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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真题汇编 

1．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硕士（回忆版）2011-2017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二、2024年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资料 

2．《心理与教育测量》考研相关资料 

（1）《心理与教育测量》[笔记+课件+提纲]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测量》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测量》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测量》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心理与教育测量》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戴海琦《心理与教育测量》简答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戴海琦《心理与教育测量》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心理与教育测量》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测量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测量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测量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3．《当代教育心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当代教育心理学》[笔记+课件+提纲]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当代教育心理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当代教育心理学》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当代教育心理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 页 共 763 

页 

 

（2）《当代教育心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当代教育心理学》简答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当代教育心理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当代教育心理学》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当代教育心理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当代教育心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当代教育心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4．《实验心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实验心理学》[笔记+课件+提纲]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实验心理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实验心理学》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实验心理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实验心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实验心理学》简答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实验心理学》论述题精编。 

③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实验心理学》综合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实验心理学》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实验心理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实验心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实验心理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5．《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考研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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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笔记+课件+提纲]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统计学》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简答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6．《发展心理学》考研相关资料 

（1）《发展心理学》[笔记+课件+提纲]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发展心理学》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发展心理学》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发展心理学》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发展心理学》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发展心理学》简答题精编。 

②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之《发展心理学》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发展心理学》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发展心理学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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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发展心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发展心理学的定义 

考点：种系发展与个体发展 

考点：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考点：科学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 

考点：生命全程发展研究的出现 

 

考研核心笔记 

德国生理和心理学家普莱尔于 1882 年出版《儿童心理》标志着科学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发展心理学

作为心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对儿童教育实践和个体终生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核心笔记】发展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1.发展心理学的定义 

发展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心理发展规律和各年龄阶段心理特征的科学。发展心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1）广义的发展心理学 

广义的发展心理学是研究种系和个体心理发生和发展的科学。它包括：①动物心理学，又叫比较心理

学；②民族心理学；③个体发展心理学。 

（2）狭义的发展心理学 

狭义的发展心理学，就是个体发展心理学，所研究的是个体从出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生命全程中各阶

段的心理特点和规律。儿童心理学则是个体发展心理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它所研究的是个体从出生到基本

成熟(0～18、19岁)这段生命过程中心理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2.种系发展与个体发展 

（1）心理的种系发展 

①动物心理的进化 

心理的种系发展是指从动物到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心理发生发展的历史。 

心理这一反映形式是在动物出现以后才开始产生的，是与神经系统特别是脑相联系的。心理现象主要

为人类所特有，但它是在动物长期进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动物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最简单的心理

现象，为人类心理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 

动物进化的标志之一是其身体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分化，神经系统的出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在此

基础上才逐渐产生了原始的心理现象。这个进化和发展过程大约分为四个阶段： 

a 刺激感应阶段。动物界的进化是由单细胞动物发展为多细胞动物，单细胞动物(如变形虫)具有一种

散漫的、无意向、无中枢的网状神经系统，能产生刺激感应性反应，即能在一定范围内按照环境中的变化

因素及自身的生存需要来调整自己的动作。这个阶段动物所具有的感觉细胞，能专门负责反应的传导职能。 

b 感觉阶段。网状神经系统进一步发展，进化到了梯形神经系统。这时的动物不但出现了头神经节，

而且出现了彼此独立的原生质神经元，神经元之间的联结叫突触，突触式的联系使神经系统出现新的功能，

于是动物进入了心理发展的最初阶段——感觉阶段。 

c 知觉阶段。动物进化到脊椎动物后，其神经系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了髓和脑泡，最后有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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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泡，即前脑、间脑、中脑、后脑和末脑；动物进化到爬行动物后，则出现了大脑皮质，这时的动物产生

了相对高的分析和综合能力，使种系的心理发展进入了知觉阶段。 

随着大脑的进化，动物可以依赖知觉的过程，对周围的事物做出整体的反应。 

d 思维的萌芽阶段。哺乳类动物属于高级脊椎动物，它们是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种类很多，分布

很广，在生态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类人猿，它的发展已进入了思维的萌芽阶段。

在心理发展上具体特点为：能利用简单的工具，解决问题；模仿人的动作；具有手势语言等，这证明它们

萌发了思维，这种初级的动物思维为人类思维的出现和发展做出了生物学的准备。 

②人类心理的发展 

a 人类的进化。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实现这种进化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直立行走，手的发

展；第二，制造和使用工具；第三，在劳动实践中逐渐产生语言。动物进化受生物原理和规律的支配，而

人类的发展则受社会原理和规律的支配。 

b 人类心理的特点。人类心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它是有意识的心理。

这包括意识客体和意识自我两种；第二，它是社会性的心理。人类的心理受各个不同社会具体条件的影响

和制约，原始人和现代人的心理具有巨大的差异；第三，它是有语言功能的心理。语言有概括和调节的功

能。人类借助语言对周围的事物进行概括性的认识，并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更有意识的调节，人类借助语言

将经验积累下来并传递下去。 

（2）个体心理的发展 

个体心理的发展，是指人类个体在出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中心理发生发展的历史。个体的心理发

展既是个体自身发展成熟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是指个体掌握和积极再现社会经验、社

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过程。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学习在特定的社会中进行正常活动所需的品质、价值

观、信念及社会所赞许的行为方式。 

（3）个体心理与种系心理的关系 

霍尔的复演说认为，应该把个体心理发展看作是一系列或多或少复演种系进化历史。他认为，从种系

进化史的角度看，在个体生活的早期所表现出来的遗传特征比以后表现出来的遗传特征古老，因此它不如

后者稳定和强大。人类进化史上最早出现的活动，在个体发展上最早表现出来，比较高级的，要到年龄较

大时才有，他甚至认为儿童是成人的祖辈，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生物决定论。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从根本上

否定个体心理发展与种系心理发展完全等同的观点，又要反对根本上否定两个历史有一定重复性的观点。

个体心理发展史和种系发展史既有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 

 

3.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1）发展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发展心理学主要涉及心理发展原理或规律的基本理论和个体发展的年龄阶段性特征。其中发展心理学

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①关于遗传和环境在心理发展上的作用问题 

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心理发展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谁起决定作用?目前没有定论。比较一致的观点

是，先天遗传只给人类心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后天的环境会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两者相互作用，

缺一不可。 

②关于心理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问题 

心理发展主要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这是心理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辨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

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心理发展的主要原因在心理内部，身心发展是主动的，

外在的各种因素还是要通过个体的内在动因起作用。 

③关于心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问题 

从相对短的时间跨度看，心理的发展是呈连续状态的，从相对长的时间跨度看，心理的发展又是呈阶

段性的。人类的心理，一方面是不断发展的，但同时又是有阶段性的，应将心理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阶

段性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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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体心理的年龄特征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展开的。 

第一，个体心理年龄特征是指在心理发展的各个年龄阶段中所形成的一般的、典型的、本质的特征，

它与个体生理发展的年龄阶段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由年龄决定的。 

第二，在一定条件下，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既是相对稳定的，同时又是可以随社会生活和教育条件等

文化背景的改变而变化的。 

第三，心理发展存在着个体差异，在年龄特征上也存在着不平衡性。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发展心

理学一般是以横向研究为主，研究每一个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的特征，同时也允许以某一心理现象为线索的

纵向研究。 

【核心笔记】发展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心理学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1.科学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 

（1）科学儿童心理学的产生 

科学儿童心理学产生于 19 世纪后半期。德国生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普莱尔(Preyer，1842～1897)

