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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90_86_E5_AD_c73_573783.htm (一)统计部分 这一部分就

是讲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 描述统计是推断统计的基础，其

包含统计图表、集中量数、差异量数、相对量数、相关量数

五个小节。统计图表简单了解，能够分清各种表和图的差别

及联系即可，而4种量数中又分别囊括了中数、众数、方差、

标准差、标准分数、积差相关、点相关等一系列重要的概念

，这些都有可能会在选择题中出现，只有充分理解每个概念

，并牢牢记住其计算方法及含义，才能保证遇到任何题目不

慌、不混淆；同时，描述统计是推断统计的基础，描述统计

掌握不好，会直接影响你对推断统计的掌握，容易造成公式

的混淆。 推断统计是统计部分的重点，大纲中这部分内容包

括其数学基础、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

、卡方检验、非参数检验七节内容。在这七节里，它们之间

的联系很紧密，尤其对于不太熟悉心理统计的同学来说，有

点摸不着头脑，摸不着头脑就容易觉得它们都很相似，相关

的公式就容易混淆，这是一大忌，因为在考试中如果你分不

清用哪种方法进行计算，就很容易一分不得了。所以在复习

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必须做笔记，并且循序渐进，第一遍通

读这7节，理解大部分内容；第二遍不按章节来看，而是在第

一遍的基础上，整理出每节的核心，即理解记忆参数估计是

用来干什么的，假设检验是什么意思，方差分析又是在什么

场合用等等，对概念及意义进行对比理解。第三遍，又重新

按照章节复习每一块内容，这时候要多做一些练习题，整理



本章节的重要公式，然后将所有的公式对比记忆。本部分内

容马虎不得，不能允许自己有半点的不懂，一点地方比较薄

弱，就会影响其他环节。至于这部分的重点与非重点，考试

以什么形式出现，在上面思想的基础上，我认为都很重要，

这是为了保持知识的连贯性，每一节都不能马虎。当然，参

数估计一般会出选择题，而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可能会出现

在综合题中的几率比较大。其他部分都有出题点。 (二)测量

部分 心理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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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测、测验常模、标准参照测验、心

理测验理论的新发展。心理测验的应用部分主要就是几大心

理测验：成就测验、智力测验、能力测验、创造力测验、人

格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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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的考题中可以发现，这部分内容出了一个简答题：简

述测验标准化的含义及提高测验标准化程度的方法。从这个

题目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也是很灵活的，它可能综合各部

分的内容进行题目综合，也可能结合统计或实验部分进行出

题，尽管大家复习起来有点抓不住重点，但是通过去年的真

题，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部分的出题模式。做到复习的时候

心中有数。 强调一点，这里的解析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最好的学习是同学们自己会动脑子，肯动脑子，总结出一



套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法来，在复习的过程中定要戒骄戒躁，

持之以恒。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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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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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参考书目中，统计部分就参照张厚粲的

那本书就可以了，测量部分最好两本都看看，达到知识的融

会贯通，灵活运用。 百考试题编辑祝考研人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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