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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试大纲

347 心理学专业综合

Ⅰ.考试性质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是为高等院校招收应用心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设置

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有备继

续攻读硕士学位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心理学专

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考查目标

心理学专业综合考试范围为医学心理学和临床医学导论。要求考生系统掌握

医学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综合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行为医学 约 20%

医学心理学 约 80%

四、试卷题型结构

A型题 名词解释 共 10 题 每小题 5分，共 50 分

B 型题 填空 共 50 题 每小题 1分，共 50 分

C 型题 简答题 共 6题 每小题 10 分，共 60 分

D 型题 问答题 共 4题 每小题 20 分，共 80 分

X 型题 论述题 共 2题，每小题 30 分，共 60 分

Ⅳ.考查内容

一、医学心理学（主编 姚树桥 杨艳杰 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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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1.医学心理学概述

1）定义、范围、性质及目的

2) 医学心理学的相关学科

2.医学模式的转变

1）西方医学与生物医学模式

2）医学-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3）医学心理学与我国医学模式的转变

4）医学心理学对疾病与健康的思考

3.医学心理学研究方法

1）方法学的特殊性

2）研究过程类型及方法

4.医学心理学的现状与发展

1）我国医学心理学产生的背景

2）我国医学心理学科的现状

3）我国医学心理学科发展趋势

4）我国医学心理学工作者的培养

(二)心理学基础

1.心理现象及其本质

1）心理现象

2）心理的本质

2.认知过程

1）感觉

2）知觉

3）注意

4）记忆

5）思维

6）想象和表象

3.情绪和情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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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绪和情感的概念

2）情绪和情感的关系

3）情绪的功能

4）情绪和情感的分类

5）情绪的维度与两极性

6）表情

7）情绪的理论

4.意志过程

1）意志行动的基本过程和特征

2）意志的品质

5.人格

1）概述

2）需要

3）动机和挫折

4）能力

5）气质和性格

6.心理的生物与社会基础

1）心理的生物基础

2）心理的社会基础

(三)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

1.概述

1）人的发展与生命周期

2）健康与心理健康

2.儿童心理健康

1）胎儿期及婴幼儿期

2）幼儿期

3）儿童期

3.青少年与青年心理健康

1）青少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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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年期

4.中年期心理健康

1）中年期的生理心理特点

2）中年期的心理健康问题

5.老年期心理健康

1）老年期的生理心理特点

2）老年期的心理健康问题

(四)主要理论流派

1.精神分析与心理动力学理论

1）经典精神分析理论

2）现代精神分析的发展

3）心理动力学理论的临床应用举例

2.行为学习理论

1）主要的理论内容

2）经典条件反射理论

3）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4）社会学习理论

5）行为学习理论的临床应用举例

3.认知理论

1）主要的理论内容

2）认知理论在临床中的应用举例

4.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

1）主要的理论内容

2）人本主义理论临床应用举例

5.心理生物学理论

1）主要的理论内容

2）心理生物理论临床应用举例

(五)心理评估

1.心理评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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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评估的概念及作用

2）心理评估的方法

3）心理评估的一般过程

4）心理测验发展

5）标准化心理测验的基本条件

6）应用心理测验的基本原则

7）心理测验的类型及应用

2.智力测验

1）智力、智商和智力水平的分数

2）常用智力测验和发展量表

3.人格测验

1）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

2）艾森克人格问卷

3）卡特尔 16 项人格因素问卷

4.神经心理测验

5.评定量表

1）概述

2）自评量表

3）他评量表

(六)心理应激

1.总论

1）应激与心理应激理论

2）应激的概念模型

3）心理应激的意义

2.应激源

1）应激源的定义与分类

2）应激源的研究

3.应激过程的中介机制

1）应激的心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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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激的生理中介

4.应激反应

1）概念

2）应激的生理反应

3）应激的心理反应

5.应激的医学后果

1）应激的后果

2）应激的医学后果

6.应激的管理

1）概述

2）应激的管理的切入点

3）应激易感模型

4）系统的应激管理方案

(七)心身疾病

1.心身疾病的概述

1）心身疾病的概念

2）心身疾病的发病机制

3）心身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原则

2.常见心身疾病

1）原发性高血压

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3）糖尿病

4）哮喘

5）消化性溃疡和功能性胃肠病

6）经前期情绪障碍

7）肿瘤及其心理问题

(八)异常心理

1.异常心理概述

1）异常心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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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常心理与异常心理的区分和判别

3）异常心理的分类

2.常见的异常心理

1）焦虑障碍

2）抑郁障碍

3）躯体形式障碍

4）人格障碍

5）睡眠障碍

6）进食障碍

(九)健康行为

1.健康行为与行为转变

1）健康行为

2）行为转变的理论

2.烟、酒和网络成瘾

1）吸烟

2）饮酒与酗酒

3）网络成瘾

3.饮食、运动与肥胖

1）饮食

2）锻炼

3）肥胖

4.性行为与性传播疾病

1）性行为

2）性传播疾病

(十)病人心理

1.病人心理概述

1）病人概念与病人角色

2）病人的求医与遵医行为

3）病人的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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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人的一般心理特征与基本干预方法

