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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AD_E7_AB_A0_E7_c38_527458.htm 一、记忆系统及其

特点 人的记忆系统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

子系统。 (一)瞬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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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记忆叫感觉记忆或瞬时记忆

，它是记忆系统的开始阶段。瞬时记忆的贮存时间大约为0

．25～2秒。它完全保持输入刺激的原样，而且有一个相当大

的容量。 (二)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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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记忆一般包括两

个成分：一是直接记忆，即输入的信息没有经过进一步加工

。它的容量相当有限，大约为7±2个组块。另一个成分是工

作记忆，指长时记忆中存贮的、正在使用的信息，是将贮存

在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提取出来解决当前问题的过程。 (三)长

时记忆 长时记忆是指信息经过充分的和有一定深度的加工后

，在头脑中长时间保留下来。这是一种永久性贮存。它的保

存时间长，从l分钟以上到许多年甚至终身。容量没有限度。 

二、知识的遗忘及其原因 (一)遗忘及其进程 1．遗忘的含义 

记忆的内容不能再认和回忆，或者再认和回忆时发生错误，

就是遗忘。遗忘有不完全遗忘(能再认不能回忆)；完全遗忘(

不能再认也不能回忆)；暂时性遗忘(一时不能再认或重现)；

永久性遗忘(永久不能再认或回忆)等。 2．遗忘的进程 德国心

理学家艾宾浩斯最早对遗忘进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经

典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遗忘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其规律是

先快后慢，呈负加速型。 (二)遗忘的理论解释 1．痕迹衰退说



痕迹衰退说是一种对遗忘原因的最古老的解释。它起源于亚

里士多德，由桑代克进一步发展。这种理论认为遗忘是由记

忆痕迹衰退引起的，消退随时间的推移自动发生。从这个角

度来说，为避免遗忘就应该多加练习。 2．干扰说 干扰说认

为，遗忘是由于在学习和回忆之间受到其他刺激干扰的结果

。干扰主要有两种情况，即前摄抑制和倒摄抑制。所谓前摄

抑制。是指前面学习的材料对识记和回忆后面学习材料的干

扰；倒摄抑制，指后面学习的材料对保持或回忆前面学习材

料的干扰。一般而言，时间上接近、内容上相似、要求上相

同的学习之间容易产生干扰，所以学校的课程、内容的安排

应避免相互间发生干扰。 3．同化说 奥苏伯尔根据他的有意

义接受学习理论提出，遗忘就其实质来说，是知识的组织与

认知结构简化的过程。遗忘有积极的遗忘和消极的遗忘，前

者指高级观念代替低级观念，从而简化了认识并减轻了记忆

负担。后者指或者由于原有知识结构不巩固，或者由于新旧

知识辨析不清楚，也有可能以原有的观念来代替表面相同而

实质不同的新观念，从而出现记忆错误。 4．动机说 这一理

论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认为遗忘不是保持的消失，而是记

忆被压抑，该理论认为，遗忘是因为我们不想记，而将一些

记忆信息排除至意识之外。 三、运用记忆规律，促进知识保

持 (一)深度加工材料 所谓深度加工，是指通过对要学习的新

材料增加相关的信息来达到对新材料的理解和记忆的方法，

如对材料补充细节、举出例子、做出推论，或使之与其他观

念形成联想。 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对它进行深度加工，信息的

保持效果就可得到提高，并有利于信息的提取。 (二)有效运

用记忆术 记忆术是运用联想的方法对无意义的材料赋予某些



人为意义，以促进知识保持的策略。记忆术有：寻找记忆材

料的规律，做一定的归类和整理，运用多种感官进行记忆。

将零散的材料用一定的方法串联起来．展开想象等。 (三)进

行组块化编码 1．组块的含义 所谓组块，指在信息编码过程

中，利用贮存在长时记忆系统中的知识经验，对进入到短时

记忆系统中的信息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人所熟悉的有意义的

较大单位的过程。 2．组块的对象 组块可以是一个字母、一

个数字、一个单词、一个词组，甚至是一个句子。 3．组块

的方式 组块的方式主要依赖于人过去的知识经验。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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