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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认知心理 课程代码：0546 第一部

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认知心理》是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教育类专业为培养和检验考生的认知心理的基

本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而设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认知心

理学是探索人类认知过程和认知特点的一门学科。认知心理

学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形

成了信息加工理论和联结主义理论两大学术流派，并成为发

展最快的心理学分支学科之一。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考生能够了解认知心理的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主要理论、主要实验以及重要成果。同时，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能够锻炼考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帮助考生更好

地理解心理现象并应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认知心理课程具有较强的专业

性，也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课程涉及当代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和前沿课题。与生理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

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相互交叉。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有助于

更好地掌握认知心理的相关理论和技术。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

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总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

习理解认知心理的研究范围、任务和发展；初步了解认知心

理的研究状况；认清人的认知心理实质；联系自己的工作经

验和生活实践，说明认知心理的重要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

与考核目标 （一）认知心理的任务和范围（次重点） 识记：



（1）认知心理的范围；（2）认知心理的层次。 理解：（1）

认知心理在教育领域中的意义。 （二）认知心理的实质（重

点） 识记：（1）认知来源于客观现实；（2）脑是心理的器

官。 理解：（1）认知是人脑对客观现实能动的反映。 （三

）个性倾向性对认知心理的制约性（重点） 识记：（1）个

性倾向性包含的范围；（2）个性倾向性的特点。 理解：（1

）个性倾向性对认知活动的推动作用。 （四）认知心理的意

识性（次重点） 识记：（1）心理的意识性；（2）行为。 理

解：心理、意识和行为的关系。 （五）个体认知发展（重点

） 识记：（1）个体认知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2）认知

阶段的划分； （3）让皮亚杰对儿童认知阶段的划分。 理解

：认知的年龄特点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六）心理是脑

的机能（重点） 识记：（1）神经系统；（2）脑神经活动的

基本规律；反射是神经系统的基本活动方式；反射和反射弧

；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新号系统。 

理解：（1）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的关系；（2）条件反射

是生理现象也是心理现象；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

关系及意义。 应用：合理使用大脑。 （七）认知心理研究的