1）病人的一般心理特征

2）病人心理问题的基本干预方法

3.各类病人的心理特征

1）不同病期病人的心理特征

2）临终病人的心理特征

3）手术病人心理问题及干预

4）癌症病人的心理问题及干预

5）器官移植病人的心理问题及干预

6）医疗美容领域中的心理问题及干预

7）基因技术应用中病人的心理特征及干预

(十一)医患关系与医患沟通

1.医患关系

1）医患角色

2）医患关系的定义

3）医患关系的基本结构

4）医患关系的特点

5）医患关系的类型

6）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

2.医患沟通

1）医患沟通的定义

2）医患沟通的基本要素

3）医患沟通的基本原则

4）医患沟通的功能

5）医患沟通的影响因素

6）医患沟通的基本方法

3.我国的医患关系

1）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

2）我国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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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分析

4）不同理论背景下紧张医患关系分析

5）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策略

(十二)心理干预概述

1.心理干预概述

1）概念

2）心理干预的内容与方式

3）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关系

2.心理治疗

1）概述与简史

2）心理治疗的范围

3）心理治疗基本过程和原则

4）心理治疗的基本技术

(十三)心理干预各论

1.精神分析与心理动力学治疗

1）经典精神分析疗法

2）客体关系取向的心理治疗

2.行为疗法

1）行为疗法概况

2）行为疗法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3）适应证和评价

3.认知疗法

1）概况

2）方法

3）认知治疗适应证

4.以人为中心疗法

1）概况

2）方法

3）适应症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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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森田疗法

1）概况

2）方法

3）适应症与评价

6.暗示和催眠疗法

1）暗示疗法

2）催眠疗法

7.家庭治疗

1）概况

2）方法

3）适应症与评价

8.团体治疗

1）概况

2）方法

3）适应症和评价

9.正念疗法

1）概况

2）方法

3）适应症和评价

10.危机干预

1）概况

2）危机干预的实施方法

3）危机干预中的相关问题

11.其他疗法

1）积极心理干预

2）人际心理疗法

3）艺术疗法

12.临床心理会诊服务

1）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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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

3）适应症与评价

二、行为医学（主编：白波 杨志寅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一)绪论

1.行为医学的概念

2.行为医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3.行为医学的学科定位和分支

4.行为医学发展简史、现状和发展方向

5.行为决定健康

1）不良生活方式是当今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

2）健康理念引领价值

3）理论和现实意义

4）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5）道德健康是健康的最高境界

6）行为健康是健康的基石

(二)行为医学的基本理论

1.行为主义理论

2.认知理论

3.人本主义理论

（三）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1.功能神经解剖学

2.神经生理生化基础

3.神经系统的可塑性

（四）人类行为发育特征

1.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

2.人类行为的发展特征

3.男女行为特征的差异

（五）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

1.行为与心理的概念、心理学与行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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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知与行为

3.情感与行为

4.动机与行为

5.人格与行为

（六）人类行为的社会学基础

1.人类行为产生机制

2.人类行为的社会控制

3.人类行为的社会化

（七）本能行为

1.摄食行为

2.性行为

3.攻击行为和自我防御行为

4.利他行为

5.群体行为

6.睡眠与生物节律

（八）成瘾行为

1.概述

2.酒精成瘾

3.烟草成瘾

4.阿片类物质成瘾

5.苯丙胺类物质成瘾

6.网络成瘾

7.病理性赌博

（九）就医行为与医疗行为

1.患躯体疾病后常见的行为

2.就医行为与遵医行为

3.医患沟通与易患互动

4.易患关系与医疗行为

（十）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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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患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2.医患沟通与冲突

（十一）暴力行为与自杀预防

1.暴力行为与暴力犯罪

2.自杀及相关影响因素

3.自杀的危险性检查与评估

4.自杀预防

5.危机干预

（十二）行为与健康

1.行为与健康的关系

2.有利健康行为

3.不利健康行为

（十三）应激及相关障碍

1.应激及相关因素

2.应激的机制

3.应激与躯体疾病

4.应激与精神疾病

（十四）行为与常见病

1.行为与心脑血管疾病

2.行为与慢性胃肠疾病

3.行为与糖尿病

4.行为与肥胖

5.行为与外科疾病

6.行为与肿瘤

（十五）慢性病健康干预与管理

1.慢性病健康干预的概念与策略

2.健康教育干预与健康指导

3.健康信息收集与体检筛查

4.慢性疾病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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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健康干预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6.随访监测与自我管理

（十六）行为测验与行为评估

1.概述

2.认知行为测验

3.人格测验

4.行为评估常用量表

（十七）行为疗法

1.行为矫正

2.松弛治疗

3.生物反馈疗法

4.动机访谈

5.认知行为疗法

6.接纳与承诺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