是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对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到 3岁每天进行系统观察，包括一些实验性观察，最后把

这些观察记录整理成一部著作《儿童心理》，该书于 1882 年出版，被公认为是一部科学的系统的儿童心

理学著作。这本书的出版成为科学儿童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2）儿童心理学的演变 

西方儿童心理学的产生、形成、演变和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之前是西方儿童心理学形成的准备时期。在近代社会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近

代教育发展的推动下，经过许多科学家对儿童发展研究的促进，终于在 19 世纪后期诞生了科学的儿童心

理学。 

第二阶段：从 1882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儿童心理学形成时期。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一批心

理学家，开始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此外，继普莱尔之后，有一些先驱者和开创者，如

美国的霍尔(Hall，1844～1924)、鲍德温(Baldwin，186l～1934)、杜威(Dewey，1859～1952)、卡特尔

(Canell，1860～1944)、法国的比纳(Binet，1871～1938)、德国的施太伦(Stern，1887～1938)等，都以

他们各自的成就，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西方儿童。心理学的分化和发展时期。由于整

个心理学的发展，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和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各种心理学流派，如

精神分析、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一些著名心理学家也相继出现，如瑞士的皮亚杰(I?iaget，

1896～ 1980)、美国的格赛尔 (Gesell， 1880～ 1961)、奥地利的彪勒夫妇 (K． Btihler， 1879～

1963&c．Btihler，1893～1974)、法国的瓦龙(Wallon，1879～1962)等，这个时期儿童心理学已达到相当

成熟的阶段。 

第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西方儿童心理学的演变和发展的时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理论观点的演变，原来的学派，有的影响逐渐减小，如霍尔的复演说，施太伦的人格主义以及

格式塔学派；有的则以新的姿态出现，如比纳、西蒙的测量学说；有的学派在革新后，仍具有很强的势力，

如新精神分析、新行为主义等。二是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变化，特别是 20世纪 60年代以后，由于研究方

法的不断现代化，发现了许多关于儿童发展的新事实，从而丰富了儿童心理学的理论。 

 

2.生命全程发展研究的出现 

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到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1）霍尔的儿童心理学研究 

1904年，霍尔出版了《青少年：它的心理学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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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从此，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年龄范围就从普莱尔的婴幼儿阶段扩展到青年期，霍尔也是最早研究

老年心理的心理学家，他于 1922 年出版了《衰老：人的后半生》一书。但他当时没有提出心理学要研究

个体一生全程的发展。 

（2）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 

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荣格(Jung，1875～1961)是最早对成年心理开展研究的心理学家。荣格对个体

心理的发展，特别是对成年期个体心理发展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理论是在 30 年代。他的发

展观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前半生和后半生分期的观点；二是重视中年危机；三是论述了老年心理，

特别是临终前心理。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艾里克森在荣格研究和理论的基础上将弗洛伊德研究的年龄阶段扩展到青春

期直至老年期。 

（3）发展心理学的出现 

美国心理学家何林渥斯于 1930年出版了《发展心理学概论》，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发展心理学著作。 

美国另一位心理学家古德伊洛弗于 1935 年也出版了一本《发展心理学》，1945 年此书再版。此书在

当时欧美的影响极广泛，在科学性和系统性方面均超过了何林渥斯的《发展心理学》。 

1957年，美国《心理学年鉴》用“发展心理学”作章名代替了惯用的“儿童心理学”，这以后的几十

年来，心理学家在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关于成人心理发展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工作，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于：①对成人思维发展的研究；②对成人记忆的研究；③对成人智力发展趋势的研

究；④对成人自我概念发展的研究；⑤对成人道德发展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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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个体心理 

考点：个体心理现象和行为 

考点：个体意识与无意识 

考点：心理学的基本任务 

考点：几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考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要心理学派系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 

1.个体心理 

个人所具有的心理称为个体心理； 

个体心理：认知，动机和情绪，能力和人格 

（1）认知 

认知指人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 

认知：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语言等 

（2）动机和情绪 

动机：指推动人们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动力； 

动机的基础：是人类的各种需要，即个体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某种不平衡状态；（动机有强弱之分） 

情绪：人在加工外界信息时，不仅能认识事物的属性、特性及其关系，还会形成对事物的态度，产生

满意、不满意、喜爱、厌恶、憎恨等主观体验，这就是情绪； 

情绪与认知：情绪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有对认知有巨大的影响，成为调节和控制认知活动的一种内

在因素； 

人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世界，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意志：自觉地确定目的并为实现目的而自觉支配和调节行为的心理过程叫意志； 

意志与认知和情绪有密切联系，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调节和控制，是根据认知和情绪来实现的； 

（3）能力和人格 

个性：人的心理特性有的是暂时的、偶然出现的；有些事稳固的、经常出现的，这些稳固而经常出现

的心理特性叫个性心理特性或个性； 

心理特性：能力和人格； 

认知、动机和情绪、能力和人格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认识的需要会推动人去探索世界；人的需要的

产生依赖于认知；人的能力和人格是在获得和应用知识的过程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 

 

2.个体心理现象和行为 

行为：有机体的反应系统，由一系列反应动作和活动构成； 

刺激：行为总是在一定刺激情境下产生，引起行为的内外因素叫刺激； 

引起行为的刺激通常通过心理为中介起作用，因为人通常有丰富的主观世界，所以对同一刺激的反应

往往也是不同的； 

心理现象是一种主观精神现象，看不见摸不着，行为却具有暴露在外的特点，可以用客观方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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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行为推测内部心理过程是研究心理研究的一条基本法则； 

心理学常被称为研究行为和心理过程的科学 

 

3.个体意识与无意识 

人的意识特点： 

人的意识是由人的认知、情绪、情感、欲望等构成的一种丰富而稳定的内在世界，是人们能动的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部资源； 

人的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能够预先计划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 

人有意识，动物没有，这是人与动物心理上的区别； 

人的意识不仅可以使人觉察客观存在，还可以觉察自己的内心活动，后者称为自我意识； 

很多情况下，人无法察觉自己的内心活动，以为有些心理现象属于无意识的，它们会对人产生影响，

因此也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与意识密切相连的一种心理现象叫注意，注意是意识对事物和活动的指向和集中； 

注意的基本作用是选择信息； 

 

4.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由于社会的客观存在，便产生了社会心理和行为，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心理和行为有相同也有不

同； 

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PS.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识过程； 

个性心理：心理特性、心理倾向、自我意识； 

【核心笔记】心理学的任务 

1.心理学的基本任务 

（1）心理过程：人的心理现象是在时间上展开的，表现为一定的过程； 

（2）心理结构：揭示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3）心理的脑机制：心理是神经系统的机能，特别是脑的机能；心理学家要研究心理现象的脑机制，

揭示脑与心理现象的关系； 

（4）心理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研究心理现象的种系发展和个体发展以及它们和脑发育的关系，也是

心理学的重要任务； 

（5）心理与环境； 

 

2.研究心理学的意义 

（1）理论意义； 

（2）实践意义； 

 

3.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1）普通心理学：基础学科，研究最一般规律; 

（2）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生理学； 

（3）发展心理学：研究心理的种系发展和人心理的个体发展； 

（4）教育心理学； 

（5）医学心理学； 

（6）工业心理学； 

（7）军事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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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会心理学； 

 

4.心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 

（1）心理学是一门中间学科（性质） 

学科分类学中，通常将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类，心理居于其间; 

