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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心理学导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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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心理学学科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作为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入

门课”，既注重基础性，又强调应用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课程面向广

大学生，无论其专业背景如何，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对心理学的基本认知，具有

广泛的学科认知性质。心理学导论以普通心理学为脉络，全面阐述了心理学的基

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完整、系统地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了解心理学各分支的发展与应用情况。特别是对心理学有关感觉、知觉、

意识和注意、记忆、思维、语言、动机、情绪、能力、人格还有学习及发展等基

础知识有所了解和掌握，为后续深入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二、课程目标（评价目标） 

设置本课程的目标是为了使学习和应用心理学专业的自学者了解和掌握心

理学的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和研究方法，能够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1.使学习和应用心理学专业的自学者了解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意义、地位、

价值、现状和发展； 

2.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了解心理

学的历史、主要学派和研究领域。 

3.初步掌握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心理测量常用的工具，明确心理学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范式； 

4.通过对现有心理学理论的批判性思考掌握一些批判性思维的技巧和方法，

培养学习者对心理学的兴趣，提高学习者学习的自主性； 

5.使考生具有一定的运用心理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用心理

学的知识理解和分析人的心理，提高学习者对心理现象及规律认识的能力，树立



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理观。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与心理学导论相关的课程包括但不限于：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

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心理统计学。心理学导论课程是

心理学学科中的起点，旨在为学习者提供关于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研究方

法的初步了解。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广泛的视角，使他们能够理解心理

学的范围和内容。与其他心理学课程相比，心理学导论课程虽然深度较浅,其他

心理学课程通常会更专业化，侧重于特定领域的深入研究，但是，心理学导论这

门课程是其它课程的前置基础课程。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心理学导论这门课程的重点包括重点、次重点、一般。重点是心理学的基本

概念与基本理论，次重点是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与范式，各种心理品质

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一般内容是心理学知识的简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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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基本概念及原

理的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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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理学基本概念及原理

的内涵及外延，理解相关心理学知识的区别和联系，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

心理学的问题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应用（Ⅲ）：要求考生能够根据掌握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和方法能够将

应用于实际情境，理解人类行为。 

综合应用（Ⅳ）：要求考生能够根据所学习的心理学知识，从“知”“情”

“意”等多个层面的分析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认识心理的实质，了解心理

学的任务及研究方法，掌握心理学的发展过程及现状。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心理学研究对象，包括个体心理、个体心理现象与行为、个体意识与

无意识、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二）心理学的任务，包括心理学的基本任务、研究心理学的意义、心理学

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在科学大家庭中的地位。 

（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测验法、相关法、实验法、个案法、

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道德。 

（四）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包括现代心理学的产生的历史背景、19世纪

末 20世纪初的重要心理学派别、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

路。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1.识记：心理学；认知；动机；情绪；意志；个性心理；刺激。 

2.领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人类意识的特点；心理与行为、意识、无意

思的关系；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关系。 

（二）心理学的任务 

1.识记：心理学的基本任务 

2.领会：心理学研究的意义；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及它们在社会生活中

的意义与作用。 

（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识记：观察法；测验法；相关法；实验法；个案法； 

2.领会：各种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 

1.识记：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主要派别的观点及代表人物。 

2.领会：哲学和生理学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新取向；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及经验教训。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观察法及其主要特点；测验法及其主要特点；相关法及其主要

特点；实验法及其主要特点；个案法及其主要特点点。 

2.综合应用：能根据实际问题选择具体研究方法提出可行的方案。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心理现象的科学理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难点是具体研

究方法所针对的课题、心理学各流派的观点。 

第二章 心理学的神经生理机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神经元及其功能，了解神经系统的结构，掌握人脑

的结构和功能，领会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神经系统与脑的进化，包括神经系统的起源、神经系统的进化和脑的

