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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学硕 617-考研真题分析 

一、院系介绍 

北京体育大学成立于 1953年，原名中央体育学院，1993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是

全国重点院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并已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

高校名单，具有光荣的办学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办学基础，在国内外享有盛

誉，隶属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学校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提升办学层次和办

学水平，适应体育、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需要，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正式成立心理学

院。 

二、北京体育大学学硕 617 参考书目 

书目 作者 版次 出版社 

《普通心理学》 彭聃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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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心理学》 朱滢 2016 年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张厚粲主编 2013 年第三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与教育测量》 戴海崎 2011 年第三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 

《运动心理学》 张力为、毛志雄 第一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学硕 617 真题题型及分值分析 

题型 2019 年（题量*分值） 

名词解释 10*5’ 

简答 8*15’ 

论述题 4*20’ 

综合题 2*25’ 

四、各科目题量分布 

方向 科目 
名词解释

（10*5’） 

简答

（8*15’） 

论述题

（4*20’） 

综合题

（2*25’）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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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学 3*5’ 3*15’ 1*20’  80’ 

实验心理学 3*5’ 2*15’ 1*20’ 1*25’ 90’ 

统计心理学 2*5’  1*20’ 1*25’ 55’ 

测量心理学 1*5’ 2*15’   35’ 

学硕

617 

运动心理学 1*5’ 1*15’ 1*20’  40’ 

注：综合题第二题为融合性题目，考察了统计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知识点，但没有具体的

分值比例，因统计类设问较多，在此暂归为统计心理学题目。 

五、2019 年真题特点分析及解读 

（1）题量及难度： 

整体来看，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学硕初试难度中等，题量中等偏大。 

北京体育大学初试中没有选择题，但好在大部分题目都比较直接，当然面对学科融合

命题的趋势，今年的试题中也出现了一道，虽然是将统计与实验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道大的

综合题，但仔细审题后就会发现，其实不同科目之间的知识并没有融合得特别紧密，只是

将两门学科堆叠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些题目是跨知识点考察的，比如对比古典心理物理

法与信号检测论，但难度也适中。 

初试中包含了十道名词解释、八道简答、四道论述及两道综合题，共计二十四个题

目。这个题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此，熟记学科知识、把握答题要点、掌控答题节

奏也是 2020年考生值得注意的一点。 

 

（2）科目分布解读： 

在北京体育大学 2019年官网公布考试的各科考试占比分别为心理学导论 35%、实验心

理学 20%、心理统计 20%、心理测量 15%、运动心理学 10%。本次考试中，实际占比分别

为：心理学导论 27%、实验心理学 30%、心理统计 18%、心理测量 12%、运动心理学 13%。 

官网公布比例与实际差值表 

科目 官网公布比例 实际比例 变化 

普通心理学 35% 27% -8% 

实验心理学 20%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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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心理学 20% 18% -2% 

测量心理学 15% 12% -3% 

运动心理学 10% 13% +3% 

显而易见的是，实验心理学分值有明显的增加，普通心理学有明显的降低，而其他几

门科目虽有变动，但变化不大。 

普心分值 80分，占 27%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作为心理学当中的基础学

科，考察的内容也比较基础，比如本次考察了差别感受性、心境的定义以及三元智力理论

等，所以大家要做的就是扎实、全面地复习。实验心理学在本次考试中占比最高，达

30%，而且出现了学科融合性题目，比如用运动饮料做实验、通过案例分析实验设计等，由

此学校对实验心理学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所以 2020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应多看、多想、

多准备，以应对考试。统计心理学占比 18%，考察的内容涉及到了记忆类和计算类，但难

度都不高。测量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也是考察了记忆类内容，如表象训练、多维焦虑理论

等。 

 

（3）复习建议：北京体育大学学硕考察科目总共五门，既然选准目标，在备考过程中，

就要做好学科规划，相信自己，艰苦奋斗。在掌握了基本知识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知识

网络，在不断的练习中提升自己对知识的熟练程度，并进行适当的课外拓展。在全面备战

的前提下，从容应对考试。文都比邻老师建议大家进行知识阶梯三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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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勇往直前、夺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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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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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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答题 

1) 三元智力理论 

2) 运动技能形成的特点 

2. 论述题 

1) 多维焦虑理论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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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典心理物理法与信号检测论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