（2）心理学相关职业； 

（3）如何做一名心理学家； 

【核心笔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 

2.几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 

概念：在自然条件下，对表现心理现象的外部活动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观察，从中发现心理现象的

产生和发展规律； 

适用情况： 

①对所研究的对象无法加以控制； 

②在控制条件下可能影响某种行为出现； 

③由于社会道德要求不能对某种行为进行控制； 

主要缺陷： 

①在自然条件下，时间很难按严格相同的方式重复出现； 

②在自然条件下，影响某一心理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③由于对条件未加控制，观察时可能出现不需要研究的现象，而要研究的现象并未出现； 

④研究结果容易受到观察者本人的兴趣、愿望、知识经验和观察技能的影响； 

优点：结果真实可靠，第一手资料； 

注意事项：观察者效应；观察者偏差；拟人化错误； 

特征：可控性；可操作性；可证伪性；可重复性；可争辩性； 

（2）心理测验法 

概念：用一套预先经过标准化的问题（量表）来测量某种心理品质的方法； 

分类：按内容分为智力测验、成就测验、态度测验和人格测验；按形式分为文字测验和非文字测验；

按测验规模分为个别测验和团体测验； 

基本要求：测验信度（测验的可靠程度）和效度（测验有效的测量了所需的心理品质）； 

特征：间接性，相对性，客观性； 

（3）相关法 

相关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两个事物的相关程度或强度可以用相关系数系数，相关研究不能揭示因果信息； 

（4）实验法 

概念：在控制条件下对某种心理现象进行研究； 

核心：创造某种条件使某种心理现象得以产生并重复出现； 

分类：实验室实验，自然实验； 

实验室实验：借助专门的实验设备，在对实验条件严加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精度高，可以重复试验，

可以数量化，但具有人为性； 

自然实验：即现场试验，结果比较合乎实际，但实验条件控制不够严格，难以得到精密的结果； 

（5）个案法（对某个个案进行深入而详尽的观察和研究） 

PS.研究心理学的目的： 

①描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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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解释现象； 

③预测未来； 

④控制：改变影响行为的条件； 

 

3.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道德 

【核心笔记】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 

1.现代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一部论述各种心理现象的著作《论灵魂》； 

（1）近代哲学思潮的影响； 

（2）实验生理学的影响； 

 

2.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重要心理学派系 

（1）构造主义 

奠基人：冯特；代表人物：铁钦纳； 

学派主张：心理学应研究人们的直接经验即意识； 

感觉是直觉的元素，意向是观念的元素；激情是情绪的元素； 

研究方法上注重内省； 

（2）机能主义 

创始人：詹姆士（美国）；代表人物：杜威和安吉尔； 

学派主张：不把意识看成个别心理元素的集合，而看成川流不息的过程；强调意识的作用和功能； 

（3）行为主义学派 

创始人：华生； 

学派特点：反对研究意识，主张研究行为； 

反对内省，主张用实验方法； 

学派主张：主要关心环境对人的行为的作用； 

强调人是在和环境交互作用中形成的； 

（4）格式塔学派 

创始人：韦特海默，柯勒和考夫卡； 

学派主张：反对把意识分析为元素，而强调心理作为一个整体，一种组织的意义； 

整体不能还原为各个部分，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 

（5）精神分析学派 

创始人：弗洛伊德； 

学派特点：注重异常行为的分析，强调心理学应研究无意识现象； 

 

3.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和取向 

（1）生理心理学的研究； 

（2）行为主义的研究； 

（3）心理分析的研究； 

（4）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5）人文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 

（6）进化心理学的研究。 

 

4.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1）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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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辅导课件 

 

《发展心理学》考研辅导课件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77 页 共 

763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78 页 共 

763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79 页 共 

763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06 页 共 

763 页 

 

 

2024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发展心理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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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实验心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1． 实验中主试和被试的相互作用会对实验产生哪些干扰？ 

【答案】在心理学实验中主试和（人类）被试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干扰

实验、使实验结果发生混淆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实验者效应，主试在实验中可能

以某种方式（如表情、手势、语气等）有意无意地影响被试，使他们的反应附和实验者的期望。这种现象

称为实验者效应。要求特征，在心理学实验中，被试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被试可能会自发地对实验者的实

验目的产生一个假设或猜想，然后再以一种自以为能满足这一假想的实验目的的方式进行反应。要求特征

的典型例子是霍桑效应和安慰剂效应。 

 

2． 什么是反应时间研究中的速度与准确率权衡现象？ 

【答案】人在完成反应时任务中，平衡速度与准确性的操作特征称为速度-准确性权衡 o被试有时会以

牺牲准确性为代价去换取反应速度，有时则会以牺牲反应速度为代价去换取反应准确性，即被试能根据不

同的实验要求或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建立一个权衡反应速度和反应准确性的标准用以指导他的反应。由于

反应时间部分地依赖于错误率，所以，在选择反应时间作为因变量时，既要考虑反应的速度，也要考虑反

应的准确性。也就是说，反应时间不是一个单一的因变量，而是一个多维的变量。只有当错误率在自变量

的所有水平上都保持恒定时，反应时间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因变量。（豆丁华研ㅠ电子书） 

 

3． 内隐联想测验。 

【答案】IAT 是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分类任务来测量两类词（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

的紧密程度，继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测量的。 

IAT 的基本实验程序分为 7 步： 

（1）呈现概念词的样例，要求被试尽地进行辨别归类，由系统记录反应时， 

（2）对属性词样例进行归类反应， 

（3）联合任务 1，要求被试对概念词与属性词的联合作出反应，由于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有两种可能

的关系：相容的和不相容的，通常在 IAT 实验中设置两个联合任务——相容联合任务和不相容联合任务。

所谓相容，即是指二者的联系与被试内隐的态度一致。 

（4）对联合任务 1 进行测试； 

（5）为了配合联合任务 2 的实施，交换左右键反应的内容，再次要求被试对概念词样例进行反应； 

（6）联合任务 2，和联合任务 1 的反应内容正好相反； 

（7）对联合任务 2 进行测试。 

 

4． 出声思维法的实施程序。 

【答案】出声思维法一般按照以下几个步骤实施： 

（1）对被试进行预训练，使他们能顺利地进行出声思维； 

（2）给被试一个思维作业，比如：一道数学题或是一种智力游戏，让他们用出声思维的方法来完成

作业，同时用录音机记录他们的全部口述； 

（3）当被试在进行出声思维的过程中，发生停顿，实验者应及时提醒或询问他们在想什么，不过，

除非有特殊的研究目的，并事先做过准备，实验者在出声思维过程中，不应提问，以免干扰被试的出声思

维； 

（4）将录下的言语报告逐字逐句地整理成文字材料，并对记录进行细致的分析，提炼其中有价值的

材料，以分析被试思维的过程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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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感觉阈限的测量中，如何鉴别和抵消各种误差？ 

【答案】用最小变化法进行实验时，当递增系列的闽限值大于递减系列的阈限值且差异显著时，就可

以断定被试存在着习惯误差。当递减系列的阈限大于递增系列的阈限且差异显著时，被试就有期望误差。

为了消除习惯和期望误差，我们在用最小变化法来测阈限时，就不能只用一种系列的刺激，而应该是递增

和递减系列交替进行，且二者的次数还应相等，这样还可以平衡练习和疲劳因素对两种系列造成的影响。

在用恒定刺激法测量重量差别阈限的实验中，标准刺激和比较刺激是继时呈现的，这就可能产生时间误差。

为了消除时间误差的影响，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就不能总是先呈现标准刺激后呈现比较刺激，而要使标准

刺激的呈现先后各半。在平均差误法中，为了消除空间误差，标准刺激在左边和右边的次数应各占一半。

为了消除动作误差，被试从长于和短于标准刺激处开始调节的次数也各占一半。（豆丁华研ㅡ电子お书） 

 

6． 采用建构认知模型方法进行思维的研究一般要经历哪些步骤? 

