲不变的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大纲之所以不进行任何变动原因

有二：1、上面提到过，统计是心理实验和调查的数据分析的

工具，不同的实验、不同的设计方案对应的统计方法也是完

全不同的。而恰恰实验设计方案往往不是唯一的，不同考生

其方法是不同的，那么需要应用的统计方法自然不同，也就

是说对于统计部分应用在实验设计中是无法具体化的。那么

就不能删减去年的某些考过的知识点。2、由统计学科的知识

紧密衔接性决定的。因为统计知识是一个逻辑关联性非常紧

密的学科，其中的知识点就像一串链子一样，少了其中任何

环节，都影响其完整性，以及对统计知识点的理解。 (二)测

量部分大纲分析 测量部分加入了心理测验的应用部分。这很

明朗的表明，今年在测量方面更注重考生对一些心理测验的

应用能力。因为测量部分的很多知识，尤其是心理测验部分

，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常为实验所应用，如果对这些测验

不理解，不能实际应用的直接影响了科研能力，所以加强心

理测验的应用性考察，间接的说明实际的实验设计和操作能

力是命题组考察的重中之重，更是院校导师选拔学生的根本

标尺。 (三)08年命题特点预测 去年的统计和测量部分考题，

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比如简答题中一道统计和一道测量题目

，都没有什么深度，尤其是测量部分纯属记忆性知识点。随

着命题的逐渐成熟化，考题的难度肯定会由提升，尤其是统

计中的推论统计部分，很有可能会考察方差分析这样类似复

杂一些的知识点，考生要做好思想准备和实战准备。对于测

量部分，在去年考察了记忆部分的前提下，今年应该不会再

以同样的形式命题，考生应该从其应用角度进行准备，尤其

是跨学科间的应用。比如测量与普心的结合，测量与实验和



发展教育部分等，这些都有命题的可能行，因为这既考察了

考生的跨学科应用知识的能力，又增加了试题难度，可以很

好的区分不同层次的考生，从而使试题具备很好的区分效度

。 四 统计和测量部分的知识归类以及复习应对策略 统计部分

(一)统计部分内容划分和整理： 大纲中将心理统计划分为两

大部分内容，分别是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其中描述统计又

包括了统计图表、差异量数、集中量数、相对量数、相关量

数等五小部分。推论统计部分包括推断统计的数学基础、参

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卡方检验和非参

数检验七部分。 我们可以将两大部分再进行有逻辑关系性的

划分为四个部分：统计的基础、统计检验、参数估计、回归

分析。统计基础部分包括描述统计整体和推断统计中的数学

基础；统计检验包括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而参数检验又

分为假设检验和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包括卡方检验和大纲

中非参数检验部分。 这四部分的逻辑性体验在：1、第一部

分使后面三个部分的基础，主要是后面三部分用到的一些基

本量的概念部分。2、第二部分是整个统计部分的中心，而参

数估计是与检验一种比假设检验提供更多信息对总体的参数

进行推断的方法，二者的差别在于，假设检验的结果是对当

前数据与总体是否存在差异的回答，而参数估计是用一个数

值或者一个区间来表示未知总体的参数或者参数的变化范围

。3、回归分析则与检验并列为对实验结果的整理方法，只不

过回归分析结果反映的是相关关系性，而检验得出的结果反

映的是因果关系。这样，四个部分的关系就非常清晰，考生

注意从提到的几层关系角度去理解知识体系，整理相应的笔

记，这样知识就很好把握了。 (二)不同部分的复习侧重点分



析 1、基础部分重在理解概念，由于它是后一章的基础，理

解概念的性质非常重要，也要会计算和解释。考生可以先做

一些课后习题，因为这些题目比较基础，可以很好的检验你

对基础知识的理解程度，然后再做一些院校历年真题这样可

以帮助你把握考点。总之，这章一般只要掌握了基本量的概

念并能进行计算和解释即可。 2、检验部分是统计部分的重

中之重，不但要掌握不同的检验方法，同时要达到灵活应用

的水平。而要达到灵活运用，就必须分清不同检验方法的实

用条件，这点非常重要。比如何种条件下应用z、t检验，其

条件间的差别量是什么？根源何在？方差分析思想是由什么

问题而产生的？这些问题考生再复习时都要深入思考，如果

对类似问题考生都能对答如流的话，考题中的任何问题便会

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建议考生把不同的检验方法及其实用

的条件列成表格的形式，有比较性的记忆。考生不仅要会灵

活应用，还要注意如何将不同的检验方法应用于不同的实验

设计类型。 3、参数估计是统计中涉及面很小的一部分，他

很有可能在选择或者简答中考察。考生注意练习一些相关题

目即可，因为这部分相对比较简单。 4、回归分析这部分与

基础部分的相关有逻辑关系，考生可以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

复习。这部分题目也比较容易，注意记忆一些公式。如果考

察的化会在简答题中出现。 对于统计部分理解是前提，做题

时根本，练习的题目多了，同时遇到难题多思考，养成经常

对知识点进行总结的好习惯。统计的复习自然就简单化了。 

心理测量部分 (一)测量部分的内容划分 心理测验也分为测验

理论和测验应用两大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测量的理论基

础、信度和效度、误差、项目分析；心理测验的编制技术、



实测、测验常模、标准参照测验、心理测量理论的新发展。

心理测验的应用部分主要使几大心理测验：成就、智力、能

力、创造力、人格测验。 (二)复习策略 测验理论是重点，信

度、效度的分析，常模参照测验与标准参照测验、测验的制

作过程等重在理解，不需要死记硬背。对心理测验理论的新

进展理解就好。各种测验主要是了解每种测验中有代表性的

几种著名量表。同时特别强调的是测验部分很可能会考察它

的应用方面，所以不仅要再认和记忆其中的细节，也要注意

对其应用方面的思考和练习，前面我曾提到过它们与其他学

科结合的可能性，希望考生注意。 总之测量部分以小知识点

的记忆为主，同时注意一些测验的应用性。 五 参考书目 统计

部分参考书目 张厚粲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王孝玲 《教育统计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甘怡

群 《心理与行为科学统计》 北京大学出版社 测量部分参考书

目 戴海崎 《心理与教育测量》 暨南大学出版社 郑日昌 《心

理测量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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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