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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复习资料1、 心理学（2002.4）（2004.4）：是研

究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规律的科学。2、 心理学研究方法3

、 观察法：观察法是指在自然情境中对人的行为进行有目的

、有计划的系统观察并记录,然后对所作记录进行分析,以期发

现心理活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的方法。4、 测验法：测验法

是指使用特定的量表为工具,对个体的心理特征进行间接了解,

并做出量化结论的研究方法。5、 实验法（2002.10）

（2003.10）：实验法是在控制条件下对某种行为或者心理现

象进行观察的方法。6、 调查法：调查法是指就某一问题要

求被调查者回答自己的想法或做法,以此来分析、推测群体的

态度和心理特征的研究方法。7、 意识（2002.4）（2004.1）

（2004.4）（2006.4）（2007.4）：意识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高

水平的心理活动,指个人运用感觉、知觉、思维、记忆等心理

活动,对自己内在的身心状态和环境中外在的人、事、物变化

的觉知。8、 注意（2002.10）（2003.10）：注意是心理活动

或意识在某一时刻所处状态,表现为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

。9、 不随意注意：不随意注意是指事先没有目的、也不需

要意志努力的注意10、随意注意：随意注意是指有预定目的

、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11

、随意后注意（2007.10）：事先有预定目的、但是不需要作

意志努力的注意12、生物节律：是指有机体生理功能的周期

性变化,它表明有机体内部存在一个“生物钟”,随时监视着时



间的进程。13、日节律（2005.10）：存在于动物和人身上, 主

要表现为睡与醒的周期性循环, 以及一些生理方面的节律变

化,如血压、排尿、荷尔蒙分泌等。14、感觉：刺激物作用于

感觉器官，经过神经系统的信息加工所产生的对该刺激物的

个别属性的反映。15、知觉（2002.10）：知觉就是人脑对直

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

映，使人对感觉信息的整合和解释。16、感受性（2005.4）：

感受性是指人对刺激物的感觉能力17、感觉阈限（2005.4）：

感觉阈限是人感到某个剌激存在或剌激发生变化所需刺激强

度的临界值。18、 社会知觉（2002.4）（2006.10）：就是指

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向(社会

特征和社会现象)做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19、超感知觉

（2004.4）：通过不同于人类感观而获得有关外部世界、其他

人或未来的信息的可能性。20、最小可觉差：在刺激变化时

所产生的最小感觉差异，简称jnd.21、视觉适应（2004.10）：

是在剌激物持续作用下感受性发生的变化,适应既可以是提高

感受性,也可以是降低感受性。22、近因效应：指在总体印象

形成过程中,新近获得的信息比原来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的现

象23、首因效应：指的是人们在对他人总体印象的形成过程

中,最初获得的信息比后来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的现象。24、

晕轮效应（2004.4）：晕轮效应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

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

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25、社会刻板效应（2007.10）：社

会刻板印象指人们对社会上某一类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的看

法,也是一种概括而笼统的看法。26、记忆（2002.10）：记忆

是在头脑中积累、保存和提取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27、学



习（2003.4）（2004.10）：通过主客观的相互作用,在主体头

脑内部积累经验、构建心理结构以积极适应环境的过程,它可

以通过行为或者行为潜能的持久变化而有所表现。 28、接受

学习（2006.10）：将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所学习的内

容是以某种定论或确定的形式通过传授者传授的,无需自己去

独立发现。29、*陈述性记忆（2007.4）：陈述性记忆处理陈

述性知识,即事实类信息，（是可以言传的）。30、*程序性记

忆（2007.4）：又称技能记忆,记忆程序性知识,（一般是很难

言传的）。31、*组块：是指人们对刺激的不断编码所形成的

稳定的心理组合。32、*编码（2005.10）：编码是记忆的第一

个基本过程,它把来自感官的信息变成记忆系统能够接收和使

用的形式。33、*组织策略：即根据知识经验之间的内在关系

，对学习材料进行系统、有序地分类、整理和概括，使之结

构合理化。34、*语意网络：信息被组织在体系不太清晰的框

架中，包含了表征各种概念的节点和彼此相联系的连线，连

线的长短代表着联系的密切程度。35、*图示：是一种心理网

络结构,它表示的不是许许多多的具体事物,而是各种知识要素

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36、思维（2002.4）（2003.4）

（2007.10）：思维是以人已有的知识为中介,对客观事物的概

括的、间接的反映。37、概念：概念在心理学上指的是反映

客观事物共同特点与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高级认知活动的

基本单元,以词的形式来表现。38、问题解决：定义为具有一

系列目标指向性的认知操作，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①目标

指向性 ②操作系列性 ③认知性操作 39、想像：想像是对头脑

中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40、创造

性思维（2005.4）：是指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



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思维活动。41、演绎推

理（2004.10）：是指从一组具体事物经过分析综合得出一般

规律42、归纳推理：从一般原理演出新的具体结论的思维活

动。43、算法式（2006.10）：依照正规的、机械的途径去解

决问题。44、启发式：能够通过观察发现当前的问题状态与

目标状态的相似关系，利用经验而采取较少的操作来解决问

题。45、爬山法（2007.4）：指经过评价当前的问题状态后，

限于条件，不是去缩小，而是去增加这一状态与目标状态的

差异，经过迂回前进，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总目标。46、*算

子：解决问题需要运用一系列的认知性操作来从初始状态达

到目标状态。这些认知性操作称为算子。47、*功能固着性：

即人们在知觉一个物体时，趋向于只从它的一般性功能上认

识它。48、*定势（心向、心理定向）：在连续进行工作时，

如果一个人屡次成功地以相同地方法解决了某类问题，会使

他机械地或盲目地以原有的方式方法解决类似问题，而不去

寻求新的、更好地方法。49、智力（2004.4）：看作是人的一

种综合认知能力,包括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抽象推理能力等

等。50、能力（2003.4）：指人们成功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

的个性心理特征,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智力则只是表现在人

的认知学习方面（比较）51、流体智力（2002.4）：指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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