【答案】建构认知模型虽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方法，却仍能总结出大致的步骤和脉络。 

（1）先验模型阶段。第一步，是要先建立一个有关思维心理机制和内部表征的先验模型。这里说先

验模型，就是指研究者头脑中的理论模型，即还未得到实验验证的思想雏形。 

（2）实验验证阶段。在先验模型指导下，进行实验验证是认知模型范式的第二个步骤。实验验证，

即要通过对各种变量的操纵来获得有利的结果，提出支持或否定先验模型的证据，为模型的进一步完善打

好基础。 

（3）模型完善阶段。在对认知模型进行实验验证之后，认知模型的建构就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

对模型进行完善。在新的实验事实基础上，对其原有的模型进行了修正。 

 

7． 实验性内隐自尊包括了哪些类别？ 

【答案】实验性内隐自尊，顾名思义是通过实验操控建立起自我和某些事物的联系，并由此产生了对

这些事物的积极评价的效应，其中又包含三类： 

（1）说服中的角色扮演：指由角色扮演所导致的某种偏好倾向。被试接受了角色扮演任务便意味着

自我和指定立场之间建立了连接，因此对自我的评价泛化产生了对指定立场的积极评价； 

（2）单纯所有权：指个体对于自己直接或间接拥有的物体给予积极评价的倾向。实验发现，先给被

试某些物体，如杯子等，然后让被试对这些物体进行评价，发现被试对这些物体的评价立刻提高了。 

（3）小群体效应：指对群体内个体的评价高于群体外相应人员的评价的倾向。即使群体内和群体外

的成员在除了群体成员资格之外的其他各方面都相似，群体内偏见也会发生，因为共同的成员资格提供了

同自我的联系，使自尊的内隐操作得以成为可能。 

 

8． 霍夫兰德的说服模型。 

【答案】霍夫兰德提出的说服模型着重分析了影响态度改变的四个关键因素——沟通者、沟通本身、

接受者或者及沟通情境。 

（1）沟通者——信息源。沟通者是最主要的信息源（source）。沟通者的专业性、权威性、可靠性、

吸引力等因素都会影响态度改变的效果。 

（2）信息传递方式。在沟通过程中，信息的安排与选择、信息的情绪特征（恐惧唤起）、信息的单

方面呈现或双方面呈现、信息传递途径等等都会影响说服效果。 

（3）目标对象——接受者。被说服者身上的某些特征会影响说服的效果。一是被说服者的人格；二

是被说服者的心境。此外，被说服者的卷入程度、自身的免疫力以及认知需求、自我监控性和年龄等个体

差异也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说服的效果。 

（4）沟通情境。说服过程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和特定的情境中进行的。这些背景或情境因素，对说

服效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9． 简述制作心理物理量表的感觉比例法的基本步骤。 

【答案】该方法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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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呈现一个阈上物理刺激作为标准刺激，然后让被试调节另外一个变异刺激，并随时判断该

变异刺激所引起的感觉量是标准刺激所引起的感觉量一半、一倍还是指定的某一比例，这样可以获得某一

强度的变异刺激所引起的不同感觉量的关系的量表。 

（2）在比较完毕后，可以变化标准刺激的强度，然后再选择一个变异刺激进行调节产生不同物理刺

激强度所对应的不同比例感觉量的关系量表。 

（3）通过上述的比较，就可以建立物理量和心理量之间关系的量表。 

 

10．多因素实验与单因素实验相比有哪些优点？ 

【答案】多自变量实验是指在一个实验中包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不是同一自变量的多个水

平)。多自变量实验具有三个明显的优点：（豆丁华研ㅜ电子え书） 

（1）效率高：即做一个含有两个自变量的实验要比分别做两个只有单一自变量的实验效率要高，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实验控制较好：做一个多因素实验时某些控制变量比进行两个单因素实验时更易于控制和恒定，

比如，在同一个实验中，被试条件是一样的，同一个被试，同样的身心状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

多次实验所造成的实验误差，从而减少实验污染。 

（3）实验结果更有价值：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在几个变量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所概括的实验结果比

从几个单独实验所概括的结果更有价值，更接近实际生活。 

 

11．如何建立顺序量表？ 

【答案】心理物理学中建立顺序量表的主要方法有等级排列法和对偶比较法。 

（1）等级排列法。等级排列法这个方法是把许多刺激同时呈现，让许多被试者按照一定标准，把这

些刺激排成一个顺序，然后把许多人对同一刺激评定的等级加以平均。这样，就能求出每一刺激的各自平

均等级，最后，把各刺激按平均等级排出的顺序就是一列顺序量表。 

（2）对偶比较法。对偶比较法是把所有要比较的刺激配成对，然后一对一对地呈现，让被试者依据

刺激的某一特性进行比较，并做出判断：这种特性在两个刺激中的哪一个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每一刺

激都要分别和其他刺激比较，假如以 n 代表刺激的总数，那么配成对的个数是 n（n－1）／2。然后依它们

各自明显于其他刺激的百分比的大小排列成序，即可制成一个顺序量表。 

 

12．外在情感性 Simon 任务实验。 

【答案】为了避免重新编码对内隐联想测验污染，霍福尔设计了外在情感性 Simon 任务。霍福尔设计

了一项典型 EAST 实验，实验材料为 5 个消极名词、5 个积极名词、5 个消极形容词和 5 个积极形容词。

实验有两种条件，一为词汇以白色呈现，此时出现的词都为形容词，要求被试对词义做出反应，即对积极

形容词按 P 键（积极反应），对消极形容词按 Q 键（消极反应）；二为词汇以彩色出现，此时出现的词都

为名词，要求被试对词的颜色作出反应，即一半被试对绿色词，按Ｐ键，对蓝色词按 Q 键，而另一半被试

对蓝色词，按 P 键，对绿色词按 Q 键。只记录被试对名词的反应时和错误率。结果发现被试对积极名词反

应做积极反应比对积极名词做消极反应来得快，错误更少，同样，对消极名词做消极反应比对消极名词做

积极反应来得快，错误更少。这是由于个体依照所呈现的形容词的评价性特征（积极或消极）做出判断，

并分别做出反应，使得原先中性的按键反应获得了积极或者消极的意义，从而影响了个体的颜色分类反应。 

 

13．最小变化法。 

【答案】在测定阈限时，刺激系列分为递增和递减两种。递增系列的起点安排在被试基本觉察不到的

物理刺激强度范围内，随机选择；递减系列的起点安排在被试基本觉察到的物理刺激强度范围内，随机选

择。在实验时，每个刺激系列都从起点处沿递增或递减方向，依次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报告表示是否感

觉到刺激，若被试感觉“说不准”，则要求其进行猜测。主试以“有”“无”或“＋”“一”记录被试的反应。对于

递增系列，到被试第一次报告“有”，便停止实验；对于递减系列，到被试第一次报告“无”，停止。 

比如，在绝对阈限的测定中，计算分为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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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每个刺激系列的阈限，被试者反应转折点处所对应的两个刺激强度的中点就是这个系列的