产生、高等脊椎动物的脑、人类文化与脑进化的关系。 

（二）神经元，包括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神经冲动的传递、神经回路。 

（三）神经系统，包括外周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大脑的结构、分区及

机能、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脑的可塑性。 

（四）脑功能学说，包括定位说、整体说、机能系统学说、模块说、神经网

络学说。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神经系统与脑的进化 

1.识记：脑指数。 

2.领会：脑的进化过程。 

（二）神经元 

1.识记：神经元；神经元的构造；神经元的功能；神经元的分类；神经冲

动；去极化；电位差；“全或无”法则；突触；反射；反射弧。 

2.领会：神经元的连接方式；神经兴奋的传递；突触的结构与机能；突触

传递。 

（三）神经系统 

1.识记：外周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大脑

的结构、分区和功能；初级感觉区；初级运动区；联合区。 



脑电图的四种波形。 

2.领会：人脑皮层的分区与机能；人脑两半球的功能分工；裂脑研究。 

（四）脑功能学说 

1.识记：定位说、整体说、机能系统学说、模块说、神经网络学说。 

2.领会：脑功能五种学说的核心观点及联系和区别。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应用脑功能学说来解释大脑的功能及机制 

2.综合应用：针对特殊的脑损伤案例，能够应用脑功能的不同学说进行分

析原因。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脑功能的各种学说。难点是神经

冲动的传导的机制、神经冲动化学传导的机制、大脑皮层的结构与功能。 

第三章 感觉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什么是感觉，了解感觉的生理机制，了解如何对感

觉进行测量，了解感觉的意义，掌握感觉种类及其特点。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感觉的一般概念，包括什么是感觉、近刺激和远刺激、感觉的编码、

刺激强度与感觉大小的关系。 

（二）视觉，包括视觉刺激、视觉的生理机制、视觉的基本现象。 

（三）听觉，包括听觉刺激、听觉的生理机制、听觉的基本现象。 

（四）其他感觉，包括皮肤感觉、嗅觉和味觉、内部感觉。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感觉的一般概念 

1.识记：感觉的定义；近刺激；远刺激；感觉编码；绝对感觉阈限；绝对

感受性；差别感觉阈限；差别感受性。 

2.领会：感觉的特点和意义；感觉的编码过程；感觉编码的特异化理论；

感觉编码的模式理论；感受性与感觉阈限的相互关系；韦伯定律；对数定律、幂

定律和信号检测论如何理解刺激与感觉的关系。 

（二）视觉 



1.识记：视觉的适宜刺激；色散；盲点；明适应；暗适应；颜色的三种属

性；视敏度；色觉缺失；闪光融合；视觉后象；视觉对比。 

2.领会：眼睛的构造和折光系统；视网膜的构造；视觉的传导机制；视觉

的生理机制；颜色视觉；三色说；对立过程理论；马赫带；视敏度。 

（三）听觉 

1.识记：听觉的适宜刺激；听觉的传导机制和中枢机制；音调、音响、音

色；声音掩蔽的类型。 

2.领会：听觉的生理机制；听觉的三种属性；频率理论；共鸣理论；行波

理论；神经齐射理论；声音混合和掩蔽。 

（四）其他感觉 

1.识记：肤觉；触压觉；温度觉；嗅觉；味觉；动觉；平衡觉；内脏感觉。 

2.领会：肤觉的四种形态；嗅觉和味觉及内部感觉的适宜刺激及作用器官。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了解感觉在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2.综合应用：利用感觉的特性分析个体如何适应不同的环境。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刺激的物理强度和心理强度之间的关系。难点是对视觉的基

本现象以及听觉的基本现象的科学分析。 

第四章 知觉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什么是知觉、知觉活动过程，掌握知觉的基本特征，

认识空间知觉、时间知觉和运动知觉，了解错觉现象和错觉产生的原因。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知觉的一般概念，包括什么是知觉、知觉中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

