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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专科） 

心理测量与评估 

课程实践考核大纲及要求 

 

《心理测量与评估》是一门应用性极强、技术性要求极高的课程，如果仅限

于书面知识的掌握或理性的推导，那就远远不能体现该课程应有的价值，所以有

必要进行该课程的实践考核。现根据省教委、省自考委的有关文件，结合《心理

测量与评估》课程的特点，制定本考试大纲。《心理测量与评估》是本专业的主

要课程，是为了培养考生的心理测量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而设置

的专业基础课。掌握心理测量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是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开展

心理辅导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心理测量与评估》

是心理学与数理统计与测量交叉结合的产物，它通过测量的方式量化地认识、分

析人的心理特点，属于交叉学科，工具学科类型，因此在考生自学及自考命题过

程中，应充分地重视本课程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一、考核目的 

设置《心理测量与评估》课程实践性环节考核的目的，在于评估考生运用心

理测量的理论和技术以客观的、标准化的方法对人的心理现象或行为进行量化，

以判定个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对其心理的某一方面作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和客

观描述，为之后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提供充足的资料。其考核重点在于：熟悉心理

测量的基本程序，能够正确运用正规量表，熟悉国内外著名的有代表性的量表，

了解各种量表的构成与编制情况，能够结合统计学知识对测量结果进行科学的分

析与评价。 

二、课程内容 

第一章  绪论 

（一）心理测量与评估的基本概念 

（二）心理测验的发展 

（三）正确对待和使用心理测验 

第二章  测验的编制、实施与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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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验的编制 

（二）测验的实施 

（三）测验的评分与解释 

第三章  项目分析与常模 

（一）项目分析 

（二）常模与发展常模 

（三）团体内常模及其应用 

第四章  测验的信度和效度 

（一）测验信度 

（二）测验效度 

第五章  智力测验 

（一）个别智力测验 

（二）团体智力测验 

（三）智力测验的理论问题 

第六章  人格测验 

（一）自陈量表 

（二）投射测验 

（三）人格测验的理论问题 

第七章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 

（一）心理卫生综合评定量表 

（二）情绪及相关问题评定量表 

（三）应激及相关问题评定量表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量表编制的一般程序熟悉度的考核；第

二部分是正确运用量表能力的考核；第三部分是对量表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估的能

力考核。 

（一）量表编制的一般程序 

1.信度：指的是测验的抗干扰能力，或者说所得结果一致性的指标。 

2.效度：指的是测验测到它打算要测的心理特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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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导语：是心理学实验中主试给被试交代任务时说的话。指导语能够为

被试设定课题，也就是控制被试的反应。 

4.项目难度：是用来表示测验项目难易程度的指标，一般用被试的通过率

P来表示。 

5.项目区分度：指的是项目得分对被试心理特质水平高低的区分鉴别性

能，也即项目得分的高低与被试实际能力或特质水平高低的一致性程度。 

6.常模：理论上是指所有应测被试在测验所测特质上的实有水平的分布状

况或分别形态。 

7.标准化：是指测验的内容、施测、评分以及解释分数的规范化、一致性

与科学性。 

（二）正确运用量表 

1.指导语 

2.量表的分类 

（1）按测验的目的分类：智力测验；人格测验；临床诊断测验；各种能

力测验。 

（2）按测验材料的形式分类：文字测验；非文字测验。 

（3）按测验的方法分类：问卷法；作业法；投射法。 

（4）按测验的人数分类：个别测验；团体测验。 

3.相关心理问题的量表测试 

4.标准化程序 

（三）量表结果的分析与评估 

1.频数统计，百分比 

2.图表 

3.相关研究 

4.T检验与方差分析 

5.常模比较 

三、考核方式 

（一）量表编制的考核 

每位考生在参加考核时上交一份自己选择内容设计的心理问卷。由考核评

https://baike.so.com/doc/6336496-65501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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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小组对考生所设计的心理问卷作出评定，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二）正确运用量表的考核 