阈限， 

（2）求出所有系列阈限的均值，便是最后求得的绝对阈限值。 

 

14．内隐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答案】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刻板印象中也含有无意识的成分。这些成分就构成了内隐刻板印象，

在一定程度上，内隐刻板印象是调节着某个社会范畴所具有的属性中无法内省辨认（或不能准确辨认）的

过去经验的痕迹。目前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内隐种族刻板印象、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等方面。 

内隐种族刻板印象，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抱有种族歧视观念，但是研究表明白人倾向于将积极性

评价和白人连在一起，而对黑人则多施以消极性评价。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而对名望判断的研究中表明，名望判断的标准是旧的低于新的、男性低于女性。

这表明人们内隐地认为男性的成就要比女性高，因此对男性名人的判断标准要比女性宽松。 

内隐攻击性刻板印象，外显态度中同情弱者，或女性柔弱的形象，在内隐社会认知中无论箭头指向攻

击者或指向被攻击者，两性明显的偏好攻击者，不管被攻击者是男性或女性。证明男性在本质上更具攻击

性一面的理论是值得怀疑的，女性对攻击者的偏好显著高于对被攻击者的偏好，反映了女性亦具有攻击性

本能的一面。 

 

15．内部效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答案】（1）主试－被试间的相互作用。主试和被试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干扰实验、使实验结果发

生混淆的相互作用：要求特征和实验者效应。心理学实验中，有效消除主试-被试间不恰当的相互作用，由

此保证试验内部效度的通用手段是双盲实验法。也就是说，主试和被试都不清楚实验的具体目的，因而可

最大程度上避免主试的暗示和被试的顺从。 

（2）统计回归，所谓回归假象是指：第一次测量平均值偏高者，第二次测量平均值有趋低的倾向（向

常态分布的平均数回归）；第一次测量平均值偏低者，第二次测量平均值有趋高的倾向（也向常态分布的

平均数回归）。当实验分组涉及到某些具有极端特性的个体作为被试（如高焦虑组和低焦虑组）时，统计

回归将对实验的内部效度起到极大的影响，实验者将无法区分统计回归的效应和自变量本身的效应。 

（3）其他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 实验内部效度还与许多其他因素的控制有关。例如在实验中，被试的

一些固有的和习得的差异，如性别、年龄、经验、个性等都对研究存在一定的影响。另外在一些长期实验

中，参加实验的人员的流失率会随着时间而增大。而缺失后的被试样本难以代表原来的样本，这同样会降

低实验的内部效度。对于时间跨度较长的实验，必须考虑到个体本身的生长和成熟因素也能影响内部效度。

此外，增设控制组，同样能够解决由于实验程序本身、控制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测量程度的变化对实验内部

效度的影响。 

 

16．序列反应时范式。 

【答案】序列反应时范式是尼森和比勒姆于 1987 年提出的。这种研究范式以反应时为指标，整个实

验过程十分类似一个选择反应时实验：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视觉刺激分别对应不同的反应键，每次呈现一

个视觉刺激，被试按相应键尽快予以反应，该刺激随即消失，短暂的时间间隔后出现下一个视觉刺激。而

SRT 的特点在于，整个实验中刺激的呈现序列是有规律的。在尼森和比勒姆的实验中，屏幕上从左到右的

四个位置依次被设定为位置 1、2、3、4，每个位置都对应着一个按键。视觉刺激是一个星状图形，并按固

定的位置序列呈现。在实验前，被试只被告知将要进行的是反应时测试，他们不知道在任务中刺激是按某

个固定但不明显的模式依次呈现的。主试会在多次重复该固定位置序列的情况下插入一个随机的位置序

列，之后再恢复固定的位置序列。序列反应时范式是用以内隐学习的重要范式之一。 

 

17．什么是听觉掩蔽现象？ 

【答案】听觉掩蔽指两个声音同时呈现时，一个声音因受到另一个声音影响而减弱的现象。一个可听

声由于其他声音的干扰而使听觉发生困难，前者必须增加强度才能重新听到，这种阈限强度增加的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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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347心理学专业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之实验心理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实验心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简答题 

1． 多自变量实验的优点是什么？ 

 

【答案】多自变量实验是指在一个实验中包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不是同一自变量的多个水

平）。多自变量实验具有三个明显的优点： 

（1）效率高，即有两个自变量的实验要比分别做两个只有单一自变量的实验效率要高，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2）实验控制较好，做一个实验时某些控制变量比进行两个实验时更易于控制和恒定，比如被试条

件是一样的，同一个被试，同样的身心状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被试间存在的差异所造成的实验误

差，从而减少实验污染； 

（3）实验结果更有价值，有多种自变量的实验所得的结果，由于在多种情况下都证明是确实的，这

样就比多个单独实验所概括的结果更有价值。 

2． 自变量的类型。 

 

【答案】心理学实验涉及到的自变量种类很多，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作业变量。作业就是指实验中被试的任务，或者实验中所呈现的、和被试任务有关的某种刺激，

例如：迅速呈现的字母串、记忆词表、错觉图形等（呈现这些刺激时要求被试作出特定的反应）。如果把

这些任务的任何特性作为自变量来操纵，则这种自变量就是一种作业变量。 

（2）环境变量 。当被试进行某种作业时，如果改变实验环境的任何特性，那么改变了的环境特性就

是环境自变量。例如，实验室的照明情况或噪音强度都可以作为自变量加以研究。 

（3）被试变量。可能影响对某种刺激的反应的被试的特性因素称为被试变量。这些因素包括：被试

的性别 、年龄、健康状况、智力、教育水平、人格特征、动机、态度、内驱力等。这种变量也是可以被

实验者操纵而成为自变量的。其中有的是实验者可以主动操纵加以改变的（通过主动操纵产生几个自变量

水平），而有的则是被试本身固有的、不能主动操纵的，只能进行测量（根据被试本身的特性分为几个自

变量水平）。 

3． 序列反应时范式。 

 

【答案】序列反应时范式是尼森和比勒姆于 1987 年提出的。这种研究范式以反应时为指标，整个实

验过程十分类似一个选择反应时实验：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视觉刺激分别对应不同的反应键，每次呈现一

个视觉刺激，被试按相应键尽快予以反应，该刺激随即消失，短暂的时间间隔后出现下一个视觉刺激。而

SRT 的特点在于，整个实验中刺激的呈现序列是有规律的。在尼森和比勒姆的实验中，屏幕上从左到右的

四个位置依次被设定为位置 1、2、3、4，每个位置都对应着一个按键。视觉刺激是一个星状图形，并按固

定的位置序列呈现。在实验前，被试只被告知将要进行的是反应时测试，他们不知道在任务中刺激是按某

个固定但不明显的模式依次呈现的。主试会在多次重复该固定位置序列的情况下插入一个随机的位置序

列，之后再恢复固定的位置序列。序列反应时范式是用以内隐学习的重要范式之一。 

4． 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领域。 

 

【答案】内隐社会认知是指人对各种刺激的内隐加工过程,即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虽然行为者不能回

忆某一过去经验，但这一经验已潜在地对行为者的行为和判断产生影响。内隐态度、内隐自尊及内隐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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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等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内隐社会认知课题。 

内隐态度，即过去经验和已有态度积淀下来的一种无意识痕迹，它潜在地影响个体对社会客体的情感、

认识和行为。内隐态度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内容：晕轮效应,即个体将社会对象的某一特性扩散到整体的