加工、知觉的种类。 

（二）知觉的特性，包括知觉的对象与背景、知觉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理

解在知觉中的作用、知觉的恒常性、知觉学习、知觉适应。 

（三）空间知觉，包括形状知觉、大小知觉、深度知觉和距离知觉、方位定

向。 



（四）时间知觉与运动知觉，包括时间知觉、运动知觉。 

（五）错觉，包括什么叫错觉、错觉的种类、人为什么会有错觉。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知觉的一般概念 

1.识记：知觉的定义；知觉的种类；阈下知觉。 

2.领会：知觉中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加工；知觉与感觉的关系。 

（二）知觉的特性 

1.识记：知觉的整体性；知觉的选择性；知觉的理解性；知觉的恒常性；

知觉学习；知觉适应。 

2.领会：知觉组织原则；影响知觉选择性的主要因素；知觉理解性的影响

因素；形状恒常性；大小知觉恒常性；明度和颜色恒常性；经验如何影响知觉。 

（三）空间知觉 

1.识记：形状知觉；轮廓掩蔽；图形组织原则；深度知觉；单眼线索的种

类；运动视差；双眼视差；方向定位；双耳时间差和强度差。 

2.领会：形状识别；大小知觉的影响因素；深度知觉的肌肉线索、单眼视

觉线索和双眼视觉线索；视觉的方向定位。 

（四）时间知觉与运动知觉 

1.识记：时间知觉；运动知觉；真动知觉；似动知觉；动景运动；诱发运

动；自主运动；运动后效。 

2.领会：时间知觉的种类；时间知觉的影响因素；时间知觉的脑机制；运

动知觉的分类；似动的主要形式。 

（五）错觉 

1.识记：错觉。 

2.领会：错觉的四种类型；错觉产生的原因。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运用知觉的知觉组织原则理解一些图形设计。 

2.综合应用：能够运用知觉特性和加工机制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知觉对象与背景的关系、知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和图形组织

的原则。难点是知觉的概念、知觉中两种加工、知觉恒常性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和



深度和距离知觉的线索。 

第五章 意识和注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认识人类意识的产生和人类意识的特征及几种特殊的意

识状态。了解注意现象、功能及其外在表现，认识注意的功能，掌握注意的认知

理论。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意识的一般概念，包括什么是意识、什么是无意识、意识的局限性及

能动性。 

（二）几种不同的意识状态，包括睡眠与梦、什么是催眠、白日梦与幻想、

精神活性药物引发的意识状态改变。 

（三）注意的一般概念，包括注意的基本概念、注意的种类。 

（四）注意的认知-神经机制，包括注意的认知理论、注意的生理机制。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意识的一般概念 

1.识记：意识；无意识。 

2.领会：意识的局限性及能动性；生物节律的周期性与意识状态。 

（二）几种不同的意识状态 

1.识记：睡眠的四个阶段特征；容易被催眠的人的特征。 

2.领会：睡眠的功能；对梦解释的精神分析，生理学及认知的观点；对催

眠的不同解释；白日梦与幻想的区别；精神活性药物如何改变个体的意识状态。 

（三）注意的一般概念 

1.识记：注意的定义；注意的特点；注意的功能；无意注意；有意注意；

有意后注意；注意的广度；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分配；注意的转移。 

2.领会：注意和意识的关系；注意的外在表现；无意注意、有意注意和有

意后注意的联系。 

（四）注意的认知-神经机制 

1.识记：朝向反射；注意的几种认知理论。 

2.领会：注意的过滤器理论；注意的衰减理论；注意的后期选择理论；注



意的多阶段选择理论；认知资源理论；双加工理论；注意的生理机制。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知道睡眠的不同阶段的特征，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的条件和

方法。 

2.综合应用：结合注意的特征，讨论注意培养的方法与策略。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注意的认知理论。难点是意识与无意识的概念、几种不同的

意识状态、注意的概念、注意的几种形式、注意的认知理论。 

第六章 记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什么是记忆，明确记忆的过程，认识记忆系统和记

忆的组织，提高记忆效果。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记忆的一般概念，包括什么是记忆、记忆的作用、记忆的分类。 

