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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专升本） 

变态心理学 

课程考试大纲 

 

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变态心理学是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必修课程。变态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人的心理变量与

社会、遗传、生理机制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个体的行为表现与大众人群行

为之所以不同的心理原因，研究人格的建构、发展与适应。变态行为的成因，

症状特征与分类，以及诊断、预防和治疗。与临床心理学相比，变态心理学偏

重于变态行为的理论问题。它与心理学的其他分支交叉渗透，互为补充。 

变态心理学的研究显示人的心理疾病可以由心理学方法而非医学方法医

治，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它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揭示心理异常的性质、特点

及类型以及各种异常行为的过程及形成条件：二是研究如何依据心理异常的规

律设计可行的咨询方法以及如何进行干预的方法。 

二、课程目标（评价目标）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是通过系统学习使应考者了解变态心理学的研究

对象、任务和方法，认识变态心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学习运用变态心

理学的基本原理判断、分析异常心理现象的能力，适当掌握变态心的诊断和治

疗方法，为今后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同时为后继课程的学

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1.了解变态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发展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了解解

释与描述行为异常的重要理论观点，以及异常行为的特点与影响因素等。 

2.掌握人的异常行为构成的各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运用相关

的理论对各种异常行为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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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变态心理学研究中重要且独特的研究方法，了解这些方法对于研究

心理异常的重要性，并能运用于研究与实践活动的设计。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与本课程相联系的课程是普通心理学、心理学史、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

学、发展心理学。其中，普通心理学描述一般的心理过程，发展心理学描述人

的心理发展过程，社会心理学描述个体在社会情景中的人的心理过程。以此为

铺垫，再续修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等课程。基于上述理由，

变态心理学课程应定位于“概论”,即着重构建本课程基本的内容框架，呈现基

本概念、原理，使考生牢固掌握，透彻理解。在运用方面，只要求一般应用。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不同心理障碍的诊断标准及临床的治疗方法，应该非常熟练的掌

握，以便于更好的服务于患者。 

次重点：心理障碍的定义、变态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等重在理解。 

一般重点：变态心理学的理论以及理论的发展应该掌握并熟知。 

难点：能够根据案例或者实际患者的情况，熟练并灵活运用诊断标准，为

患者做出合理的诊断。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

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

是： 

识记（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心理诊断与评估的内

涵、方法及要素，及变态心理学的理论以及变态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

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Ⅱ）：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不同心理障碍的概念及原

理的内涵及外延，理解相关心理障碍的诊断与评估，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

对不同心理障碍的症状表现、诊断标准以及治疗方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

说明。 

简单应用（Ⅲ）：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心理诊断与评估的知识，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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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出的问题进行某一实际领域的判断和解释，得出恰当的诊断结果。 

综合应用（Ⅳ）：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心理诊断以及不同心理障碍类的

知识，对心理问题进行多个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心理分析和论证，并得出解

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编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应该明确变态心理的定义与含义；了解人类对变态认

识和理解的历史以及变态心理学发展的三个方面对变态心理学这一学科的概

述。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心理障碍及其相关概念、心理障碍的基本元素、心理障碍定义、变态心理

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对心理障碍的认识及其演变、变态心理学的理论、变态

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 心理问题定义；（2）变态心理的基本元素:痛苦、适应不

良、不合理、不可预知性和失去控制感、少见的和非传统性、观察者不适、违

背标准；(3)心理障碍定义；（4）变态心理学。 

2.领会：（1）判断变态时应注意的几点；（2）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

任务；（3）早期对变态的认识中包含超自然的解释、生物学原因和心理的原

因，近现代对变态的观点包括了生物学模型、心理学模型、社会文化模型和生

物心理社会模型。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根据判别变态的基本元素，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是否属于

变态心理或行为。 

2.综合应用：如何才能建立一支专业而且有效的变态心理学研究队伍。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心理问题、心理障碍的定义、变态心理的基本元素、变态心理

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变态心理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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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难点是变态心理学中常见的理论取向、人类认识异常心理现象的历

史、心理障碍的判别。 

 

第二编 变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科学方法的共同特征、遗传学以及跨时间、

跨文化研究、各种研究方法。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科学方法的特征、科学研究的范式、各种常见的研究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科学方法的共同特征；（2）范式；（3）横断设计；（4）

纵向设计；（5）聚合交叉设计；（6）个案研究；（7）统计显著性与临床显著

性。 

2.领会：（1）实验研究与相关研究的优缺点；（2）个案研究的优缺点；

（3）实验研究的要素。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本章核心概念和内涵。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原理设计实验检验某种方法的有效性。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和考查难点是横断设计、纵向设计、实验研究的优缺点。 