心理现象；纯粹接触效应，个体对特定事物的接触频率与喜爱程度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 

内隐自尊是指对同自我相关或不相关联的事物做出评价时，通过内省而不能确认的一种自我态度效

应，并且效应的方向通常是：当事物与自我建立了联系，个体就会对这些事物产生积极的评价。 

内隐刻板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刻板印象中也含有无意识的成分，这些成分就构成了内隐刻板

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内隐刻板印象是调节着某个社会范畴所具有的属性中无法内省辨认（或不能准确辨

认）的过去经验的痕迹。 

5． 试评相关法的优缺点。 

 

【答案】相关研究法是比观察法更为进步的描述性研究方法，相关研究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显示变量间

的共变关系，从而提示研究者注意到各种现象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其方法学特性，决定了相

关研究法的缺点在于： 

（1）相关研究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其选用相关法的前提条件是否得到了满足。当前提不满足的时候，

相关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事物间的关系。 

（2）相关研究法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 相关研究法难以对各种假设作出取舍。 

二、论述题 

6． 论述实验效度及其影响因素。 

 

【答案】实验效度是指实验方法能达到实验目的的程度，也就是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程度。实

验效度主要包括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1）内部效度 

实验的内部效度是指实验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明确程度。如果在实验中：当自变量发

生变化时因变量随之发生改变，而自变量恒定时因变量则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确实是自变量而不是其他

因素引起了因变量的变化，那么这个实验就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由此可知，内部效度与无关变量的控制

有关。 

当实验中未得到控制的无关变量越多时，因变量的变化不是由自变量引起的可能性就越大，实验的内

部效度就越低。当实验结果未受到任何其他变量的干扰，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明确时，实验的内部

效度则是高的。 

内部效度问题其实就是实验变量控制的问题，各种典型的无关变量都会影响到实验的内部效度，现分

述如下： 

①主试－被试间的相互作用：在心理学实验研究中，除了主试给出指导语及被试按指导语要求完成任

务的相互作用之外，他们之间还可能存在着某种干扰实验、使实验结果发生混淆的相互作用。尽管研究者

总要在研究中引入尽可能多的实验控制，但即使是在最谨慎的研究者那里，有两种来源的偏差仍可能受到

忽视：要求特征和实验者效应。 

②统计回归：第一次测量平均值偏高者，第二次测量平均值有趋低的倾向（向常态分布的平均数回归）；

第一次测量平均值偏低者，第二次测量平均值有趋高的倾向。当实验分组涉及到某些具有极端特性的个体

作为被试（如高焦虑组和低焦虑组）时，统计回归将对实验的内部效度起到极大的影响，实验者将无法区

分统计回归的效应和自变量本身的效应。为避免统计回归对实验效度的影响，通常建议实验者在匹配被试

时必须考虑两组被试本身是否同质，如果不同质（就象白人儿童和非裔儿童）就必须以几组被试各自的相

对水平进行匹配。此外，利用统计控制进行协方差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降低统计回归对实验效度的影

响。 

③其他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实验内部效度还与许多其他因素的控制有关。例如在实验中，被试的一

些固有的和习得的差异，如性别、年龄、经验、个性等都对研究存在一定的影响。在对被试进行分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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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使用随机取样和随机分配的方法，即存在被试的选择偏性的话，那么实验结果就会发生混淆，从

而降低内部效度。另外在一些长期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员的流失率会随着时间而增大。即使开始参加实

验的被试样本是经过随机取样和随机分配的，但由于被试的中途缺失，常常使缺失后的被试样本难以代表

原来的样本，这同样会降低实验的内部效度。对于时间跨度较长的实验，必须考虑到个体本身的生长和成

熟因素也能影响内部效度。此外，增设控制组，同样能够解决由于实验程序本身、控制方式的不一致以及

测量程度的变化对实验内部效度的影响。例如，在使用前测 

后测的实验研究中，一般正常情况下，即使没有接受任何实验处理，后测的分数也将比前测的分数高

一些。这中间可能包括练习因素、临场经验、以及对实验目的敏感程度的效应。而这些影响实验效度的问

题，可以通过增设一个无实验处理，仅有前后测的控制组加以解决。如果实验组的后测明显高于控制组的

后测，那么实验组被试的前后变化就确实是由自变量引起的（至少是高于控制组的那部分）。 

（2）外部效度 

实验的外部效度是指实验结果能够普遍推论到样本的总体和其他同类现象中去的程度，即实验结果的

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研究者也将之称为生态效度。 

实验的外部效度就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①实验环境的人为性：实验是在严格的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实验环境的人为性可能使某些实验结果难

以用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现象。在特定的实验情境中，被试通常知道自己是处于被观察的地位，因此

其行为可能会受到影响，表现为与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或不参加实验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实验室

中的仪器设备也会影响被试的典型行为。此外，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被试参与实验时都存在一定

的动机和对实验的预期，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其行为表现。 

②被试样本缺乏代表性：从理论上讲，参与实验的被试必须具有代表性，必须从将来预期推论、解释

同类行为现象的总体中进行随机取样。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因为如果总体很大，即使能够随机取样，但

由于心理学实验的被试通常是自愿的，所以也很难把被随机选上的人全部请来做实验。如果总体是无限的，

例如“七岁儿童”就是一个无限的总体，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所有七岁儿童，随机取样实际上是

行不通的。这样的结果自然会降低实验的外部效度。同样，如果研究者选择一些具有独特心理特质的被试

进行实验时，因为这些独特的心理特质有利于对实验处理造成较佳的反应，就很难将得出的结果推广到其

他特质的被试上去。例如，如果选择一些智力水平较高的学生，进行发现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比较，实验

结果发现前一种教学法优于后一种教学法。但是这一结果显然不能推论到实验以外的其他一般的学生中

去。因为参加实验的对象是具有高智力水平的学生，他们也许比这种特质低的学生（例如，低智力水平的

学生）更能从发现教学法中获益。如果将这种结果随意推广到所有学生上去，显然会造成推 

论的错误。 

③测量工具的局限性：实验者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往往以所使用的测量工具的测量结果来

加以考虑的。例如，把成就动机作为一个因变量，实验者常以某种成就动机量表所测得的分数来界定并评

价其强度。但成就动机的测量工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所测量出的分数并不代表同一种成就动机及其强度。

如果在实验时采用的是某一种成就动机的量表，那么所得出的实验结果便不能推论到采用其他成就动机的

量表的情况中去。 

7． 如何用对偶比较法制成顺序量表？ 

 

【答案】在运用对偶比较法制作顺序量表时，要先将样品两两配成对，一对一对地放到被试者面前，

让他从两个样品中挑选出一个更喜欢的来。由于把每对样品呈现给被试时，或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这

样便会产生空间误差或时间误差。为了消除这些误差，应该把每对样品让被试比较两次。当每对样品第二

次出现时，它们呈现的位置或时间先后，要和第一次相反。整个实验中每对样品比较的顺序完全是随机安

排的。把每个样品被选中的次数统计出来，再按选中次数的大小排成队，选中次数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便是顺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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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论述额外变量常用的控制方法。 

 

【答案】（1）消除法。对于有些可能影响被试心理或行为的因素，可采取消除法，即避免该因素在

实验过程中出现。 

（2）恒定法。有些额外变量无法消除或没有条件消除，可以使其保持恒定，即使其在整个实验进程

中保持恒定水平，以保证其对所有被试的影响基本一致。 

（3）匹配法。首先就是要对所有被试的有关因素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的结果来进行匹配。匹配中不

