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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硕 347-考研真题分析 

一、院系介绍 

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2015年成为江

苏省与教育部共建高校。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南师大是江苏省内唯一一个拥有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整心理学人

才培养体系的单位。学院的前身可以追溯至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的我国第一个心

理学系，此后历经国立东南大学心理学系、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金陵大学哲学心理学

系等，延续至今。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硕历年分数线 

 年份 总分 

2018 363 

2017 357 

2016 342 
专硕 

2015 365 

二、南京师范大学专硕 347 参考书目 

书目 作者 版次 出版社 

《普通心理学》 彭聃龄主编 2011年第四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实验心理学》 邓铸编著 2016年第一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与教育测量》 戴海崎主编 2011年第三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 

《心理与教育测量》 郑日昌主编 2011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儿童发展》 刘国雄编著 2017年第一版 科学出版社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主编 2009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侯玉波主编 2013年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格心理学》 黄希庭编著 2002年 浙江教育出版社 

《人格研究》 郭永玉主编 2016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硕 347 真题题型及分值分析 

题型 2019 年（题量*分值） 

选择 50*2’ 

名词解释 5*6’ 

简答 5*16’ 

论述题 2*30’ 

综合题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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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科目题量分布 

方向 科目 
选择

（50*2’） 

名词解释

（5*6’） 

简答

（5*16’） 

论述题

（2*30’） 

综合题

（1*30’） 
分值 

普通心理学 18*2’  1*16’ 1*30’  82’ 

实验心理学 8*2’ 1*6’   1*30’ 52’ 

测量心理学 13*2’ 2*6’ 1*16’   54’ 

发展心理学 8*2’  2*16’   48’ 

社会心理学 1*2’ 2*6’ 1*16’   30’ 

专硕

347 

人格心理学 2*2’   1*30’  34’ 

五、2019 年真题特点分析及解读 

（1）题量及难度： 

整体来看，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硕初试试题总体难度中等，题量适中，但今年在很

多学校的试题中都出现了学科交叉的题目，这也会成为一个流行的大趋势。对于 2020报考

的学生来说，理解知识、熟记知识、运用知识并且打造自己的专有知识网络显得尤为重

要。 

 

（2）科目分布解读： 

普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基础科目，在本次考试中当之无愧成为了占分数比例最大的

科目，分值 82分，除此以外的实验心理学和测量心理学考察的相对多一点，但与发展心理

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的分值相差无几。由此看来，对准备 2020考研的小伙伴发出

了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普通心理学的重要地位，一定要将普通心理学学扎实、多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考研中，学校虽然将刘国雄版的儿童心理学添加到参考书目，但在考

试中并没有针对该书目进行考察，而是考察了临终心理的发展阶段。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

“敲打”一些同学，在备考过程中不应存在侥幸心理，而是应踏踏实实全面备战。学有余

力的同学非常建议在学习学校给出的备考书目之外，能多看一些心理学相关书籍。 

 

（3）复习建议：考研是一个需要艰苦奋斗的历程，在找准目标后，就要坚定意志，一门

心思进行学习，课本、知识网络、习题练习、课外拓展等步骤一个也不能丢，因为只有这

样全面备战，才有可能从容应对。按照考研知识阶梯三步走，第一阶梯是看懂知识，即通

读课本，做到理解书本中的内容；第二阶梯是熟记知识，即背诵课本，做到对基本知识框

架与内容的准确记忆；第三阶梯的运用知识，即形成知识网络，实现知识的相互连接并且

能熟练进行应用。总之，希望大家坚定理想，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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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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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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需要层次理论是谁提出来的 
A.马斯洛   B.罗杰斯   C.皮亚杰   D.艾宾浩斯 

2. 名词解释 
1) 偏见 

2) 团体思维 

3. 简答题 
1) 动机的含义及作用 

2) 临终心理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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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述题 
结合实例，论述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 

5. 论述题 
请设计一个时间匆忙因素和工作压力对应激反应的影响实验（考虑性别差异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