（二）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包括与记忆有关的脑区、记忆的脑细胞机制、

记忆的生物化学机制。 

（三）感觉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的编码、感觉记忆的存储、感觉记忆向短时

记忆的转换。 

（四）短时记忆，包括短时记忆的编码方式及影响编码效果的因素、短时记

忆的容量、短时记忆信息的存储和遗忘、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工作记忆。 

（五）长时记忆，包括什么是长时记忆、长时记忆的编码、长时记忆的存储、

长时记忆的信息提取、长时记忆的信息的遗忘。 

（六）内隐记忆，包括内隐记忆的一般概念、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关系。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记忆的一般概念 

1.识记：记忆；记忆过程的三个基本环节；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

忆；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外显记忆；内隐记忆；陈述性记忆；程序性记忆。 

2.领会：记忆的作用。 

（二）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1.识记：反响回路；长时程增强。 



2.领会：记忆相关脑区及其作用；突触结构在记忆中的作用；记忆的生物

化学机制。 

（三）感觉记忆 

1.识记：感觉记忆；图像记忆；声像记忆。 

2.领会：感觉记忆的特点；感觉记忆中的信息贮存；局部报告法和整体报

告法的比较。 

（四）短时记忆 

1.识记：短时记忆；影响短时记忆编码效果的因素；组块；机械复述；精

细复述；平行扫描；自动停止系列扫描；完全系列扫描；工作记忆。 

2.领会：短时记忆的特点；短时记忆中的编码方式；短时记忆容量；短时

记忆的遗忘进程；短时记忆遗忘的原因；工作记忆的四个成分。 

（五）长时记忆 

1.识记：长时记忆；记忆恢复；长时记忆的信息提取形式；再认；回忆；

遗忘；倒摄抑制；前摄抑制。 

2.领会：长时记忆的编码形式；影响长时记忆编码的主要因素；长时记忆

的信息存储；长时记忆的信息提取的线索；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影响保持的因

素；四种影响较大的遗忘学说。 

（六）内隐记忆 

1.识记：内隐记忆；外显记忆。 

2.领会：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关系。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根据遗忘的特点，提出减少遗忘的方法。 

2.综合应用：结合记忆的编码方式，找到促进记忆的方法。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记忆的三级加工系统。难点是：记忆的概念、结构和加工过

程；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概念、编码方式及遗忘特点、内隐记忆与

外显记忆的关系。 

第七章 思维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什么是思维、思维的特征和种类，明确什么表现、

表现的特征，了解表现的脑机制，表象在思维中的作用，了解概念、概念的种类、

认识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了解概念结构的几种理论，掌握问题解决的过程及影响

问题解决的因素，明确什么是创造性思维和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思维的一般概念，包括思维的概念及特征、思维的种类。 

（二）表象，包括什么是表象、表象的特征、表象的脑机制、表现在思维中

的作用。 

（三）概念，包括概念的含义和种类、概念形成的实验；概念结构的理论。 

（四）推理，包括三段论推理、线性推理、条件推理。 

（五）问题解决，包括问题解决的概念、问题解决的脑机制、问题解决的策

略、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创造性和想象。 

（六）决策，包括什么是决策、决策的理性观、决策过程的研究。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思维的一般概念 

1.识记：思维；思维的特征；直观动作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经验

思维、理论思维、直觉思维、分析思维、辐合思维、发散思维、常规思维、创造

性思维。 

2.领会：思维过程的两个重要特征；思维的种类；发散思维的特点。 

（二）表象 

1.识记：表象；表象的特征。 

2.领会：表象的三种特征；表象的脑机制；表象在思维中的作用。 

（三）概念 

1.识记：概念；合取概念；析取概念；关系概念；人工概念；层次网络模

型；激活扩散模型。 

2.领会：概念的分类；人工概念形成的的途径；概念结构的核心理论。 

（四）推理 

1.识记：推理；三断论推理；线性推理；条件推理。 

2.领会：三段论推理方式。 

（五）问题解决 



1.识记：问题解决；算法策略；启发法；爬山法；定式；功能固着；创造

性；创造性的心灵成分；无意想象；有意想象。 

2.领会：问题的种类；问题解决的脑机制；问题解决的策略；常用的启发

法的策略；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专家与新手的区别；想象的含义和功能；想象

的总和过程；想象的种类。 

（六）决策 

1.识记：决策；确定性决策；风险决策；决策中常见的几种启发法。 

2.领会：古典决策理论；行为决策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结合影响概念形成的因素，讨论促进学生概念掌握的方法。 