 

第三编 测量效度与系统误差控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现代的心理障碍评估和诊断；了解心理评估

技术；认识精神病病的主要诊断系统；进一步讨论哪种论断类别最适合于理解

和处理哪种特定的心理疾病，以及如何去评估一个论断分类是有用的、可信

的。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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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评估与心理诊断、心理障碍的诊断、心理评估要素、主要的诊断标

准，影响诊断准确性因素。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心理诊断；（2）心理评估；（3）心理评估的三个基本要素: 

信度、效度、标准化；（4）临床访谈；（5）心理测验；（6）美国《精神疾病

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7）《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

3)；（8）标签化。 

2.领会：（1）心理评估的三要素；（2）心理评估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3）影响心障碍诊断准确性的因素；（4）心理测验的价值与意义。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举例说明本章核心概念和内涵。 

2.综合应用：通过对心理诊断和心理评估认识，分析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心理诊断与心理评估的定义、心理评估的三要素、DSM-5、

CCMD-3。 

考查难点是不适当的心理诊断可能导致的后果。 

 

第四编 焦虑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焦虑是什么、焦虑障碍的类别、惊恐障碍、场所

恐惧症、社交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特定惊恐症等的临床表现、病因及

治疗。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焦虑障碍、惊恐障碍临床表现、惊恐障碍病因及治疗、场所恐惧症的临床

表现、与惊恐障碍的关系、社交焦虑障碍的临床表现、病因与治疗、广泛性焦

虑障碍的临床表现、病因与治疗、特定恐惧症的临床表现及分类。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焦虑及焦虑障碍的定义；（2）惊恐障碍；（3）场所恐惧

症；（4）社交焦虑障碍；（5）广泛性焦虑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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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1）惊恐障碍与场所恐惧症的区别和联系；（2）社交焦虑障碍

的主要表现；（3）特定恐惧中的类型；（4）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主要原因；

（5）焦虑障碍的主要治疗方法。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举例说明本章核心概念和内涵

以及各种障碍的临床表现。 

2.综合应用：能利用本章的核心障碍的表现分析案例、判别属于哪种障碍

并说明依据。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焦虑障碍、惊恐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主要

特征； 

考查难点是依据材料判别障碍的类型。 

 

第五编 强迫及相关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什么是强迫、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强迫障碍的

诊断标准、强迫障碍的病因与治疗、其他与强迫相关的障碍。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强迫障碍、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其他强迫相关障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强迫障碍；（2）强迫思维；（3）强迫行为；（4）躯体变

形障碍；（5）囤积障碍 

2.领会：（1）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之间的关系；（2）强迫障碍与囤积障

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3）躯体变形障碍的主要症状；（4）抓痕障碍与拔毛

障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举例说明本章核心概念和内

涵，正确识别强迫障碍。 

2.综合应用：能结合认知行为疗法等理论疗法治疗强迫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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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和考查难点是强迫障碍的主要症状及治疗、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

的关系。 

 

第六编 躯体症状及相关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识记和掌握什么是疾病焦虑障碍、其病因与治疗的方

法、什么是躯体症状障碍、转换障碍的临床表现病因及治疗。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疾病焦虑障碍、躯体症状障碍、转换障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疾病焦虑障碍；（2）躯体症状障碍：临床表现、病因及治

疗；（3）转换障碍：临床表现、病因及治疗。 

2.领会：（1）疾病焦虑障碍和躯体症状障碍的区别与联系；（2）诊断转

换障碍需要注意什么；（3）疾病焦虑障碍的发病原因及治疗方法。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障碍类

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障碍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疾病焦虑障碍、躯体症状障碍、转换障碍的表现病因及治疗方

法。 

考查难点是分析识别案例中的障碍类别。 

 

第七编 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

因、什么是急性应激障碍以及适应障碍。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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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适应障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创伤后应激障碍；（2）急性应激障碍；（3）适应障碍。 

2.领会：（1）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特点；（2）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因及治

疗方法；（3）急性应激障碍的特点；（4）适应障碍的特点。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障碍类

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应激障碍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特点、成因及治疗方法。 

考查难点是分析识别案例中的障碍类别、用认知加工的方法如何治疗创伤

后应激障碍。 

 

第八编 抑郁及双相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什么是抑郁障碍、什么是心境障碍、重性抑郁的

