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学硕 640-考研真题分析 

一、院系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由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中央直管

副部级建制，“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985 工程”、“211 工程”，自主划线高校。心理

学系，获批心理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下设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两个二级学科。 

二、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学硕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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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心理学》 郭秀艳 2004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心理与教育测量》 戴海崎等 
2011年第三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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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 
2009年第二

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认知心理学及其启示》 约翰•安德森 
2012年第七

版 
人民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会心理学》 金盛华 
2010年第二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组织行为学》 
斯蒂芬·罗宾

斯 

2016年第十

六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心理学与生活》 

（补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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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2019年真题当中的名词解释“统计结论效度”在郭秀艳的《实验心理学》当

中没有发现，文都比邻《心理学考研知识精讲》涵盖了这一知识点。 

另外，根据 2019年真题，在简答题部分出现两道《心理学与生活》当中的知识点

（“应激”、“杏仁核损伤”。虽然在普通心理学当中也涉及到了“应激”的相关知识，但

是就答题来说并不能满足 2019年人大的真题。），建议 2020报考人大心理学学硕的考生将

《心理学与生活》作为补充阅读。 

三、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学硕 640 真题题型及分值分析 

题型 2019 年（题量*分值） 
名词解释 8*10’ 
简答题 8*15’ 



论述题 4*25’ 

四、各科目题量分布 

2019 年真题分科目分布： 
方向 科目 名词解释 简答题 论述题 总分 

普通心理学 4 2  70’ 

实验心理学 1 3 2 105’ 

心理测量学 1   10’ 

心理统计学    0’ 

发展心理学 1  1 35’ 

认知心理学    0’ 

社会心理学 1   10’ 

学硕 

组织行为学   1 25’ 

临床与咨询  1  15’ 
超纲 

心理学与生活  2  30’ 

五、2019 年真题特点分析及解读 

（1）题量及难度：2019 年人大学硕 640 的心理学考研试题与 2018 年相比分值及形

式没有变化。 
名词解释部分的题目分布在普通心理学（“韦伯定律”等）、心理测量学（项目特征

曲线）、实验心理学（“统计结论效度”）、发展心理学（“元分析”）和社会心理学（“习

得性无助”）这些科目，考察的知识点还算比较基础，大部分是常考的高频考点和老师上

课强调的知识点。 
但是在简答题部分，可能很多小伙伴就蒙圈了，除了考纲规定的科目外，出现了超纲

的三道题目，共计 45 分，分别是临床与咨询方向（真题：咨访关系）和心理学与生活

（真题：杏仁核损伤；简答“应激的概念、表现及来源”），虽然在普通心理学当中也涉

及到了“应激”的相关知识，但是就答题来说并不能满足 2019 年人大的真题。这两门超

纲科目的内容，使得整个试卷的难度一下就飙升。 
论述题主要考察了实验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这三门学科的内容。题目很

灵活，不再是简单的回答定义及影响因素，要求对基础的知识进行理解和灵活的运用。这

也是很多自命题院校越来越重视的命题趋势。 
（2）科目解读：就上述表格当中的分值来看，2019 年人大心理学真题试卷中实验心

理学的比重独占了 105 分，说明对实证研究以及逻辑思维的重视程度。其次是普心占比也

比较高，其他科目的分值相对来说比较平均。测量和社会各占 10 分，考察的比重是比较

小的。在论述题当中的实验心理学的考察是与其他科目相结合来考察的，题目的到综合性

程度是很高的。对于实验设计分析类的题目，一直是老师强调的重点和关键。论述题的第

一题“从进化的角度分析不同性别的攻击行为的差异”，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和社会心理

学的角度回答都可以。关于“应激”的题目，在普通心理学里面属于比较偏的知识点，在

《心理学与生活》里面有更多的解释。 
（3）复习建议：人大 2019 年的整体出题风格不按套路走，比较偏比较怪，三道超纲

的简答题会使很多考生怀疑人生。对于有志于报考人大的考生，还是应该抓住基础，夯实

基础知识点，对于老师反复强调的重点一定要吃透搞懂。另外，扩展自己对于心理学知识

的广度和深度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对于实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点及实验流程部分的内容，



不仅在初试的时候比重很大，分值很高，而且学好实验心理学对于读研期间也是会有莫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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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词解释（8*10） 
1. 腹侧通路 
2. 项目特征曲线 
二、简答（8*15） 
1. 考察反应一致的两个实验范式。 
2. ROC 曲线的应用。 
三、论述（4*25） 



1. 从进化的角度分析不同性别的攻击行为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