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应用心理学学硕 349 经验分享

背景介绍

报考专业：应用心理学

初试分数：政治——62 ; 英语一——78 ; 专业课——209 ；总分 349 专业内第一

复试成绩：面试——85.5 ; 听力——3.0 ; 总成绩 80.7 第三名

本人今年 22 岁，性别男，就读温州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非 985/211 院校。由于本

人很久以前就喜欢心理学这门学科，也阅读过一些经典著作，也听过一些公开课，所以对于

此学科的答题框架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真正决定跨考心理学哈市在 2016 年 9 月份，距离

考研初试仅剩 4 个月时间，所以备考时间并不是很充裕。在备考期间，复习主要以书本为主。

专业课以书本和各大院校公开课为主，英语自学，政治购买了某机构的网络全程班。

初试篇

1. 政治篇

政治只有 62 分，分数不高，就简单说下吧！我是买了新东方的网络全程班跟着走的，

其中基础部分没有看，一是没时间，二是觉得没必要。其他部分都看了。另外没有看石磊的

部分，觉得他的教学方法不适合我。最后冲刺虽然买了肖秀荣的最后四套卷但是没怎么看，

考后听说他命中了不少，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

2. 英语篇

本人考的学硕，英语一 78 分，看到成绩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毕竟英语投入的时间还

是挺多的，而且考后自我感觉特好。于是之后去北大提供的查分系统中查了一下，大小作文

扣了 18 分，其他部分丢了 4 分。作文应该是被判了跑题，特别想不通，悲伤到现在，sad。
悲伤到写不出英语经验了，大家看下别人的吧。教训可以提供一点：没有真本领，就不要写

标新立异的作文了，老老实实从最主流最简单的切入点写就好，否则后果就是步我的后尘，

特别悲惨。

3. 专业课篇

（1）推荐书单（比邻推荐）

[1] 《普通心理学》，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2] 《发展心理学》，林崇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3] 《社会心理学》，侯玉波，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4] 《实验心理学》（第二版），朱滢，北京大学出版社

[5] 《心理与行为科学统计》，甘怡群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6]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第三版），张厚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 《测量心理学》，戴海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 《心理与教育测量学》，郑日昌，人民教育出版社

建议：心理学书籍，推荐在中文版看完之后看一下英文原版的，原因有三，一是英文版

次比较新，时效性更强且逻辑性和可读性都优于国内教材，二是为阅读英文文献做准备，三

是可以进行英文的学习，把专业课与英语学习融为一体，省时省力。

（2）视频

视频多以公开课为主，简单罗列一下：



[1] 耶鲁大学公开课：心理学导论、人性的哲学与科学，有关食物的心理学、哲学—死

亡

[2] 哈弗大学公开课：积极心理学、公正该如何做才好

[3]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开课：社会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4] 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开课：环境心理学

[5] 马里兰大学公开课：儿童发展心理学

[6] 斯坦福大学公开课：达尔文的遗产

[7] 杜克大学公开课：怪诞行为学

[8] 牛津大学公开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概论

[9] 北京大学公开课：实验心理学，变态心理学

[10] 北京师范大学公开课：创造性心理学、统计学导论

[11] 华东师范大学公开课：实验心理学

建议：这里根据个人时间安排及喜好、意愿为主进行观看，如果时间比较充裕，建议先

看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导论和北大吴艳红教授的实验心理学。

（3）专业课备考计划

[1] 入门：通过预览心理学与生活和上述公开课对整个学科进行笼统的了解

[2] 强化：针对书籍的深度阅读，至于阅读方法和顺序，这个因而而异，找到适合自己

的才能做到高效的复习。

[3] 查漏补缺：书籍、历年真题结合复习，通过做题查找自身弱项，然后在回归课本进

行知识的补充，直到知识点完全掌握。

4. 个人经验总结

[1] 生活规律：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一定要保证睡眠的充足，千万不要熬夜

[2] 招生计划：北大学硕 2015 年自命题以来统考招生名额较少，据我所知 16 年和 17
年都是公布招生三个，实际六个人进复试最后录取四个。

[3] 资料来源：北大近三年试题在网上基本上均可搜到，题目以简单基础为主，但个别

题目比较灵活，需要写出个人简介，总体来说难度还是较低的。

复试篇

1. 概况

地点：北京大学王克桢楼

复试当天首先进行的是一些材料审核、缴费、几率宣读等常规流程，之后开始正式复试。

复试分为英语听力和面试两部分英语听力是由一个外国留学生小哥哥现场以正常偏慢的语

速朗读的，一共十题（0.3*10=3 分），不要紧张就行，很简单的。听力结束交卷后是重中之

重的面试环节，所有学硕方向的考生统一面试，按照老师公布的顺序依次进场，其余考生在

候考室等候。 面试的房间是一个会议室，内有一个椭圆形的长桌，面试官也就是各位教授

们依次坐在四周，考生坐在正中位置，正对面是录像机，面试过程是全程录像的。进入房间

入座后，老师们（大概有十位，我没细数）会随机提问，用英文提问的问题就以英文作答，

中文的就用中文作答。我被问到的问题大致有自我介绍、本科学习情况、心仪的老师、感兴

趣的方向、读过的文献以及自己的理解，心理学基础知识等，答完后就可以出去各回各家了。

整个面试过程大约 30 分钟，问题的个人导向性还是比较强的，会根据之前提交的个人陈述、

发表的文章、本科专业等个人信息来提问。

2. 一些小思考



[1] 半小时左右的面试，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去与留？

相信大家都知道半个小时的面试并不能决定一个考生的真实水平，那么作为中国心

理学领域顶尖的大牛们会不知道吗？那么他们针对面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

是为了淘汰，而非录取。大家一定会有疑问，淘汰和录取不是一样吗？

录取：是为了考察出每个学生的水平，然后从高至低选择。

淘汰：是把一部分有明显缺陷，或者明显不适合当年招生老师要求的但是初试成绩

比较高的学生给剔除。

[2] 本科院校差，专升本或者同等学力会不会被嫌弃？

我个人观点是肯定会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老师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做科研

的能力和潜力，我觉得院校差不及 GPA 低的影响大，GPA低的同学一定要给出合理的解

释。

3. 联系导师

[1] 怎么知道当年哪个老师有名额呢？

这个我没有头绪，个人觉得如果你没有很强的背景关系的话，只有通过挨个给

老师发邮件询问，然后期待有名额的老师会告诉你，这个我没有试过，有毅力的同

学可以尝试一下。

[2] 初试成绩公布后要不要联系导师？

接上个问题，如果你知道谁招人的话当然可以联系一下问问。

[3] 提前联系好导师是不是就代表会被录取？

个人观点是不会，我以及我咨询过的学长学姐们，很多都是没有提前联系导师的，

但是最后都录取了，所以如果你没联系的话也不必太担心。 至于有没有黑幕，明智的

人不会去想这种傻问题。

最后，希望各位在备考过程中谨记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愿来年你我在燕园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