临床表现、病因及治疗、什么是双相障碍、双相障碍的临床表现、病因及治

疗、什么是持续性抑郁障碍和环性心境障碍。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重性抑郁障碍临床表现、病因及治疗、双相障碍临床表现、病因及治疗、

持续性抑郁障碍、环性心境障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心境障碍；（2）抑郁障碍；（3）双相障碍。 

2.领会：（1）DSM-5对抑郁障碍的分类；（2）重性抑郁障碍的临床特

点；（3）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的发病原因；（4）重性抑郁障碍和双相障

碍的治疗。 

四、本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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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障碍类

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心境障碍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重性抑郁障碍的临床特点、病因及治疗方法。 

考查难点是分析识别案例中的障碍类别、用认知理论的方法如何解释抑郁

症。 

 

第九编 人格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人格的含义、人格障碍是什么、人格障碍的分类

及共病、什么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及分裂样人格障碍、什么是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表演型人格障碍及自恋型人格障碍、什

么是回避型人格障碍、依赖型人格障碍及强迫型人格障碍。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人格障碍概述、人格障碍分类、A组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分裂型

人格障碍及分裂样人格障碍、B组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

障碍、表演型人格障碍及自恋型人格障碍、C组人格障碍：回避型人格障碍、

依赖型人格障碍及强迫型人格障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人格障碍定义；（2）分裂样人格障碍；（3）反社会型人格

障碍；（4）边缘型人格障碍；（5）回避型人格障碍。 

2.领会：（1）人格障碍的特征；（2）人格障碍的主要类型；（3）各种人

格障碍的形成原因及主要表现；（4）各种人格障碍的治疗方法。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人格障碍

类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人格障碍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11 

考查重点和考查难点是人格障碍的特征、主要类型、成因及治疗方法。 

 

第十编 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什么是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的演变、精神分

裂症的病因、临床表现、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评

估与治疗、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精神病性障碍的概述、精神分裂症：病因、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

症状评估与治疗、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精神病性障碍；（2）精神分裂症；（3）妄想性障碍；

（4）短暂精神病性障碍。 

2.领会：（1）精神病性障碍与非精神病性障碍的区别；（2）精神分裂症

的主要症状；（3）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原则；（4）精神分裂症的病因；（5）妄

想性障碍与短暂精神病性障碍的临床特点。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类别、症状表

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精神分裂症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精神分裂症的定义、主要症状、病因及治疗手段。 

考查难点是分析案例中的症状表现与诊断依据。 

 

第十一编 进食与睡眠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什么是进食障碍、进食障碍的类型、进食障碍的

可能原因、预防与治疗、什么是睡眠障碍、睡眠障碍的主要类型、睡眠障碍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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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进食障碍的概述、睡眠障碍的概述。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进食障碍；（2）回避性/限制性摄食障碍；（3）反刍障

碍；（4）厌食症、贪食症与暴食症。 

2.领会：（1）进食障碍的主要类型；（2）进食障碍的可能原因、预防与

治疗；（3）厌食症与贪食症的主要表现、异同点及内在联系；（4）睡眠障碍

的类型与治疗。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障碍类

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进食与睡眠障碍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和考查难点是进食障碍的主要类型及睡眠障碍的类型。 

 

第十二编 性心理及性功能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识记和掌握性别认同障碍的临床描述；性别认同障碍

产生的可能原因及治疗方法；性取向的决定因素；性偏好障碍的主要类型及临

床描述；性偏好障碍的原因和治疗；性功能障碍的主要类型及临床描述；性功

能障碍的可能原因及治疗方法。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性心理概述、性别烦躁、性欲倒错障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性别角色；（2）性别烦躁；（3）性取向；（4）性欲倒错

障碍；（5）性功能失调。 

2.领会：（1）常见的性障碍类型；（2）性别烦躁的影响因素；（3）性功

能失调的治疗手段。 

四、本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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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障碍类

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性心理障碍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和考查难点是性障碍类型、性功能障碍的主要类型及临床描述；

性功能障碍的可能原因及治疗方法。 

 

第十三编 物质相关及成瘾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什么是精神活性物质、什么是物质使用障碍、耐

受性和阶段状态是指什么、精神活性物质的分类、什么是酒精相关障碍、酒精

相关障碍的诊断标准、什么是阿片类物质相关障碍。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物质相关及成瘾障碍的概述、物质使用的用途、精神活性物质的分类、酒

精相关障碍、阿片类物质相关障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精神活性物质；（2）耐受性；（3）戒断反应；（4）物质