  列出相关的心理问题，例如抑郁症、焦虑症、人际交往障碍、青春期焦

虑等，要求考生能够正确进行相关量表分析。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量表结果分析与评估的考核 

  呈现一份心理健康研究报告，分析其研究结果。其成绩占总成绩的 50%。 

考核程序 

1.上交所设计的心理问卷。 

2.抽取考题 

    由考生本人在考试前到考点题库中抽取 2个考题，1个是正确运用量

表的考题，1个是研究报告结果分析的考题。考题一经抽出，不得更换。 

3.准备 

    抽取考题后考试准备室准备，时间为 10分钟。准备时间主要让考生

调整身心，以较好的身心准备状态发挥自己所长。 

4.面试 

首先考生就抽取的问题进行回答。在此过程中，考官可以随时就相关问题

进行提问。 

成绩评定 

   由两名专家组成考核评定小组，通过审阅考生所设计的心理问卷和考

察考生对相关问题的反应，对考生的考核成绩作出综合评定。其中，量表

编制占总成绩的 30%；量表运用占总成绩的 20%，量表结果分析与评估占

总成绩的 50%。 

   评定方式采用等级法，即优、良、中、合格、不合格。 

六、参考书目 

1.漆书青编著，心理测量与评估，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7。 

2.戴海琦等主编，心理与教育测量，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附录： 

一、主试的职责主要包括： 

1.遵从指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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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验前不要讲无关的话； 

3.主试在测验时应集中注意，认真观察被试的所有反应行为； 

4.在任何情况下，主试都不能对被试的回答有所暗示； 

5.在测验中也可适当强化被试的行为，以此鼓励被试继续集中注意力在测

验上； 

6.鼓励被试回答； 

7.对特殊问题有所准备； 

8.与被试建立良好的协调合作关系； 

二、建立常模的一般步骤： 

1.确定有关的测试团体，并从中抽取有代表性的被试样组； 

2.对代表性被试样组进行合于标准化要求的测试，获得该被试团体成员在

所测特质上足够而真实的数据与测验分数； 

3.把原始分数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导出分数，制作常模表，并给出使用说明。 

三、心理测量的编制情况进行提问，举例如下： 

1.该量表所涉及到的主要概念是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例如人际交往

障碍，你如何理解人际交往障碍？） 

2.就某道题目而言，你的编制意图是什么？为什么要编制这道题目，它可

以反映什么问题？ 

3.从哪些方面可以考察你的量表的有效性？ 

四、就运用量表的技能进行提问，举例如下： 

1.有老师反映他所在的小学一年级班上，某一位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怀

疑其患有多动症，你如何采用相关问卷进行分析？ 

2.就初二学生的自卑现象而言，你认为可以采用哪些问卷进行调查，为什

么？ 

3.常用的心理健康量表有：气质量表、卡特尔 16种人格测量表、艾森克

情绪稳定性诊断表、人际关系综合表、心理适应能力测量问卷，它们分别

可以在心理测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五、测验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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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告测验：事先通知被试有关测验的时间、地点、内容、项目类别

等。 

（二）准备好测验材料：将所有材料都准备好，放在测验房间。 

（三）熟悉测验的具体程序：主试应十分熟悉测验的结构和内容、规程、

指导语等。 

（四）确保满意合适的测验情境：包括测验房间（通风、光线）、座位、

答案纸等； 

（五）协助被试做好准备：1、时间选择；测验应安排在被试没有其他重

要事的时间；应在被试精神状态最佳、情绪最稳定、身体状况良好时进行。 

2、生理准备：确定被试测验前没有急迫的生理需要。 

3、心理准备：要建立起亲密合作的关系，可以有四种做法：（1）向被试

介绍自己；（2）了解被试的一般信息；（3）解释测验目的；（4）大致

描述测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