进展（一般） 识记：（1）认知心理的思辨研究；（2）认知

心理的实验室研究。 理解：信息论和计算机科学对认知心理

研究的影响。 第二章 注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

学习，了解注意的实质、特点和功能，区分不随意注意、随

意注意及随意后注意的各自特点，重点掌握引起不随意注意

和随意注意的原因及注意的各种品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

核目标 （一）注意的特点（重点） 识记：（1）注意的两个

特点：指向性和集中性；（2）注意的外部表现。 理解：（1



）注意的内部状态和外部表现的关系；（2）掌握注意外部表

现的特点对教育工作的实践意义。 应用：分析注意时的外部

表现。 （二）注意的功能（重点） 识记：理解注意选择性功

能的含义。 理解：（1）过滤器理论；（2）衰减器理论；（3

）主动加工模型理论。 （三）注意的生理基础（次重点） 识

记：（1）定向反射； （2）定向反射的意义；大脑皮层优势

兴奋中心活动；大脑皮层的额叶作用。 理解：（1）定向反

射与注意；（2）大脑皮层活动与注意。 （四）注意的种类

（重点） 识记：（1）不随意注意；（2）随意注意；（3）随

意后注意； （4）引起不随意注意的原因；（5）引起和保持

随意注意的条件。 理解：（1）随意后注意和随意注意的关

系；（2）注意规律在教学中的应用。 （五）注意的品质（

重点） 识记：（1）注意的广度；（2）注意的稳定性；（3）

注意的起伏现象（注意的动摇）； （4）注意的紧张性；（5

）注意的分配；（6）注意的转移； （7）注意分散（分心）

。 理解：（1）影响注意广度的条件；（2）影响注意稳定性

的条件；（3）注意分配的条件；（4）注意转移的条件；（5

）注意品质的个别差异。 应用：如何帮助学生克服分心的缺

陷。 第三章 感觉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

握感觉的概念，感受性极其变化，视觉现象及规律，听觉现

象及规律，以及皮肤觉、嗅觉、动觉、平衡觉、内脏觉等现

象及规律。要结合实际弄清感觉规律在实践中的作用。 二、

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感觉的概念及其生理机制（次

重点） 识记：（1）感觉；（2）人借助感觉反映外界事物和

躯体的运动和状态； （3）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 理解：人

的感觉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 （二）感觉的生理机制（次



重点） 识记：（1）分析器的组成部分；（2）内部分析器和

外部分析器。 理解：（1）分析器是在刺激物的影响下发生

反射性变化的器官；（2）感官特殊能说。 （三）感受性和

感觉阈限（重点） 识记：（1）感受性；（2）感觉阈限；（3

）绝对感受性和绝对感觉阈限； （4）差别感受性和差别感

受阈限。 理解：韦伯－费希纳定律。 （四）视觉刺激物及其

生理机制（一般） 识记：（1）视觉的适宜刺激物是一定范

围的电磁波；（2）视觉感受器眼睛； （3）视网膜结构及其

作用；（4）传导机制和中枢机制。 理解：视觉产生的机制

。 应用：保护眼睛对提高视感受性的重要意义。 （五）视觉

的两重作用与适应（重点） 识记：（1）锥状细胞；（2）棒

状细胞；（3）明适应和暗适应。 理解：锥状细胞和棒状细

胞和适应的关系。 应用：适应现象对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

。 （六）颜色视觉（次重点） 识记：（1）彩色和无彩色；

（2）明度；（3）色调；（4）饱和度；（5）颜色混合； （6

）色盲。 理解：（1）牛顿颜色混合三条规律；（2）视觉三

色学说；（3）四色论。 应用：彩色功能及心理影响。 （七

）视觉后像和闪光融合（重点） 识记：（1）后像；（2）正

后像和负后像；（3）闪光融合。 理解：影响闪光融合的条

件。 （八）对比分析器活动对视感受性的影响（一般） 识记

：（1）对比；（2）无彩色对比和彩色对比。 理解：其他分

析器活动对视感受性的影响。 （九）视觉敏锐度（次重点） 

识记：（1）视觉敏锐度；（2）视角和视网膜像大小的关系

。 理解：影响视觉敏锐度的因素。 （十）听觉刺激物及其生

理机制（次重点） 识记：（1）听觉适宜刺激物；（2）纯音

和复合音；（3）乐音和噪音； （4）产生听觉的机制。 理解



：（1）基音和音的配合对音色的影响；（2）乐音对人的心

理影响。 应用：重视听觉疲劳，保护听力。 第四章 知觉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知觉的实质和它的

