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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结构是：考试大纲、复习要求、考核知识点、重点与难点、课程内容、复习与练习、历年
试卷、模拟试题、参考生案等。
本书充分体现了新大纲精神和考试新动态，融复习内容与应该内容于一体，课程内容深入浅出，有利
于考生明确复习考试范围和要点。
每个章节精心编制了同步练习并附参考答案，以便考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检验复习效果，及时查缺补
遗，增强应考信心和能力。
书后附有历年考试试卷，还针对新大纲及考卷精心设计了多套“全真模拟试题”，以积累考生临场经
验，增强本书的实用性。
所有习题和模拟试题均按照考试大纲和考试样题进行编写，以便考生了解考题特点和样式，进入较好
的考前状态。
参考答案依据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考试大纲及指南》而拟定，具有很
高信度和效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心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第一节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心理学研究的任务和意义  第三
节 心理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第四节 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  复习与练习  参考答案第二章 心理的生理基
础  第一节 神经系统  第二节 反射与反射弧  第三节 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  第四节 中枢神经活动的基
本过程和基本规律  复习与练习  参考答案第三章 心理的发生与发展  第一节 动物心理的发生与发展  第
二节 人类心理的发生与发展  第三节 人类心理的基本特点  第四节 个体心理发展的理论  复习与练习  参
考答案第四章 感觉和知觉  第一节 感觉与知觉的概述  第二节 感觉与知觉的基本规律  第三节 观察  复
习与练习  参考答案第五章 记忆  第一节 记忆的概述  第二节 记忆过程  第三节 记忆的品质与培养  复习
与练习  参考答案第六章 思维与想像  第一节 思维的概述  第二节 思维过程  第三节 概念的形成与掌握  
第四节 问题的解决  第五节 创造思维  第六节 思维的品质  第七节 想像  复习与练习  参考答案第七章 情
绪与情感  第一节 情绪与需要  第二节 情绪与情感  第三节 情绪与的机体变化与外部表现  ⋯⋯第八章 
意志第九章 注意第十章 言语与技能第十一章 能力第十二章 气质与性格1999年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全国统一（联合）考试心理学试题与参考答案2000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教育硕士心理学
试题册与参考答案2001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教育硕士心理学试题册与参考答案2002年在职攻
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教育硕士心理学试题册与参考答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考试心理学全真模
拟试题（一）与参考答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考试心理学全真模拟试题（二）与参考答案在职
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考试心理学全真模拟试题（三）与参考答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考试心
理学全真模拟试题（四）与参考答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考试心理学全真模拟试题（五）与参
考答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心理学联考考试大纳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学>>

章节摘录

　　情绪记忆是以个体体验过的某种情绪或情感为内容的记忆。
如我们对第一天上大学时的愉快心情的记忆，就是情绪记忆。
情绪记忆往往是一次形成而经久不忘的，对人的行为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它常常成为人们当前活动的
动力，推动人们从事某些活动或制止某些行为。
这种记忆具有鲜明、生动、深刻和情境性等特点。
　　动作记忆是以个体的动作、运动及其系统为内容的记忆。
其特点是容易保持和恢复。
这类记忆对人们的动作的连贯性、精确性等具有重要意义，是动作技能形成的基础。
在个体发展中，动作记忆比其他各种记忆发展得早些，一般儿童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就表现出动作记
忆。
　　（二）瞬时记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　　这三种记忆是根据记忆过程的信息加工与保持时间长
短划分的。
　　瞬时记忆又叫做感觉记忆或感觉登记。
当客观刺激停止作用后，感觉信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保存下来，这种记忆叫做瞬时记忆。
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形象性；二是保持时间很短，一般不超过1秒钟，如果不予注意，
瞬时记忆的信息便很快消失；三是容量很大。
瞬时记忆是记忆系统的开始阶段。
　　短时记忆是指信息保持时间在1分钟以内的记忆。
当我们在电话号码簿上查到一个电话号码后，立刻就能根据记忆拨出这个号码，但打过电话就不记得
了，所以有时我们也把短时记忆称为工作记忆。
我们上课时边听课边记笔记所依靠的就是短时记忆。
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为7±2个组块；二是短时记忆以言语的听觉形式编码为
主，也存在视觉和语义的编码；三是短时记忆的痕迹具有随时间的延长而自动消退的特征，但如果受
到继续注意或复述，信息就可以进入长时记忆。
总之，短时记忆具有意识性、操作性、按原始信息的感觉通道编码等特点。
　　长时记忆是指学习过的材料在人脑中保持1分钟以上乃至终生的记忆。
它的特点：一是保持时间长；二是容量非常大，可随时提取；三是其信息以意义编码为主。
总之，长时记忆具有组织性、备用性等特点。
　　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的区分只是相对的，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从信息加工角度看，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是信息加工的三个阶段，三者构成一个记忆系统
模式。
　　（三）工作记忆　　20世纪80年代之后，心理学家将短时记忆扩展为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指在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同时将信息加以存贮，即它具有加工与存贮双重功能。
它有3个成分——中央执行系统、视空间画板和语音回路。
一般认为，中央执行系统是工作记忆的核心成分，完成对存贮信息的各种执行性加工，如选择性注意
和抑制、任务管理、计划、监控以及编码等。
视空间画板主要负责暂时存贮视觉空间信息。
语音回路负责以声音为基础的信息的存贮和控制。
大量研究表明，工作记忆能力与许多复杂的认知技能，如阅读理解、言语理解、词汇学习、写作、逻
辑推理和复杂学习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四）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　　20世纪80年代之后，心理学家还将长时记忆扩展为情
景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