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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基础教程》

前言

近年来，应用心理学专业在不同类型本科大学的心理学院系相继建立。适用于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教材
受到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21世纪高等院校心理学教材系列”，目标叫确定位于实用性教材
，该系列分为两部分，基础课教材突出基础知识的可衔接性.为后而的专业技术学习做好准备；专业课
教材突出实用性，为今后就业提供必要的训练。在教材的编写中注意读者本身现有基础知识的储备，
尤其是专业课教材，不做过多的理论性内容的介绍，突出实用环境信息，使读者真正掌握使用技能。
心理科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从而促进了心理统计学的快速发展，心理统计学的教学水平和
手段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学生对统计方法的和技术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受北京大学出版社陈小红编辑
的邀请，首都师范大学郭春彦教授承担组织编写本系列教材之一：《心理统计基础教程》。作为从事
心理科学研究的人员来说，在进行研究时，一般的方法是采用实验或调查等方法获得实验数据，即，
将一个心理问题转换成数量化的研究。然而，实验与调查中获得的数据特点通常是大量的、随机的、
变异的，但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就需要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和推断，从
而使事物的特征和规律显现出来，因而心理统计学成为心理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之一。但在教学
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多数学生对心理统计学抱着一种畏难和焦虑的情绪，他们虽然花费
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心理统计，但收效甚微，在面临实际问题时常常手足无措。究其原因，很大
程度上是源于统计思想的缺乏，常常纠结于统计公式的简单套用和演算。当然这对于初学统计学的学
生来说，是有必要的，但针对统计方法的应用来说，SPSS等统计软件已经将我们从繁重的数学汁算巾
解脱出来，记忆大量的运算公式及其演算过程，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对统计学的学习来说，最主要的
是掌握统计思想，理解相应的统计原理，能够根据实际情境提}}I解决问题的一个或几个合适方案，并
懂得选择其中的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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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基础教程》

内容概要

《心理统计基础教程》内容简介：心理科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从而促进了心理统计学的快
速发展，心理统计学的教学水平和手段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学生对统计方法的和技术的需求也不断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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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基础教程》

书籍目录

1　绪论　第一节　心理统计学概述　第二节　心理统计学的内容　第三节　心理统计基本概念第一
部分　描述性统计2　频数分析　第一节　数据的整理　第二节　频数分布表　第三节　频数分布图3
　集中趋势的度量　第一节　众数与中数　第二节　算术平均数　第三节　平均数与中数、众数的关
系4　离散趋势的度量　第一节　全距、百分位差和四分位差　第二节　方差与标准差　第三节　标
准分数5　相关关系　第一节　相关概述　第二节　积差相关　第三节　等级相关与点二列相关第二
部分　推论性统计6　概率与概率分布　第一节　概率及概率分布概述　第二节　二项分布　第三节
　正态分布7　抽样理论与参数估计　第一节　随机抽样与点估计　第二节　抽样分布　第三节　区
间估计8　单样本的假设检验　第一节　假设检验原理　第二节　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　第三节　相
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9　双样本的假设检验，　第一节　平均数差异的检验原理　第二节　独立样本
的平均数差异检验　第三节　相关样本的平均数差异检验　第四节　方差齐性检验10　方差分析　第
一节　方差分析基本原理　第二节　单因素方差分析　第三节　多因素方差分析简介11　计数数据分
析　第一节　γ2检验概述　第二节　拟合度检验　第三节　列联表分析与独立性检验12　非参数检验
　第一节　非参数检验概述　第二节　组间设计的非参数检验　第三节　组内设计的非参数检验13　
线性回归分析　第一节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　第二节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　第三节　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简介自测题参考答案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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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基础教程》

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心理学研究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心理统计也不再受到重视，各所高校也
停开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的相关课程。20世纪80年代后，心理学开始复苏，随之心理与教育统计学也开
始受到重视，有关心理统计的书籍开始陆续出版，至今仍然有影响的是张厚粲、孟庆茂著的《心理与
教育统计》（1982），郝德元编著的《教育与心理统计》（1982）等。随着各高校对心理学研究的重
视，以及对心理与教育统计方法的应用，近年来不断出版了许多的书籍，如《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张厚粲主编，1988）、《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张敏强，1992）、《教育统计学》（王孝玲编著
，1993）等。另外，一些方便快捷的统计软件也被介绍进中国，最常见的有SPSS、SAS、sTATISTIcA
等。三、学习心理统计应注意事项1.注重掌握条件性知识学习心理统计时需要重点掌握各种统计方法
使用的条件。由于心理统计中介绍的各种统计方法是在一定的理论假设条件下推导来的，所以在学习
和使用时必须注意各种统计方法适用的原假设。例如，t检验的公式的推导，其前提假设就是总体为正
态分布、方差相等。因此，在使用t检验时就需要注意数据的总体分布及方差情况是否满足上述条件。
除此之外，同样的问题可以使用不同方法解决，但是要注意应该采用最贴切、最能反映数据原始面貌
的统计方法。例如，在解决物体之间的相关关系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各种相关分析方法的使用条件，
积差相关处理的是两列连续数据，两个变量总体都要服从正态分布。不过对于两列连续性的数据资料
，也可以转换成等级资料进行计算，也就是使用等级相关分析进行统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适用于
积差相关条件的数据资料转换成等级相关方法来处理，其结果的精确性将会下降。同样道理，在使用
各种测量工具时也要考虑其适用条件，各种不同类型的测验都有其特定的服务目的，其命题内容、范
围、难度水平都不同，因此在使用时如果不加以区分的任务使用，就不能达到特定的测验目的。2.注
重练习虽然心理统计重在对统计公式的应用，但不要求一定记住所有的计算公式，而是理解所教授的
内容，理解各种统计公式的应用。较好地运用各种统计知识，却并不容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多
做练习，完成一定量的作业，对熟悉和理解统计知识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当前随着计算机技术
和统计软件的发展，很多繁重的统计计算都可以使用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但是，自动化的软件使用往
往对于初学者理解统计公式及其相应知识并不一定有好处，初学者只有在亲自动手进行手工处理各种
数据资料时，才会对心理统计的内容有较深刻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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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基础教程》

编辑推荐

《心理统计基础教程》：21世纪高等院校心理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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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基础教程》

精彩短评

1、觉得挺好的，在看过的统计书里属于讲得比较清楚透彻容易理解的，适合初学者
2、看起来还不错，还没有读，不知道具体内容怎么样
3、书挺好的 很喜欢
4、这本书里面错的太多了，好多都是低级错误~~
5、是为了自学考试买的，很专业的一本参考书。
6、大体翻看了一下 还不错 挺喜欢的
7、还不错吧，应该，没怎么看，翻了下，纸质不错
8、书还可以。纸质也可以。
9、书是正版，纸质不错，挺满意
10、我是自学的。有些例题没办法懂。。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看着都觉得头晕。。
11、作为基础学习还是可以的，作为毫无基础的文科学生适用，但是书中有许多显而易见的错误，前
后不一致等现象也有出现。
12、我感觉这本比北师大版简单易懂，适合初学者用，建议看不懂北师大版的先看这本，超好
13、还行，看了很喜欢
14、好，书挺好的
15、速度很快啊，数的质量也有保证，暂时没发现什么缺点之类的！
16、福建师大的2013考研的复习参考书！
17、感觉数学的内容比较多，具体还没看，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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