2.综合应用：结合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讨论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策略；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思维的概念和特征、问题解决的含义、策略及其影响问题解

决的因素。难点是概念形成的策略和途径、推理的概念和有关推理的理论、决策

的几种理论。 

第八章 语言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言语的特点及言语的种类，了解言语活动的中枢机

制，明确言语感知和理解活动，掌握言语发展的阶段性和言语发展的理论。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语言的一般概念，包括语言的概念及其特征、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形

式、研究语言的意义。 

（二）语言的神经生理机制，包括语音的发音机制、语言的中枢神经机制、

大脑两半球的一侧优势与语言活动、语言与脑的进化。 

（三）语言的理解，包括言语理解、阅读理解。 

（四）语言的产生，包括言语产生、书写产生、手势语。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语言的一般概念 

1.识记：语言；语言的特征；对话语言；独白语言；书面语言；手势语；



内部语言。 

2.领会：语言的结构；研究语言的意义。 

（二）语言的神经生理机制 

1.识记：布洛卡区；威尔尼克区；角回；大脑两半球功能的不对称性。 

2.领会：语音的发音机制；语言与言语的联系与区别；语言活动的中枢神

经机制；大脑两半球功能的不对称性与言语活动的关系；语言是怎么出现的。 

（三）语言理解 

1.识记：语言理解；言语理解；音位；阅读理解；词汇理解；句子理解；

篇章理解。 

2.领会：语音的物理性质；影响言语理解的因素；影响词汇理解的因素；

句子理解的影响因素；篇章理解的影响因素。 

（四）语言的产生 

1.识记：语无分析；词汇产生的三阶段；书写产生的三阶段手势语。 

2.领会：言语产生的阶段理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区别；手势语产生

的阶段。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理解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区别。 

2.综合应用：根据语言的神经生理机制分析一些语言障碍的原因。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语言的概念、语言的结构、语言的神经生理机制；难点是语言

的理解的概念及其影响字词、句子、篇章理解的因素。 

第九章 动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什么是动机、工作动机，动机和需要级目标的关系，

了解动机的种类，动机的相关理论，掌握并应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耶克斯

-多德森定律。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动机的一般概念，包括动机的含义与功能、动机与需要、动机与需要、

动机与行为和工作效率。 

（二）动机的种类，包括生理性动机、社会性动机。 



（三）动机的理论，包括本能论、驱力理论、唤醒理论、认知理论、逆转理

论。 

（四）工作动机与组织行为，包括工作动机及其结构、组织行为。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动机的一般概念 

1.识记：动机、动机的三种功能；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目标；

目标的动机机制；耶克斯-多德森定律。 

2.领会：动机与需要的关系；需要的种类；目标的种类。 

（二）动机的种类 

1.识记：生理性动机、兴趣、成就动机、权利动机、交往动机；学习动机。 

2.领会：饥饿中枢；兴趣的分类；学习动机的功能。 

（三）动机的理论 

1.识记：驱力；唤醒理论的三个原理；期待价值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自我功效论；结果期待；效果期待；成就目标理论；逆转理论。 

2.领会：本能论；驱力理论；唤醒理论；认知理论。 

（四）工作动机与组织因为 

1.识记：工作动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 

2.领会：工作动机的结构；效率高的领导如何进行良好的管理。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对各种动机理论的述评。 

2.综合应用：如何提高工作和学习动机。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动机的概念和动机的种类。难度是动机与需要的关系、动机