基本特点。掌握什么是空间知觉、时间知觉、运动知觉和它

们的规律性。结合实际明确知觉规律在实践中的应用。 二、

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知觉的概念（重点） 识记：

（1）知觉；（2）知觉是以现在感受刺激的信号与过去经验

的记忆相结合而产生。 理解：（1）影响知觉产生的因素；

（2）感觉与知觉的区别与联系； （3）影响知觉的主客观因

素。 （二）知觉的特性（重点） 识记：（1）知觉的选择性

；（2）知觉的整体性；（3）知觉的恒常性； （4）知觉的理

解性。 理解：（1）从背景中选择出对象的条件；（2）知觉

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3）过去经验、语调的指导对知觉

理解性的影响。 应用：知觉的理解性在生活中的意义。 （三

）空间知觉（重点） 识记：（1）空间知觉；（2）空间知觉

是由多种分析器实现的；（3）形状知觉； （4）大小知觉。 

理解：（1）大小知觉和形状知觉的恒常性；（2）知觉恒常

性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 应用：空间知觉的重要性。 （四）

立体与距离知觉（重点） 识记：（1）双眼视差；（2）眼睛

的调节和辐辏；（3）线条透视；（4）空气透视； （5）光线

明暗分布；（6）对象的重叠；（7）运动视差。 理解：有机

体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提供的信号对立体和距离知觉的影响

。 应用：立体与距离知觉的重要意义。 （五）方位知觉（次

重点） 识记：（1）方位知觉的含义；（2）方位知觉的参照

系；（3）视觉的方向定位； （4）动觉的方向定位；（5）平

衡觉的方向定位；（6）听觉的方向定位。 理解：实践活动



中视觉、听觉、动觉、触觉、平衡觉相互协同影响空间定向

能力。 应用：方位知觉的重要性。 （六）时间知觉（一般） 

识记：（1）时间知觉的含义；（2）时间知觉的标志。 理解

：（1）参加判断时间的分析器活动；（2）影响时间知觉误

差的因素。 应用：时间知觉的重要性。 （七）运动知觉（次

重点） 识记：（1）运动知觉的含义；（2）运动知觉上阈和

下阈；（3）似动；（4）诱发运动。 理解：运动知觉的依存

条件。 应用：运动知觉的重要性。 （八）错觉（次重点） 识

记：（1）错觉的含义；（2）错觉的种类。 理解：产生错觉

的原因。 应用：利用错觉为生活服务。 （九）观察（次重点

） 识记：（1）观察的含义；（2）观察的条件。 理解：观察

的培养。 应用：观察在科研和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第五章 

记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什么是记忆

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了解瞬时、短时、长时三种

记忆各自的特点。掌握记忆的规律，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教育工作者要学会自觉地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良好记忆力。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记忆概念（重点） 识记：

（1）记忆的含义；（2）记忆的心理过程；（3）记忆的分类

。 理解：（1）记忆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2）记忆在人类

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二）记忆的生物学基础（次重点） 识

记：（1）大脑皮层颞叶和记忆；（2）大脑皮层额叶和记忆

； （3）神经元内核糖核酸（RNA）和记忆。 理解：（1）记

忆的脑皮层定位说和非定位说； （2）通过提取和合成记忆

分子，提出“记忆迁移”的设想。 （三）瞬时记忆、短时记

忆、长时记忆（重点） 识记：（1）瞬时记忆的含义；（2）

短时记忆的含义；（3）长时记忆的含义。 理解：（1）瞬时



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在记忆系统中的联系； （2）短

时记忆与瞬时记忆的重要意义； （3）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是记忆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水平。 应用：三种记忆的重要

性。 （四）识记（重点） 识记：（1）无意识记和有意识记

；（2）机械识记和意义识记。 理解：（1）目的任务对识记

的影响；（2）材料的性质和数量对识记的影响； （3）从不

同感觉道得到的材料对识记的影响；（4）识记方法对识记的

影响。 应用：联系实际说明机械识记的必要性和意义识记的

优越性。 （五）保持（次重点） 识记：（1）识记；（2）识

记的生理机制是暂时神经联系留下痕迹的过程； （3）识记

内容在量上和质上的变化。 理解：识记在整个记忆过程中的

位置。 （六）遗忘（重点） 识记：（1）遗忘；（2）遗忘的

各种表现；（3）暂时性遗忘和永久性遗忘；（4）复习。 理

解：（1）遗忘受识记材料的意义、性质制约；（2）遗忘进

程先快后慢； （3）前摄抑制和倒摄抑制对遗忘的影响。 应

用：结合实际说明如何防止遗忘。 （七）回忆（再现）和再

认（重点） 识记：（1）回忆；（2）再认；（3）直接回忆和

间接回忆；（4）无意回忆和有意回忆； （5）追忆。 理解：

（1）回忆和联想； （2）再认和再现是过去经验恢复的两种

形式，其作用并不相同。 应用：结合实际说明追忆过程是如

何进行的。 （八）记忆的个别差异（重点） 识记：（1）直

观形象记忆；（2）抽象逻辑记忆；（3）情绪记忆；（4）运

动记忆。 理解：（1）按记忆内容划分的记忆类型； （2）根

据分析器在参加记忆中所起作用划分类型；（3）记忆的个别

品质。 应用：结合个人特点，培养优良的社会品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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