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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比较起来，正在发生着本质的变化。这些本质的变

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记忆的目的性来说，有意

识记和有意重现逐渐占有主导地位。 学前儿童记忆的有意性

和目的性，还是很差的。在大班儿童那里，只能看到一些初

步的发展。儿童进入学校以后，在以学习为主导活动的条件

下，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不能只去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东西，而且要学习那些自己虽然没有兴趣但是必须学习的东

西，因为学习和游戏不同，这是一种必须完成的社会义务，

这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把学习当作一种目的任务，并使自己

的记忆服从于这种目的任务。因此，在小学儿童的记忆上，

有意识记和有意重现就逐渐占有主导的地位。当然，有意识

记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排除无意识记的作用。事实上，在整

个小学时期甚至以后的中学时期，一方面，有意识记日益占

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无意识记也在起作用，因为儿童的

知识经验和学习兴趣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第二，从记

忆的方法来说，意义的、理解的识记逐渐占有主导地位。 学

前儿童对于自己经验范围内的事物，也能进行意义的、理解

的识记。例如，用事物的各种联系、对比关系等等，来进行

记忆。但是由于他们的经验还很不丰富，他们的抽象思维还

很不发展，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很多材料，宁肯用机械的、

逐字逐句的办法来识记，而不愿更多地通过对事物的意义的

、内在关系的理解来识记。 众所周知，学前儿童识记故事，



一般总是从头记起，逐字逐句地重现。儿童进入学校以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虽然还可以用逐字逐句的办法来识记

故事和诗篇，但是不能单纯地用逐字逐句的办法来识记数学

运算方法和有关历史、地理、自然的教材，在这里，他们必

须学会分析出主要的东西和次要的东西，必须学会找出事物

之间的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联系，也就是必须学会对识记材

料进行思维加工或逻辑加工。当然，这对于小学生来说，是

有困难的，但是在合理的教学影响下，儿童是有充分可能掌

握意义识记的能力的。 在这里，也应该指出，在学习上，意

义识记和机械识记不是对立的东西，因为它们在学习上都是

必要的，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从记忆的内容来说，词的、

抽象的记忆也在迅速地发展着。 学前儿童的具体形象记忆优

于词的抽象记忆，他们长于记忆具体的事物、事实、形象，

还不善于记忆关于事实的一般解释、公式、法则、规律等等

。这是和他们的经验贫乏相联系的。儿童进入学校以后，不

但要记住一些具体的事实或形象，而且要记住一些概念、公

式、原理，此外，儿童的词的抽象记忆就迅速地发展起来。

当然，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误解，似乎具体形象记忆是一种不

好的、应当克服的东西。事实上，在学习过程中，具体形象

记忆和词的抽象记忆都是必要的，因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是不可分的，教师的任务在于：使儿童掌握充分的具体的实

际材料，并且从这些具体的实际材料出发，不断发展儿童的

词的抽象记忆，从而使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小学时

期，所有这些记忆上的质的变化，都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儿童只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具备了发生这些质的变化的

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是否顺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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