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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忆是经验的印留、保持和再作用的过程。按信息加工理

论的说法，记忆是人脑对信息的编码、储存、检索和提取的

过程。 2、形象记忆是以感知过的事物形象为内容的记忆。

通常以表象形式存在，具有直观形象性。 3、语词记忆是以

语词所概括的逻辑思维结果为内容的记忆。亦即以概念、判

断和推理为内容的记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理解性和逻辑

性。 4、情绪记忆是以体验过的情绪、情感为内容的记忆。

具有鲜明、生动、深刻和情境性等特点。 5、动作记忆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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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短时记忆是指信息一次呈现后，保持在1分钟以

内的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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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容量约为7±2个组块。 7、长时记忆是

指学习过的材料在人脑中保持1分钟以上乃至终身的记忆。长

时记忆具有组织性、备用性等特点，其容量几乎无限。 8、

识记识别和记住事物的过程。就信息加工理论而言，识记即

为编码。 9、回忆即对所保持的东西能够回想起来。 10、再

认就是当曾经接触过的事物再出现时，能认出它。 11、*记忆

表象是指人在知觉客观事物后，在人脑中所保存的形象。（

人脑对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的反映，简称表象。） 12、有意

识记是指有预定的识记目的，并灵活运用一些有效的方法的

识记。 13、无意识记是指没有自觉的识记目的，不有意采用

任何识记方法，也不需要做出意志努力的识记。 14、前摄抑



制是指先学习的材料对后学习的材料发生干扰作用。 15、倒

摄抑制是指后学习的材料对先学习的材料发生干扰作用。 16

、遗忘对识记过的材料不能回忆或再认、或者表现为错误的

回忆或再认。 17、保持人的知识经验在头脑中的储存过程。

来源：考试大 18、复习多次的识记称为复习。就信息加工理

论而言，编码在识记中起决定性作用。 19、识记的敏捷性识

记速度的快慢。 20、保持的持久性对识记材料保持时间的久

暂。 21、记忆的正确性对所识记的材料，在再认和回忆时，

没有歪曲、遗漏、增补和臆测。 22、记忆的准备性在必要时

，能够把记忆中所储存的知识迅速地提取出来，以解决当前

的实际问题。 23、工作记忆由短时记忆扩展而来，是指在对

信息进行加工的同时将信息加以储存，即它具有加工与存储

双重功能。它有三个组成成分：中央执行系统、视空间画板

和语音回路。 24、情景记忆关于个人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

25、语义记忆关于世界各种知识的记忆。 26、程序记忆关于

怎样作的记忆，是通过熟练行为和认知程序来表达的。与意

识分离。 27、外显记忆个体需要有意识地或主动地搜集某些

经验用以完成当前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记忆。它是有意识提

取信息的记忆。 28、内隐记忆指不需要意识或不需有意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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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无意识提取的记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