仅要使各组的平均数几乎相等，而且要保证其标准差几乎相等。 

（4）抵消平衡法。这种方法常用于克服实验中的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在心理学实验中，空间效应

往往是指刺激呈现的位置或被试操作键的位置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时间效应也叫做顺序效应，一般包括

练习效应和疲劳效应两种。 

（5）随机化的方法。就是抽取被试或实验编排上完全按照随机的方法，不附加任何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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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结呜扞籑㽮㡢㭒ꣿ屦论述其意志品质的发展。
	49．试述遗传.环境和教育在儿童心理发展上的作用。
	50．简述婴儿自我意识的发生和发展。
	51．论述：试比较皮亚杰与维果斯基关于心理发展的基本观点｜晞百퍔屢儿童发展与教育进行论述。
	52．论述教育与发展的辩正关系。
	53．前运算阶段的儿童思维具杜瑔魲祰맿�
	54．简述情绪发展理论
	55．论述影响学龄儿童性格发展的因素
	56．结呜扚瑑㽶葭㭒ꣿ屦试述其思维发展的特点。
	57．论述学龄儿童道德意识的发展特点
	58．简述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
	59．简述成年期自我发展主要经历的四个阶段。
	60．初中生心理发展的矛盾性的主要表现。

	《普通心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1． 分析自己属于那种人格类型｜晙艏啢沕羐罷�
	2． 肤觉在人类生活中杜瑎쁎䢑춉腡ཎ䧿�
	3． 试说明暗适应与明适应的特点及机制｜晎蚉욉즐ɞ鑗⡵Ὥ㭎ⵧ屴什么重要意义。
	4． 驱力理论与诱因理论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5． 注意杜瑔魒ټ篿�
	6． 简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及对梦的解释。
	7． 结呜扢䁛晶葎멨㱲禍⡶葹쵼篿屦剖析自己的人格特质的特点。
	8． 短时记忆的特点是什么？
	9． 简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0．什么叫脑裂研究？它对揭示脑的秘密杜瑏喑춉腶葏屵⣿�
	11．一次数学考试中｜晳譟㩟靎虮ۿ屦赵明不及格｜晳譟㪋ꑎ㩦⾁꩒魶葾퍧鳿屦聜暍畦ꑎ㩦⾁ꅧ屴“数学细胞”。请根据维纳的归因理论说说他们以后在数学的学习中的表现及其原因。
	12．什么是词汇理解？词汇理解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13．睡眠分为哪些阶段？如何解释梦？
	14．如何跟踪脑学说的发展｜暋ꒋ왙➁ᅭ㭒꡶葲祰륔貉쑟诿�
	15．思维的定义和种类。
	16．用事实分析知觉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17．简述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含义及主要区别。
	18．为什么人们在推理过程中｜晠㭏ᩑ侀끎N魣꡴ڕᦋ�
	19．简述知觉的组织原则。
	20．试分析日常生活中｜晧屴哪些心理因素影响着问题的解决？
	21．简要评价概念形成的两种理论。
	22．结呜抁葴ډⲌ屢豜扬བྷ⡥㡵Ὥ㬰ŝ屔豛晎恎蒑춉腠✰�
	23．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人的心理现象包括哪些方面？在学习这门学科之前｜晏恦⽠㞋ꒋ왟썴ٛ晶蓿�
	24．编写一个两难故事｜晭䭧ൔ屦年龄儿童对你的故事的反应｜晞百퍔屢道德发展理论分析不呜晞璟葑㽺卟띒⑥굶葲祰뤰�
	25．应该怎样完善自己的人格。
	26．什么是社会态度,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关系是什么｜晹㹏᩠ŞꚘ葭䭹㹏᪈䱎㩶葟煔쵖屴哪些？
	27．什么是内隐记忆？研究内隐记忆杜瑎쁎䡡ཎ䧿�
	28．心理学要研究哪些问题？它的基本任务是什么？研究心理学杜瑎쁎䢑춉腶葴ڋ메豛麍ཎ䧿�
	29．什么是机能系统学说？乜瑎⩧㪀ﵼﭾ�葑獼ﭙ艏嗿�
	30．研究人生发展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杜瑔魎㮉腶葸ᑺ癥륬헿�
	31．分析自己属于哪种人格类型｜晙艏啢沕羐罷�
	32．坎农-巴德学说在情绪理论中杜瑎쁎䡗く䵎๏屵⣿�
	33．说明工作记忆的含义、成分及其各成分的功能。
	34．对于能力不足的儿童｜晢ᅎﵐ婎魎쁎䣿�
	35．上网查询一下｜暏턀ぞ瑧敎ⵖﵟ썴ٛ晛뙶蒑춉膍ⅳ屴哪些？
	36．简述逆转理论的基本观点？它对我们理解动机的本质杜瑔魔⽹㫿�
	37．什么是神经特殊能量学说？如何评价？
	38．如何理解知觉学习？请列举一些杜璍ꍶ葷쥛晎恶葳낌愰�
	39．心理学杜瑔魎㮉腶葛晹텒٥Ὓ荎⡎멼筵Ὥ㭎ⵧ屴什么作用？
	40．成年以后,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杜瑎쁎䡲祰맿ᾔ衛憐�魲祰맿屦人应该怎样调适自己的生活？
	41．什么是社会化｜晹㹏ᩓᙶ葟煔쵖屴哪些？
	42．深度知觉的单眼线索。
	43．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与动机杜瑎쁎䡑獼ﯿ�
	44．什么是工作动机？对于它的结构杜瑔魷୬헿�
	45．心理与行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怎样？
	46．什么是陜扎୷짿ὕ䙎ᩞ罔䩎ⵦ⽙艏啒⥵⢖屢下知觉的？
	47．什么叫双眼视差？怎样解释它在深度知觉中的作用？
	48．人格测验的方法杜瑔췿�
	49．需要层次理论。
	50．什么叫迁移？迁移的主要类型和特点杜瑔鯿�
	51．试分析感觉陜抖偎ὓ흠❶葶鉑獼אּ�
	52．什么是认知地图？它在动物的位置学习中杜瑎쁎䡡ཎ䧿�
	53．心理学家是如何界定人格的？人格具杜瑔魲祠⟿�
	54．影响时间知觉的因素杜瑔鯿�
	55．儿童语言获得的理论主要杜瑔鯿�
	56．试说明音调与频率的关系。
	57．什么叫神经——体液调节？各种内分泌腺对人类行为杜瑔魟煔췿�
	58．简述注意的概念及类型。
	59．能力杜瑔魹쵼篿ᾋ햋๔ѹ춀ﵒ魶葲祰륎๏屵⠰�
	60．为什么说思维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

