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北京大学心理学-专硕-考研真题分析 

一、院系介绍 

北京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创办于 1898 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

综合性大学，“985 工程”，“211 工程”，“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心理学）”，自主划线

高校，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0402 心理学排名：A+。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简称：心理学院）是目前国内

第一个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百分之一的心理学院系。现有教员 42 人，硕士研究生的招生

规模 70 人左右（25 名左右的学术型硕士和 40 名左右的专业型硕士）。 
2019 年北京大学计划招生全日制 35 人，非全日制 15 人，全日制应用心理硕士不区

分研究方向，非全日制应用心理硕士项目于 2019 年仅招收有志于从事临床心理学（高校

心理咨询）方向工作的考生。 

二、北京大学专硕参考书目 

书目 作者 版次 出版社 

《普通心理学》 彭聃龄 2012 年第四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学与生活》 

理查德-格里格、菲

利普-津巴多著，王

垒、王甦等译 

2016 年第十九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侯玉波 2013 年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戴维迈尔斯 2014 年第十一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 2009 年第二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发展心理学》 苏彦捷 2016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张厚粲 2015 年第四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与行为科学统计》 甘怡群 2005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实验心理学》 郭秀艳 2004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实验心理学》 朱滢 2016 年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心理与教育测量》 戴海崎 2011 年第三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 

《变态心理学》 钱铭怡 2006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格心理学》 伯格 2014 年第八版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现代管理心理学》 程正方 2009 年第四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组织管理心理学》 王垒 1993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弗雷德•鲁森斯 2009 年第十一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心理咨询与治疗》 钱铭怡 2016 年重排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临床心理学》 王登峰 2008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备注：同样科目的书目建议优先参考北京大学老师的教材。 

三、北京大学心理学专硕 347 真题题型及分值分析 

题型 2019 年（题量*分值） 
简答题 9*20’ 



论述及实验设计 3*40’ 

四、各科目题量分布 

2019 年真题分科目分布： 
方向 科目 简答题（9*20’） 论述及实验设计题（3*40’） 总分 

普通心理学 3  60’ 

社会心理学  1 40’ 

发展心理学 1  20’ 

心理统计学 1  20’ 

实验心理学  2 80’ 

心理测量学 1  20’ 

变态心理学 1  20’ 

人格心理学 1  20’ 

管理心理学 1  20’ 

专硕

347 

咨询与临床心理学   0 

五、2019 年真题特点分析及解读 

（1）题量及难度：2019 年北京大学心理学专硕的考试题目与 2018 年保持一致，9 道

简答 3 道论述，均为主观题。其中简答题部分，难度不是很大，主要考察学生对于基础知

识点的理解和记忆，诸如睡眠阶段的特点，记忆的分类及其特点，t 检验和方差分析的比

较，职业倦怠等知识点均属于基础类题目。但是在基础知识考察的同时，也有许多基础知

识点的灵活应用和深度理解作了更好的要求。比如“视野中盲点及测量”，体现了北京大

学的灵活性和实证性的注重。 
 
（2）科目解读：从北京大学 2019 年的真题分科目分布的表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实

验心理学的分值是最高的、占比最大，两道论述题皆考察实验心理学部分的内容。而且，

这两道题目对于考生的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第一道实验题较为基础，考

察被试内和被试间实验设计的区别在哪里。第二道实验设计题目考察实验、管理心理学和

人格心理学 3 门学科的综合知识。论述题的第二题是属于社会心理学科目的内容，要求考

生了解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其实这也是社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的大结合。这

道题就综合考察了考生的心理学功底和心理学的专业素养。在这道题目当中，既有实验设

计的思路在里面，也有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现象的解读，而且还可以看出考生的解题思路和

心理学专业名词的准确、规范的解释及阐述，是一道区分度很高的试题。 
 
（3）复习建议：对于老师上课强调的高频重点的知识点大家是一定要掌握的，而

且，对于大家的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也很高。要善于去积累心理学相关专业的知识，深度

挖掘相关知识，并进行理解和识记，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从北大历

年真题也能够看出，北大对于学生的逻辑思辨和实验设计的能力是十分注重的。所以不能

报着死记硬背的心态去复习，要善于扩展和刨根问底。自己平常要多学善思，对相应的心

理学知识善于联系实际，多总结自己的思考角度，升华课本上的知识。 
（4）复习规划： 
1 月-3 月复习计划： 
初步了解院校信息，整理汇总参考教材。 



3 月-6 月复习计划： 
复习目标：打基础阶段，对自己所报考的院校所考的科目进行全面的基础学习，不放

过每个知识点。对基础班课程进行系统且细致的学习。 
复习方法：这一阶段可以尽早开始读课本，将课本和文都比邻的讲义结合。整理和调

整自己的考研全年的复习计划。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全面扎实开展考研这项大事业。 
7 月-9 月复习计划： 
复习目标：暑期强化第一阶段。对基础阶段的知识点进行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系统学

习。开始结合题目进行自测。在这一阶段要梳理自己的框架和知识树，为自己的复习的质

变做好准备。 
复习方法： 
继续画表格列框架，梳理知识点，抓住暑假的黄金时间，开始背诵记忆。在背诵和刷

题的过程中查漏补缺。根据老师的课程及自己的刷题感受找出重要的高频知识点，进行重

点解决。 
9 月-10 月复习计划： 
复习目标：深化各科知识点，系统整理自己的复习资料，在 9 月下旬有属于自己的各

科知识的脉络框架，列框架、画表格。结合题库刷题。 
复习方法：英语的时间适当安排，政治在考试大纲颁布后开始投入时间，专业课的时

间必须保证。专业课按照大纲的知识点，结合自己的复习资料（主要是各科的课本），加上

我的个人看法，最终达到对每个知识点都理解，记忆背诵某些重点。要开始大量刷题，锻

炼自己的做题思维和技巧。在这一阶段文都比邻会推出相应的秋季刷题营课程，名师带你

刷真题、模拟题，针对疑惑专业性解答。 
11 月上旬-12 月上旬复习计划： 
复习目标：争取背一到两遍，合上书要能回答出要点，甚至要做到能扩展开来。 
复习方法：背诵自己的知识框架，对心理学的各科都有很清晰的脉络结构图。这时候

一定要保证专业课 300 分的时间。 
12 月中旬-考试前复习计划： 
复习方法：冲刺大背书阶段，这个时候需要重点复习，每门课列出 12—26 个重点题

来重点背。这一阶段，文都比邻会推出相应的背书抢分营课程，老师针对性给出重点，并

全程监督。 

六、真题早知道 

2019 年真题（部分）： 
一、简答 
1.快速眼动睡眠（REM）有何特点，它在睡眠周期中占的比例如何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变化

的。 
2.视野中为何会存在盲点，如何通过简单的测量确定盲点在视野中的位置。 
3.陈述性记忆与程序性记忆的本质区别。 
4.请描述 A 型人格的行为模式。 
二.论述及实验设计   
1.简述被试内设计跟被试间设计的异同。 
2.请从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中，选取 2 个经典研究，以及这些研究说明了什么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