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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解锁 

实验设计 

【实验-主观题作答】 

什么是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影响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因素都有哪些？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亲临考场了，很多同学背了好几轮，可到提笔作答时，还是会有疑

问，简答题该如何作答？论述题写多少较合适？咱们今天就一起来练一练。 

敲黑板：提笔作答之前，要记得先擦亮眼睛看清楚该题是简答题还是论述题。 

如果是简答题，写明要点、简要回答，即问什么答什么； 

如果是论述题，写明要点、全面回答，即想到啥就答啥。 

当然，简答题和论述题不能瞎编，知识点肯定是要相关的，有理有据，层次清晰，让阅卷

老师一看就觉得是科班出身，那叫一个专业。体现专业的法宝就是抓住关键词，专有名词

要记牢，这就是得分的亮点。 

【简答题版本】 

1. 实验效度是指实验方法能达到实验目的的程度，也就是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程度。主要有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2. 1.内部效度 

3. （1）定义：内部效度是指实验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明确程度。 

4. （2）影响因素： 

5. ①历史（经历）；②成熟或自然发展的影响；③选择；④测验；⑤被试的亡失；⑥统计

回归；⑦仪器的使用；⑧选择和成熟的交互作用；⑨主试-被试间的相互作用 

6. 2.外部效度 

7. （1）定义：外部效度是指实验结果能够普遍推论到样本的总体和其他同类现象中去的

程度，也称为生态效度。 

8. （2）影响因素： 

9. ①实验环境的人为性；②测量工具的局限性；③测验的反作用效果；④选择偏差与实验

变量的交互作用；⑤实验安排的反作用效果；⑥重复实验处理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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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是不是一定要写全呢？ 

不一定。如果记得很全面，将各因素简单陈列出来即可；如果记得不全，使劲儿想也想不

起来了，那就将想出来的几个因素进行展开描述即可。切忌卷面空空如也！ 

冲刺背书也是如此，不需要字字句句、完完整整的背下来，记住大框架和关键字，考场上

一定能文思如泉涌将关键字扩充完整。 

论述题其实就是简答题的展开版，对各因素进行适当的解释，分分钟就收割一波分数。以

下的论述题是取自各位实验心理学大牛老师的综合版本，同学们不必写如此全面，两个效

度各取 4 至 5 个展开描述即可。 

【论述题版本】 

10. 实验效度是指实验方法能达到实验目的的程度，也就是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程度。主要有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11. 1.内部效度 

12. （1）定义：内部效度是指实验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明确程度。 

13. （2）影响因素： 

14. ①历史（经历）：指在实验过程中，与实验变量同时发生，并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的

特定事件。 

15. ②成熟或自然发展的影响：指被试身心发生变化，如变得较为成熟、疲倦、饥渴等。 

16. ③选择：由于没有随机化选择被试和分配被试，造成在实验处理前被试的组与组之间

在很多方面并不相等或有偏向性。 

17. ④测验：前测验可能会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实验处理实施后所进行的测验。 

18. ⑤被试的亡失：实验组或控制组中有较多的被试中途退出实验或中途死亡（动物实

验），研究者无法对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 

19. ⑥统计回归：指在实验处理前选择了在某一特征方面具有极端分数（高分或低分）的

被试，实验处理后的测验分数有回归到平均数的趋向（变得不优也不差）。 

20. ⑦仪器的使用：使用仪器不当或仪器失灵、测验材料出现问题等。 

21. ⑧选择和成熟的交互作用：当研究者缺乏对变量的精确控制时，易出现选择与成熟的

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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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⑨主试-被试间的相互作用：最典型的主试和被试间的相互作用是要求特征和实验者效

应。有效消除的方法通常是双盲实验法。 

23. 2.外部效度 

24. （1）定义：外部效度是指实验结果能够普遍推论到样本的总体和其他同类现象中去的

程度，即实验结果的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也称为生态效度。 

25. （2）影响因素： 

26. ①实验环境的人为性：实验环境的人为性可能使某些实验结果难以用来解释日常生活

中的行为现象。 

27. ②测量工具的局限性：实验者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往往以所使用的测量工

具的测量结果来加以考虑的。以测量成就动机为例，如果在实验时采用的是某一种成就

动机的量表，那么所得出的实验结果便不能推论到采用其他成就动机的量表的情况中

去。 

28. ③测验的反作用效果：若前测验增加或降低被试对实验处理的敏感作用。那么，用这

类有前测验的实验设计所得到的结果，就不能直接推论到无前测验的实验中去。 

29. ④选择偏差与实验变量的交互作用：在选择中有偏向的样本并不总代表总体，故这种

结果的可推广性也就因此受到限制。 

30. ⑤实验安排的反作用效果：如果被试在实施处理前了解实验安排或因参加实验而受到

暗示，那这样的实验结果也就不能推广到非实验情境中去。 

31. ⑥重复实验处理的干扰：同一组被试在短期内接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验处理时，前

一实验处理往往会对后一实验处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用这种实验设计得到的结果

就不能使用于非重复实验处理的情境。 

32. 实验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般而言，可以在保证实验内

部效度的前提下，适当采取措施提高外部效度。 

33. 【名词详解析】 

34. 统计回归 

35. 指在实验处理前选择了在某一特征方面具有极端分数（高分或低分）的被试，实验处

理后的测验分数有回归到平均数的趋向（变得不优也不差）。 

36. 举个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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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们首先通过前测分出了好、中、差三类学生。假设这三类学生实际水平相差不大，

只是在做前测的时候，恰好第一类发挥特别好，拿了个“好”，而第三类学生发挥差了

些，拿了个“差”。这样的话，通过前测分出的三类学生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再次进

行测验时可能会回到原本真实的水平，这就产生了统计回归效应。 

38. 选择偏差与实验变量的交互作用 

39. 由于某种原因或抽样出现错误，研究者所选择的被试样本都具有某种特征，而且这种

特征与实验处理发生作用对实验结果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种在选择中有偏向的样

本并不总代表总体，故这种结果的可推广性也就因此受到限制。 

40. 举个栗子： 

41. 如果选择一些智力水平较高的学生，进行发现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比较，实验结果发

现前一种教学法优于后一种教学法。但是这一结果显然不能推论到实验以外的其他一般

的学生中去。因为参加实验的对象是具有高智力水平的学生，他们也许比这种特质低的

学生（例如，低智力水平的学生）更能从发现教学法中获益。如果将这种结果随意推广

到所有学生上去，显然会造成推论的错误。 

一年磨一剑，大家已经复习到这个阶段了，除了掌握知识内容外，也需要培养一些答题技

巧、注意自己的答题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