中毒。 

2.领会：（1）精神活性物质的分类并举例；（2）酒精使用的功能；（3）

阿片剂依赖的治疗方法。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成瘾类

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成瘾障碍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精神活性物质的分类及分类、耐受性、阶段状态。 

考查难点是结合治疗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第十四编 儿童青少年期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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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识别儿童青少年的异常行为、了解儿童青少年期心理

障碍的特点及其易感性、了解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什么是内化

问题及外化问题、了解自闭症谱系障碍、智力障碍以及学习障碍。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儿童青少年期心理障碍的概述、内外化问题、自闭症谱系障碍、智力障

碍、学习障碍。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内化问题；（2）外化问题；（3）智力障碍；（4）自闭症

谱系障碍；（5）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2.领会：（1）儿童青少年期障碍的特点；（2）智力障碍的类型；（3）儿

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主要包括哪些；（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临床表现、成

因及治疗方法；（5）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临床表现、成因及治疗方法。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障碍类

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儿童青少年期的障碍问

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内外化问题、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 

考查难点是结合治疗原理解决实际障碍问题。 

 

第十四编 儿童青少年期的心理障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了解正常衰老与异常衰老、老年期心理障碍的易感

性、什么是神经认知障碍：临床表现、病因及治疗、老年期常见的情绪障碍及

其他精神障碍。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15 

老年与心理障碍、老年期心理障碍的易感性、神经认知障碍、痴呆、阿尔兹海

默症和血管性痴呆、老年期的情绪障碍、晚发性精神分裂症、老年期物质滥

用。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正常衰老与异常衰老；（2）生理易感性；（3）痴呆；

（4）谵妄。  

2.领会：（1）老年人最常见的痴呆类型以及如何鉴别；（2）痴呆的临床

表现、病因及治疗；（3）谵妄的诊断标准；（4）老年期的情绪障碍类型；

（5）什么是晚发性精神分裂症。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能判别出案例中的主要障碍类

别、症状表现及其诊断依据。 

2.综合应用：能结合理论治疗原理帮助解决实际的老年期的障碍问题。 

五、本章关键问题 

考查重点是痴呆类型、痴呆的临床表现、成因及治疗、老年期的情绪障

碍。 

考查难点是结合治疗原理解决实际障碍问题。 

 

Ⅳ  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为使考核内容具体化和考核要求标准化，本大纲在列出课程内容的基础

上，对各章规定了考核目标，包括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明确考核目标，能

使自学者进一步明确考核内容和要求，更有目的地系统学习教材；使社会助学

者能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地分层进行辅导；使考试命题能够更加明确命题范

围，更准确地安排试题的知识能力层次和难易度。 

本大纲的考核目标，按识记、领会两个层次规定所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

求。各能力层次的涵义是： 

识记：能了解有关的名词、概念和知识的涵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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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掌握有关原

理、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二）关于自学教材 

变态心理学课程自学考试指定使用的教材是《变态心理学》（第 3 版），

王建平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4月第 3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本课程由于内容较多，同时有一定难度，应考者在自学时应注意以下几

点： 

1.在学习前，应仔细阅读本课程的考试大纲以及每章的第一部分考核知识

点的有关内容。 

2.认真学习考核知识的具体要点和内容，注意各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

以便在学习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3.在自学时要注意严格依据考试大纲进行学习，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

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基本原理要牢固掌握。 

（四）对社会助学者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明确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要求，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

容和考核目标， 把握指定教材的基本内容，对自学者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

导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防止自学中的各种偏向，体现社会助学的正确导

向。 

2.要正确处理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

导自学者将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自学

者对人格心理学的认识水平。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本课程的理论性强，内容广泛；自学考

试命题的题型多样、覆盖面广。社会助学者应根据这门课程和考试命题的特

点，指导自学者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在全而

辅导的基础上，突出重点章节和重点问题，把重点问题和一般问题有机结合起

来。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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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来确定

考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要任意扩大成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

考试命题要覆盖本大纲的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内容，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

本课程的基本内容。 

2.试卷对能力层次的要求应结构合理。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

一般为：识记 40%，领会 30%，应用 30% 。 

3.要合理安伴试卷的难度结构。试题的难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

等。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以 2:3:3:2。试题的准易度

与能力层次不同，在各个能力层次中，都可有难易度不同的试题。  

4.本课程考试试卷的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

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5.本课程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试题量应以中等水平的自学者的规定时间

内答完全部试题为度。 

6.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附录：考试题型 

 