	《普通心理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论述题精编
	1． 试述冯特心理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
	2． 用事实分析知觉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3． 论述心理学对人类学习机制的探索和认识。
	4． 论述创造性的心理成分及影响因素。
	5． 在现实生活中｜晎멎콞㡓텳끦穕䚚�葎멗⡚婙ﭑ獼אּś偙獑简눰ƀ䱗㪐ɞ鑻䥥릗扞癎ൎ[驢ၒ鿿屦请根据萨洛维和梅耶的“情绪智力”观点加以分析和阐述。
	6． 论述人格测量的方法｜晞皋屴关理论和其优缺点。
	7． 豜抌屢语言加工的模块化观点和交互作用观点的主要分歧点在哪里。
	8． 列举和说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9． 用认知心理学的观点阐述什么是问题解决？并举例说明影响问题解决策略的因素。
	10．什么叫色觉的对立过程理论？它和传统的色觉理论杜瑎쁎䢀呼ﭔ豓㩒⯿�
	11．简述知觉的组织原则。
	12．试论述情绪的外周机制｜晛荎⡠앾ꝵⵧ屴什么作用？
	13．姗姗正骑马在山间漫步。突然｜晙祶蒚汵ㅎ蹒䵥률▐Ὢ⪏읶葎S呛傀屦跳了起来。请用几种情绪理论｜扙舀䌀愀渀渀漀渠᐀䈀愀爀搀 琀栀攀漀爀秿屦JamesLange theory｜昀匀挀栀愀挀栀琀攀爀✀猀 琀眀漠᐀昀愀挀琀漀爀 琀栀攀漀爀祔谀䰀愀稀愀爀甀猀✀猀 挀漀最渀椀琀椀瘀攀 愀瀀瀀爀愀椀猀愀氀 琀栀攀漀爀祻䧿屴分析姗姗的可能反应。
	14．什么是神经特殊能量说？如何评价？
	15．错觉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16．区分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陈述性记忆与程序性记忆以及语义记忆与情景记忆｜晞皉쩛荎⽠㝑玀呶萰�
	17．试阐述成就目标定向理论｜晞皌屢豜抋﹘ɶݾ퍧葦⽙艏啟煔쵎⩏卶葢ၜㅶݛ驔ᅶ萰�
	18．试述脑电测量技术和脑成像技术与认知心理学的关系。
	19．试述情绪的外周机制。它们在情绪产生中具杜瑎쁎䡏屵⣿�
	20．如何用实验法来检验两种学习之间是否存在前摄抑制或后摄抑制？
	21．注意的认知理论。
	22．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了解人的气质类型？
	23．述评当前关于注意认知研究较杜瑟煔쵶葴ڋ먀�
	24．试说明暗适应与明适应的特点与机制。视觉适应在生活中杜瑎쁎䢑춉腡ཎ䧿�
	25．气质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理论。
	26．简述韦纳的动机归因理论。
	27．解释大脑皮层的功能及其在人类心理和行为中的重要意义。
	28．试评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29．什么是注意的晚期遜瑢ڋ뫿屢反映遜瑢ڋ뫿屴？什么是内隐加工？两者的关系怎样？
	30．论述心理学的各个流派的主要观点和其优点与缺点｜晞癎㹏譒ꁎะ�
	31．短时记忆的概念与特点是什么？短时记忆是怎样存储与提取的？
	32．试述心理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及几种主要方法。
	33．试述弗洛伊稳精神分析理论的早期和后期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34．论述能力的个别差异性。
	35．试评述情绪动机-分化理论。
	36．简述德韦克(C.S.Dweck)的成就目标定向理论。
	37．试举例分析新皮亚杰理论与传统皮亚杰理论的异呜昰�
	38．人格理论家们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存杜瑒٫柿ᾋ肉膋ะ�
	39．试述坎农——巴德学说。
	40．试阐述“心理旋转”和“心理扫描”的典型实验｜晏悋ꑎ㩛荎寧썴ٛ晶蒍ⅳ⹎㮉膈桳끗⡔쳿�
	41．试论述情绪的中枢机制,脑的不呜暐䵗⡠앾ꝵⵧ屴什么功能？
	42．试述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扎츀㥎ᙾꩧ⭒　㈀ぎᙾ꩔屴的主要学派和思潮。
	43．影响实验研究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因素。
	44．试评述几种主要的注意遜瑢ڋ먰�
	45．从目标价值、内容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豜抌屢你对发展心理学这门学科的认识。
	46．试述并评价几种主要的能力理论。
	47．杜瑎몋ᱳ끗⡦⽞逸葎㭎䥶葥屦结构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了”｜暋몏恛憐��쉰륶葷୬픰�
	48．试述条件反射理论分析广告的作用原理。
	49．人在言语风格上的差别很能表现人的个性差异。
	50．脑成像、脑电测量等大脑神经活动测量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51．评述听觉的频率理论和位置理论。
	52．从反映的内容、形式和时间乜瑥릗拿屦分析思维与感知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53．试述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
	54．试述大脑皮层几个主要的语言区及其语言功能。
	55．试述语言的含义及其特征。
	56．阐述问题解决及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
	57．试分析影响能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58．试述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59．试阐述成就目标理论｜晞皌屢豜扳끗⡶蒋﹘ɶݾ퍧葦⽙艏啟煔쵎⩏卶葢ၜㅶݛ驔ᅶ萰�
	60．社会性动机杜瑔鯿Ὓ荎⡎멼筹㹏᩵Ὥ㭎ⵧ屴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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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实验心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多自变量实验的优点是什么？
	2． 自变量的类型。
	3． 序列反应时范式。
	4． 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领域。
	5． 试评相关法的优缺点。
	6． 论述实验效度及其影响因素。
	7． 如何用对偶比较法制成顺序量表？
	8． 论述额外变量常用的控制方法。

	2024年实验心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冯特对实验心理学的贡献。
	2． 个人空间坜扶葭䮑콥륬핧屴哪些？
	3． 自然形成的内隐自բ虔魼筒⯿�
	4． 最小变化法。
	5． ERP技术在注意领域内杜瑔魞鑵⣿�
	6． 试举例说明情绪是后天习得的
	7． 论述内隐记忆
	8． 请描述一下信号检测论的实验过程。

	2024年实验心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采用建构认知模型法进行思维研究时存在哪些优缺点？
	2． 人类时距知觉的研究。
	3． 思维的研究方法杜瑔鯿�
	4． 反应时新法。
	5． 加数法的原理。
	6． 论述个体差异的研究变量
	7． 豜抌屢建构认知模型
	8． 论述空间知觉线索都杜瑔鯿�

	2024年实验心理学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出声思维法的实施程序。
	2． 外在情感性Simon任务实验。
	3． 资源限制理论和可证伪标准。
	4． 情绪诱导法及其种类。
	5． 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
	6． 试述实验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7． 简述斯波林(Sperling)的部分报告法的实验程序.
	8． 请从误差方面比较乜瑹쵓硟썴ٲ楴٬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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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简评实验法的优缺点。
	3． 威尔逊的双重态度模型。
	4． 如何建立等距量表？
	5． 减数法的原理。
	6． 在信号检测论实验中｜晎屴无法相比｜暋쑎핶葏ᡒ뽏即끗⡔魥릗拿�
	7． 论述影响实验内外效度的因素。
	8． 研究者是怎样对个人空间坜抏�䱛麚豸ᑺ癶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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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实验心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如何对待拥挤？
	2． 费幜晾덛寧썴ٛ晧屴哪些贡献？
	3． 出声思维法的实施程序。
	4． 因变量的类型
	5． 人类时距知觉的研究。
	6． 核对清单阅读法在阅读过程中的八大问题是什么？
	7． 论述额外变量常用的控制方法。
	8． 试举例说明情绪是后天习得的

	2024年实验心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空间知觉的物理线索杜瑔鯿�
	2． ERP技术在注意领域内杜瑔魞鑵⣿�
	3． 时间抽样技术的优缺点。
	4． 内部效度的影响因素杜瑔鬀�
	5． 注意的的晚期遜瑢ڋ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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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试述情绪的测量方法
	8． 试述过滤器理论。

	2024年实验心理学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多自变量实验的优点是什么？
	2． 思维的研究方法杜瑔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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