的理论。 

第十章 情绪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什么是情绪、情绪的功能，明确情绪的分类，了解

情绪的神经机制，情绪有关的外部表现，掌握情绪的有关理论，学会调节与控制

情绪。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情绪的一般概念，包括情绪的含义与功能、情绪的维度与两极性、情

绪的分类。 

（二）情绪与脑，包括情绪的脑中枢机制、情绪的外周神经机制、情绪与唤

醒模式。 

（三）表情，包括面部表情、姿态表情、语调表情、感觉反馈。 

（四）情绪理论，包括情绪的早期理论、情绪的认知理论、情绪的动机－分

化理论。 

（五）情绪的调节，包括情绪调节的定义、情绪调节的特征、情绪调节的类

型、情绪调节的过程、情绪调节的维度、情绪调节的策略、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情绪的一般概念 

1.识记：情绪；情绪的四种功能；情绪的维度；心境；激情；应激。 

2.领会：情绪的三种成分；情绪的维度理论；情绪及情绪状态的分类。 

（二）情绪与脑 

1.识记：趋近系统；退缩系统；自主神经系统；躯体神经系统。 

2.领会：情绪相关的脑结构；情绪与分泌系统；情绪的唤醒模式。 

（三）表情 

1.识记：面部表情；身体表情；手势表情；语调表情。 

2.领会：感觉反馈。 

（四）情绪理论 

1.识记：各种情绪理论的代表人物。 

2.领会：情绪的早期理论(詹姆士－兰格理论、坎农－巴德学说)；情绪的

认知理论（阿诺德和评定-兴奋说、沙赫特和辛格的三因素论、拉扎勒斯的认知

评价理论）；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 

（五）情绪的调节 

1.识记：情绪调节；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情绪调节的五维度。 

2.领会：情绪调节的三个方面；情绪调节的三个特征；情绪调节的类型；

情绪调节的策略。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述评主要的情绪理论。 

2.综合应用：如何应用情绪调节策略达到身心健康。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情绪状态分类、情绪理论。难点是情绪的调节与心理健康、情

绪调节的方法。 

第十一章 能力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什么是能力、能力和知识、技能的关系，认识能力

种类和结构，掌握能力发展的趋势，了解能力发展的个别差异，能够对能力进行

测验。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能力的一般概念，包括什么是能力、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能力、

才能和天才。 

（二）能力的种类和结构，包括能力的种类、能力的结构。 

（三）能力的测量，包括一般能力测验、特殊能力的测验和创造力测验。 

（四）情绪智力，包括情绪智力的概念、情绪智力的理论、情商。 

（五）能力发展与个体差异，包括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能力发展的个体差

异、能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能力的一般概念 

1.识记：能力；天才；才能。 

2.领会：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能力、才能和天才的区别。 

（二）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1.识记：一般能力；特殊能力；模仿能力；创造能力；流体能力；晶体能

力；认知能力；操作能力；社交能力；情绪理解、控制和利用的能力；多元智力

理论；三元智力理论。 

2.领会：能力的种类；能力结构的二因素理论、群因素理论、三维结构模

型。 

（三）能力的测量 

1.识记：能力测量；比率智商；离差智商。 

2.领会：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韦克斯勒智力测验；特殊能力的测验；创造力的

测验。 

（四）情绪智力 



1.识记：情绪智力；情商。 

2.领会：梅耶和萨洛维的情绪智力的结构模型；戈尔曼的情绪胜任力模型；

巴昂的情绪和社会智力结构模型。 

（五）能力发展与个体差异 

1.识记：个体差异；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能力表现早晚的差异；能力结

构的差异；能力性别的差异。 

2.领会：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遗传对能力形成的影响；环境和教育对能

力形成的影响；实践活动的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述评主要的智力理论。 

2.综合应用：能够对能力进行专业的测量。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能力和知识、技能的关系、智力理论。难点是智力三元论、智力