一、 单项选择题 

1．判别一个人心理是否变态的基本标准是(   ) 

A.适应不良               B.其他人感到不适 

C.痛苦或损伤             D.违背标准 

2．震后获救幸存的母亲，常反复想起在自己身边遇难的女儿，做相关的恶

梦，她尽力回避任何与地震、女儿有关的东西;对生活丧失希望和信心，这

是(    )。 

A. 癔症性精神障碍              B. 癔症性躯体障碍 

C. 创伤后应激障碍              D. 急性应激障碍 

二、填空题 

1．心理障碍评估的基本要素是          、          、          。 

2．心境障碍分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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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词解释 

1．幻觉 

2．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四、简答题 

1．简述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2．简述如何进行精神检查。 

五、论述题 

1．试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原因。 

2. 试述精神分裂症的主要临床表现。 

六、案例分析题 

张莉，女，20岁，大学一年级学生。祖父母和父母均为医生，从小在非常

讲究卫生的环境下长大，平时做事谨慎、认真、仔细，严格要求自己，追求十

全十美，有条理，爱整洁但缺乏灵活性，有不安全感。入学后住宿，同室睡上

床女生不讲究个人卫生，不洗手就拿食物吃，得了乙肝住院。张莉想起该女生

扫床时灰尘落在自己床上，又乱碰自己的水杯和食物担心自己被传染上乙肝，

又恰逢期末考试，学习很累，怕考试不及格。自己总想该女生“不洗手”而

“病从口人”，“自作自受”又“害了别人”这几句话，明知道想这些没用，

就是摆脱不了，造成不能安心看书，内心十分苦恼。害怕自己也病从口入，就

反复洗手、洗衣.洗床上用品，别人碰了她的用品，她立刻就去清洗，还要求别

人也去清洗，使人很反感。四个月来，张莉知道自己做得过分，影响了正常学

习和生活，但就是控制不住，于是主动去校心理咨询中心求助。 

根据该案例中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 张莉应该被诊断为何种心理障碍？ 

2. 该种诊断的临床描述依据是什么？ 

3. 试分析可能的病因。 

 

Ⅴ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为了使本大纲的规定在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考试命题中得到贯彻和落

实，兹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并进而提出具体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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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

而确定。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

学考试的范围和标准。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

导和规定。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进

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

据，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变态心理学》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变态心理学》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

深广度，规定了本课程自学考试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

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

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

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

课程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 

《变态心理学》自学考试大纲是对课程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

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本内容与范围，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是

一致的，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 

三、关于自学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教材：《变态心理学》（第三版），王建平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4月第三版。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

程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

中的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

考核知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在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根据学习对象成人

在职业余自学的情况，作者可结合自己或他人的教学经验和体会，提出几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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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律性或代表性的学习方法，并结合本专业的要求、本课程的特点可具体适

当展开写出，以便更好地指导考生如何进行自学。 

五、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防止自学中的各种偏向。要根

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明确本课程与其他

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严格掌握教学的课时与进度，对自学应考者进行

切实有效的讲授和辅导。 

2．要正确处理学习知识和提高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自学应考者将所学知

识同实际应用联系起来，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高自学应考者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课程内容的重点和一般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与一般

之分，但考试内容是全面的，而且重点与一般相互联系，不能截然分开。社会

助学者应该指导自学应考者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在全面掌握考试内容和考核

知识点的基础上去把握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同兼顾一般结合起来，切勿

孤立地抓重点，把自学应考者引向猜题押题的歧途。 

六、对考核内容和考核目标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

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

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

分别按四个了解（或叫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等级关系，依次是：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

应用。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能了解有关的名词、概念和知识的涵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掌握有关原

理、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熟悉的基础上，能运用学过的本课程中

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一般以论述、案例

分析、简答等题型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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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指出考试的方法，考试时间的长度。对本课程考试要携带必要的工具

等，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

考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

重点、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3.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

所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自学者对基本概念、基本

知识和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

要求不符的偏题或怪题。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

领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注：不同专业、不同课程在具

体规定上可有所区别）。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

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

2:3:3:。 

5.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

概念。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在大纲中要特

别强调这个问题，应告诫考生切勿混淆。 

6.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名

词解释题、简答题、计算题、应用题、论述题、案例分析等题型（一般不使用

判断题）。请作者确定好本课程所适用的题型，并注意留有余地。 

在命题工作中必须按照本课程大纲中所规定的题型命制，考试试卷使用的

题型可以略少，但不能超出本课程对题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