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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概述来源：考试大一、记忆概念一般概念：经验的印留

、保持和再作用的过程，包括识记、保持、会议与再认三个

环节。信息加工理论：输入信息通过编码、复习予以储存，

并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检索和提取的过程。二、 记忆分类与特

点来源：考试大（一） 形象记忆，词语记忆、情绪记忆与动

作记忆（内容）形象以感知过的事物形象为内容的记忆，又

称表象记忆，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词语以语词所概括的逻辑

思维结果为内容的记忆，即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内容的记

忆，具有概括性。理解性和逻辑性。情绪以体验过的情绪、

情感为内容的记忆，具有鲜明、生动、深刻和情景性等特点

。动作以个体的动作、运动及其系统为内容的记忆来源：考

试大（二）瞬时记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信息加工与保

持时间长短）瞬时又叫感觉登记，凡是进入人的感觉器官的

信息，都得到暂时的存贮，这种形式叫感觉登记，保持时间

不超过一秒钟。短时指信息一次呈现后，保持在一分钟以内

的记忆。容量约为7±2个模块，具有意识性，按照原始信息

编码等特点。长时学习过的材料在人脑中保持1分钟以上乃至

终生的记忆。具有组织性，备用性，其容量几乎无限。来源

：考试大（三）工作记忆短时记忆的扩展，对信息进行加工

的同时将信息加以存储，即具有加工与存储双重功能。有三

个组成部分：中央执行系统，视空间画板和语音回路来源：

考试大（四）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长时记忆扩



展）情景关于个人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语义关于世界各种知

识的记忆前两者有意识的参与，可以归纳为“知道什么”的

记忆。程序通过熟练行为和认知程序来表达，是关于“怎样

做”的记忆，与意识相分离。（五） 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外

显记忆当个体需要有意识地或主动地收集某些经验用以完成

当前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记忆。是有意识提取信息的记忆。

内隐记忆不需要意识或不需要有意回忆的情况下，个体的已

有经验自动对当前任务产生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记忆。是未意

识到其存在又无意识提取的记忆。三、记忆表象记忆表象人

在知觉客观事物后，在人脑中所保留的形象特点：直观形象

性，概括性和模糊片段性来源：考试大四、 记忆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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