测验。 

第十二章 人格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什么是人格，人格的本质特征，了解人格的相关理

论，掌握认知风格的特征，了解人格的测量测验，人格形成与发的影响因素。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人格的一般概念，包括什么是人格、人格的结构。 

（二）人格理论，包括特质理论、类型理论、整合理论。 

（三）认知风格，包括场独立-场依存型、冲动性-沉思性、同时性-继时性。 

（四）人格测验，包括自陈量表、投射测验、情境测验、自我概念测验。 

（五）人格成因，包括生物遗传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家庭环境因素、早期

童年经验、学校教育因素、自然物理因素、自我调控因素。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人格的一般概念 

1.识记：人格；气质；性格；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控制。 

2.领会：人格的本质特征；人格的结构。 

（二）人格理论 



1.识记：特质；共同特质；个人特质；表面特质；根源特质；类型理论。 

2.领会：奥尔波特的性格特质理论；卡特尔的性格特质理论；艾森克的性

格特质理论；大五因素模型；T型人格；对立类型理论；多元类型理论；艾森克

的人格结构的四层次模型。 

（三）认知风格 

1.识记：认知风格；场独立；场依存；冲动性；沉思性；继时性；同时性。 

2.领会：威特金的场独立与场依存；卡根等人提出的冲动性与沉思性；达

斯等人提出的同时性与继时性。 

（四）人格测验 

1.识记：典型的人格测验的方法。 

2.领会：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爱德华个人兴趣量表；罗夏墨迹测验；

主题统觉测验；性格教育测验；情境压力测验；自我概念测验。 

（五）人格成因 

1.识记：人格形成的影响因素。 

2.领会：生物遗传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家庭环境因素、早期童年经验、

学校教育因素、自然物理因素、自我调控因素。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比较不同人格差异理论的特点。 

2.综合应用：怎样完善自己自己的人格。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人格的基本特性，人格测验方法。难点是人格理论，认知风

格、人格形成的原因分析。 

第十三章 学习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习定义和分类，了解学习的相关理论，掌握认知

和动作技能学习分类及特点，了解学习的规律。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学习的一般概念，包括什么是学习、学习的分类。 

（二）学习理论，包括学习的联结理论、学习的认知理论。 



（三）认知和动作技能学习，包括认知学习、动作技能学习。 

（四）学习的规律，包括练习及其在学习中的作用、学习的迁移、学习与脑

可塑性。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学习的一般概念 

1.识记：学习；意义学习；机械学习；接受学习；发现学习；认知学习；

动作技能学习。 

2.领会：学习的分类；学习的迁移。 

（二）学习理论 

1.识记：各种学习相关的理论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条件反射；无条件

反射；习得；消退；泛化与分化；正强化；负强化；效果律；位置学习；潜伏学

习；托尔曼的潜伏学习实验。 

2.领会：巴浦洛夫的经典条件作用理论；桑代克的尝试-错误学习理论；

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格式塔的学习理论-顿悟学习；托尔曼的认知学习理

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三）认知和动作技能学习 

1.识记：认知学习；动作技能学习；连续技能；非连续技能；封闭技能；

开放技能；精细动作技能；粗大动作技能。 

2.领会：认知学习的种类；认知学习的特点；注意在认知学习中的调节作

用；动作技能的种类；动作技能的形成特点。 

（四）学习的规律 

1.识记：练习；高原现象；迁移；正迁移；负迁移；近迁移；远迁移；有

意迁移；无意迁移。 

2.领会：练习进程的特点；调高练习效率的条件；脑可塑性的特点。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能够比较分析学习相关理论的特点。 

2.综合应用：根据学习的规律提高学习的效果。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学习的定义及分类，脑可塑性的特点论。难点是学习的相关



理论及认识学习的规律。 

第十四章 人生全程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人生各个时期的的主要发展任务与发展特点；遗传

