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资格考试普通心理学：第六章记忆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6/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67_276168.htm 第六章 记忆 1.记忆的

分类： （1）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情景记忆：人们根据时

空关系对某个事件的记忆； 语义记忆：人们对一般知识和规

律的记忆，与特殊的地点、时间无关。 （2）外显记忆和内

隐记忆。 外显记忆：指在意识的控制下，过去经验对当前作

业产生的有意识的影响； 内隐记忆：指个体在无法意识的情

况下，过去经验对当前作业产生的无意识的影响。 （3）感

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感觉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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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时记忆

：感觉记忆和长时记忆的中间阶段，保持时间大约为5秒到2

分钟； 长时记忆：指信息经过充分和有一定深度的加工后，

在头脑中长时间保留下来。 （4）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

。 程序性记忆：指如何作事情的记忆，包括对知觉技能、认

知机能和运动机能的记忆； 陈述性记忆：指对有关事实和事

件的记忆，他可以通过语言传授而一次性获得。 2.记忆是一

个过程 记忆是一个过程，包括信息编码、存储和提取三个基

本过程。信息编码：是个体对外界信息进行形式转换的过程

，包括对外界信息进行反复的感知、思考、体验和操作。存

储：是把感知过的事物、体验过得情感、做过的动作、思考

过得问题等，以一定的形式保持在人们的头脑中；提取：是

指从长时记忆中查找已有的信息的过程。 3.记忆的脑学说理

论： （1）整合论：美国心理学家拉胥里提出。认为：记忆

是整个大脑皮层活动的结果，它和脑的各个部分都有关系，



而不是皮层某个特殊部位的机能。他用实验的方法破坏动物

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发现大脑皮层破坏的区域越大，记忆

的丧失就越严重。 （2）定位论：法国医生布洛卡提出脑机

能定位论。认为：脑的机能是由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负责的

，记忆当然也不例外。 （3）SPI理论：功能模块。SPI是串行

（Serial）、并行(Parallel)、独立(Independent)的缩写。这种理

论认为，记忆系统是由多个执行特定功能的记忆模块构成的

。信息以串行的加工方式进入记忆系统，在一个记忆模块中

的编码依赖于某些其他功能模块中信息加工是否成功。也就

是说，一个记忆模块的输出提供给另外模块的输入。信息以

并行的方式存储在各个特定的记忆模块中，提取一个子系统

的信息不会牵连其他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是相对独立

的。 4.记忆的脑细胞机制 神经元和突触结构的改变是短时记

忆向长时记忆过渡的生理机制。这改变包括相邻神经元突触

结构的变化、神经元胶质细胞的增加和神经元之间突触连接

数量的增加；长时程增强作用对长时记忆有重要意义；记忆

是由神经元内部的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来承担的，认为脱氧

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是记忆的化学分子载体。并且激素能够

影响记忆的保持。 5.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1）感

觉记忆：是记忆系统的开始阶段，它是一种原始的感觉形式

，是记忆系统在对外界信息进行进一步加工之前的暂时登记

。图象记忆是感觉记忆的主要编码形式。斯伯林的局部报告

法证明了感觉记忆的存在。 （2）短时记忆：是感觉记忆和

长时记忆的中间阶段。它最大特点是其保持的容量是有限的

（大约5－9个单位，7±2），在没有复述的情况下，信息在

短时记忆中保持的时间很短。来自感觉记忆的信息可以在短



时记忆中得到加工而进入长时记忆；来自长时记忆的信息也

可以进入短时记忆，并得到进一步加工。复述是短时记忆的

存储信息的方法，可以防止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发生遗忘。短

时记忆的遗忘主要是由于其他信息的干扰引起的。 （3）长

时记忆构成了个体关于外界和自身的全部知识经验。长时记

忆的信息容量没有限制，良好的编码能够改善信息在长时记

忆中的保持和提取。 ①长时记忆保持所需条件是： A.组织有

效的复习。与遗忘斗争的首要条件是组织记后的复习，没有

复述的信息是不可能进入长时记忆的，因此我们要复习要及

时；正确分配复习时间；阅读与重现交替进行；注意排除前

后材料的影响。 B.利用外部记忆手段。 C.注意脑的健康和用

脑卫生。 ②长时记忆中信息的遗忘：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

认为“保持和遗忘是时间的函数”，提出了艾宾浩斯曲线。

影响遗忘进程的因素除了最主要的时间因素以外还有：1、识

记材料的性质与数量；2、学习的程度；3、识记材料的系列

位置（如近因效应和首因效应）；4、识记者的态度。 ③遗

忘的原因： 1、衰退说；2、干扰说；3、压抑说；4、提取失

败。 6.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关系 （1）加工深度因素对内隐

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影响不同。加工深度不影响内隐记忆；但

对外显记忆则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2）内隐记忆和外显记

忆的保持时间不同。内隐记忆随时间延长而发生的消退要比

外显记忆慢的多。 （3）记忆负荷量的变化对内隐记忆和外

显记忆产生的影响不同。外显记忆会随着记忆的项目的增多

而不容易记住；内隐记忆则不然。 （4）呈现方式的改变对

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有不同的影响。感觉通道的改变会严重

影响内隐记忆的作业成绩，而对外显记忆的效果没有影响。 



（5）干扰因素对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影响不同。外显记忆

很容易受到其他无关信息的干扰，而内隐记忆则不同。 附录 

名词解释 1. 【记忆】是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

过程，运用信息加工的术语讲，就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

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 2. 【反响回路】是指神经系

统中皮层和皮层下组织之间存在的某种闭合的神经环路。当

外界刺激作用于神经环路的某一部分时，回路便产生神经冲

动。刺激停止后，这种冲动并不立即停止，而是继续在回路

中往返传递并持续一短暂的时间（是短时记忆的生理基础）

。 3. 【记忆恢复】是指学习某种材料后间隔一段时间所测量

的保持量，比学习后立即测量的保持量要高，这就是记忆恢

复。 4. 【再认】是指人们对感知过、思考过或体验过的事物

，当它再度呈现时，仍能认识的心理过程。 5. 【回忆】是人

们过去经历过的事物的形象或概念在人们头脑中重新出现的

过程。 6. 【前摄抑制】是先学习的材料对识记和回忆后学习

的材料的干扰作用。 【后摄抑制】是后学习的材料对识记和

回忆先学习的材料的干扰作用。 7. 【内隐记忆】过去经验对

个体当前活动的一种无意识的影响。 【外显记忆】过去经验

对个体当前活动的一种有意识的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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