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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论语·魏灵公》刚结束的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心理学综合考试，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让无数莘莘学子为之扼腕，为之叹息，亦为之壮怀，为之激情。
于编者而言，这同样是一场与时间争赛的战斗：我们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最快的时间内，为2011
年的考生奉献上全新的心理学考研用书！
没有一本考研辅导书可以保证你一定成功，也没有一本考研辅导书可以代替你的努力，但是我们相信
，本书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梳理和巩固知识、锤炼和提升实力，也可以成为你追求信念之路上足以信赖
的伙伴，陪你度过每一个秉烛之夜。
通过出版后的反馈，我们获悉本书的部分特色得到了考生的好评（如详尽且重点突出的考点分析和细
致深入的历年真题详解，这两点对于跨专业考研或刚看完第一遍书的考生尤其重要），这既是对我们
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极大鞭策。
因此，本版书在保留以往特色的基础上，参考部分考生的意见，结合今年最新的考研命题趋势，根据
考生的复习备考规律，重新进行修订。
修订后本版书的结构调整为考点分析+历年真题详解+模拟试题，其主要特点详述如下：一、剖析统考
真题，解码命题玄机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作为一门“标准化考试”，遵循统一、规范的标准，其内在
逻辑和命题规律命题上是“有章可循”的。
本书的《心理学综合考试2010年试卷总体分析》是在去年《心理学综合考试历年试卷总体分析》基础
上又一次新的尝试，从题型结构、内容结构、命题方式、知识点覆盖面、命题难度等多个角度对今年
统考试卷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以便于考生在最初就牢牢把握总体命题趋势。
二、紧扣最新考纲，理清知识结构本书紧扣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
考试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这一最新版大纲的要求，对大纲所涉及的所有考点和知识结构进
行全面介绍和梳理，条分缕析，丝丝入扣，力求完备、准确、详尽、精细，这一点对于考生完成第一
阶段的备考复习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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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辅导与练习》是针对教育部自2007年开
始新设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而编写的。
《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辅导与练习》由前言、总体分析和六大篇章组成。
其中，总体分析深入地剖析心理学统考历年考题的内容分布和命题特点。
六大篇章是参照统考大纲，划分出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统计与
心理测量六块内容，精心编写而成。
每个篇章均由考点分析、历年真题详解和强化练习三部分构成：考点分析的各个章节完全按照考试大
纲的结构和顺序进行组织；历年真题详解遴选了大量各高校历年考研真题，配以思路分析和详细解答
；而强化练习则按照统考试卷的题型结构仿真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巩固和技能锤炼。
《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辅导与练习》对参加20lO年心理学统考的考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高分
制胜的必备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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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5章 注意的认知理论【考点分析】根据考试大纲，本章要求考生掌握以下知识点：·注意选
择的认知理论·注意分配的认知理论1 注意选择的认知理论注意最主要的特点是其选择性功能，同时
选择性功能也构成了认知心理学中注意研究的一个研究焦点。
1.1 过滤器理论（又名瓶颈理论或单通道理论）1958年，布罗德本特（Broadbent）根据双耳分听的一系
列实验结果，提出注意的过滤器理论。
该理论认为神经系统在加工信息的容量方面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对所有的感觉刺激进行加工。
当信息通过各种感觉通道进入神经系统时，要先经过一个过滤机制。
只有部分信息可以通过这个机制，接受进一步加工；而其他信息就被阻断在它的外面，而完全丧失。
它按“全或无”的方式进行工作。
一个通道通过信息的同时就关闭其他通道。
当环境需要的时候，过滤器又转换到另一个通道，使有关信息通过；同时阻断其他通道，不让信息通
过。
它无法解释人对有意义材料的信息加工和注意分配等现象。
1.2 衰减理论特瑞斯曼（Treisman）1964年提出的衰减理论认为，有机体总的加工能力是有限的，在信
息加工系统中存在着某种过滤器，但是，过滤器不是按“全或无”原则工作的，而是按衰减的方式工
作的；并认为许多通道都能对信息做不同程度的加工。
当信息通过过滤装置时，不被注意或非追随的信息只是在强度上减弱了，而不是完全消失。
此理论与过滤器理论有一定的共同点：两种理论有相同的出发点，即主张人的信息加工系统的容量有
限，所以需要过滤或衰减；都假定信息的选择发生在对信息的充分加工之前。
经过选择以后的信息，进入进一步加工处理。
而且，不同刺激的激活阈限是不相同的，对个体而言，刺激意义的重要程度与它们的激活阈限存在着
负相关。
衰减理论与过滤器理论合称为知觉选择理论。
1.3 后期选择理论（又名反应选择理论）该理论首先由多伊奇等人（Deutsch，eta1.1963）提出，后来由
诺曼（Norman，1968）加以修订。
该理论认为，所有输入信息在进入过滤或衰减装置之前已受到充分的分析，然后才进入过滤或衰减装
置（由于记忆的堵塞而造成遗忘），因而对信息的选择发生在加工后期的反应阶段。
所有的选择注意都发生在信息加工的晚期，过滤器位于知觉和工作记忆之间。
这个理论能很好解释注意分配现象，因为输入的所有信息都得到了加工；也能很好地解释特别有意义
的信息易引起人的注意的现象，因为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这些项目激活阈值是很低的。
但是，这个理论看来是不经济的，因为它假设所有的输入信息都被中枢加工，这就不能很好地解释早
期选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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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心理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辅导与练习》：由名校名师精心打造深
入解读综考大纲考试辅导系统、概括、重点突出模拟试题针对性强、命中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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