与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了解不同时期个体的身体、动作与感知觉的发展、

语言与认知的发展，掌握社会性发展的特征。 

二、课程内容（考试内容） 

（一）个体发展，包括个体发展的阶段性和关键期、遗传与环境在个体发展

中的作用、个体发展的主要研究方法。 

（二）身体、动作与感知觉的发展，包括出生前（胎儿期）的发展、婴幼儿

的发展、儿童期的发展、青春期的发展。 

（三）语言与认知发展，包括儿童的语言的发展、儿童认知的发展。 

（四）社会性发展，包括依恋行为、道德发展、社会化与人格发展。 

（五）中老年时期的发展，包括中老年时期生理与心理的发展、中老年时期

的生活适应。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个体发展 

1.识记：关键期；纵向研究法；横断研究法；群体-连续研究法。 

2.领会：人生各个时期的主要发展任务与发展特点；遗传与环境在个体发

展中的作用。 

（二）身体、动作与感知觉的发展 

1.识记：髓鞘化。 

2.领会：影响胎儿发展的不利因素；婴幼儿动作的发展顺序遵循的三个原

则；婴幼儿的感知觉的发展。 

（三）语言与认知发展 

1.识记：学习论；先天论；皮亚杰儿童认知的发展阶段论。 

2.领会：语言发展的阶段特征；影响语言获得因素；儿童认知的发展机制。 

（四）社会性发展 

1.识记：依恋；依恋形成的关键期；道德发展；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



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内在强化；替代强化。 

2.领会：安斯沃斯提出的依恋的三种类型；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的两阶段论；

柯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理论。 

（五）中老年时期的发展 

1.识记：中老年时期，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 

2.领会：中老年时期的生活适应问题。 

四、本章应用 

1.简单应用：根据安斯沃斯提出的依恋的三种类型分析个体的依赖类型；

各级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的两阶段论和柯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理论判断个体的

道德发展阶段。 

2.综合应用：利用人生全程发展特点设计提高中老年时期的生活适应能力。 

五、本章关键问题 

本章的重点是皮亚杰儿童认知的发展阶段论，安斯沃斯提出的依恋的三种

类型。难点是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的两阶段论和柯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理论。 

 

Ⅳ  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一）关于课程考试大纲的说明 

本大纲在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包括每一

章的考试内容，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具体包括识记和领会内容，识记部分要

求自学者能了解有关的名词、概念和知识的涵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而领会

部分能够在识记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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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明确每一章的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内容，对于应用部分，

需要在全面掌握每一章的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把每一个知识点进行串联起来进行

应用，同时还包括本章关键问题，确定每一章的重点和难度。通过本大纲能使自

学者进一步明确考核内容和要求，从而有目的地系统学习教材，同时使考试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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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自学教材的说明 

心理学导论课程大纲的制定是以自学考试指定使用的教材《普通心理学》为

基础。教材：《普通心理学》（第五版），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9月第 5版。 

（三）关于命题考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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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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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出题，一般为：识记 40%，领会 30%，应用 30%。 

3.合理安排试卷的难易度。试题的难度一般可以分为易、较易、较难、难

四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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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题、名词解释、简

答题、论述题等。 

5.本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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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这种感觉现象是(    ) 

A.对比    B.适应    C.后像    D.感受性 

2.呈现正强化物和撤去负强化物都可以增加反应的(    ) 

A.数量                   B.概率 

C.次数                   D.质量 

二、填空题 

1.在刺激作用停止以后暂时保留的感觉印象叫做________。 

2.信息加工的观点将记忆定义为人们对信息进行           存储和提取的

过程。 

三、名词解释 

1.有意注意 

2.感觉记忆 

四、简答题 



1.简述遗忘及影响遗忘的因素。 

2.简述大五人格理论的五种因素。 

五、论述题 

1.试述情绪与情感的关系。 

2.试论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主要观点。 

 

Ⅴ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本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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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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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

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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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

容和考核知识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

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普通心理学》（第五版），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9 月

第 5版。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说明 

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每一章的每一节中的基本要求中都指

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学习者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找

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进行高效率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