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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过的事物不在眼前而在头脑中重现出来的形象，称之为

记忆表象。它是同形象记忆有关的回忆结果。例如，提到你

过去的一位教师、同学或朋友，那么他的形象、他的音容笑

貌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我们把头脑中出现的过去感知过

的事物的形象称为记忆表象。 记忆表象不同于感觉后像。后

像是作用于感官的刺激停止后，头脑中仍然保持着的事物映

像，它由刺激物直接影响后的效应引起，时间短暂，不受意

识支配，在生活实践中不起重要作用。表象是刺激不在时，

通过间接方式(如语言提示等)出现在头脑中的事物映像，可

以随意控制，在头脑中保持的时间较长久，在认识活动中有

重要意义。 二、记忆表象的特征 1．形象性 记忆表象产生于

感知，是在过去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保持在头脑中的事物

映像，所以它同知觉一样，也是以其形象为基本特征的。记

忆表象属于客观事物的感性印象，是直观的、具体的。例如

，我们回忆中学的某位教师时，这位教师的音容笑貌、言谈

举止的形象就会在大脑中浮现，犹如在眼前一样。但是，由

于记忆表象所反映的事物不在眼前，因而它与知觉表象相比

又有些差异，记忆表彖-不如知觉表象那样鲜明、完整和稳定

，它是较模糊、暗淡、片断、不稳定的。 有些儿童在观察一

件东西之后，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异常鲜明的表象，可以

对表象继续“观察”。例如有人给儿童看一张内容十分丰富

的图画，半分钟以后把画拿开，然后要求儿童描述所看到的



东：西，结果大多数儿童或者说没有看到什么，或者描述得

不清晰。但有些儿童描述得非常清晰，甚至可以说出图画上

的一些细节。又如，有些小学生背诵课文时，有鲜明的书本

表象，好像看着书本朗诵一样。这类现象称为遗觉象，是部

分儿童特有的现象，一般到青年期就消失了。我国心理学家

林传鼎等的研究表明，我国儿童遗觉象出现频率约为22％

～33％。 2．概括性 记忆表象来自于对事物的知觉，它常常

是综合多次知觉的结果，是同对象的多次印象的概括相联系

的。在我们生活中多次知觉的同一物体或同类物体，在表象

中留下的只是这类事物的一般印象，而事物的个别特征消失

了。例如，我们头脑中的树木、房屋、山峰等已不再是具体

的某一棵树、某一间房、某一座山，而是一般概括的树木、

房屋、山峰。但表象的概括只限于外部形象，其中混杂有事

物的本质和非本质属性，还未达到思维的抽象概括水平，基

本上届于感性认识阶段；思维的概括性则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属性，属于理性认识阶段。然而，表象是对事物本质特征概

括的基础，因批可以认为表象是感知过程向抽象思维过程过

渡的中间环节。 3．可操作性 表象在头脑中不是凝固不动的

，是可以被智力操作的。表象在头脑中可以被分析、综合，

可以放大、缩小，可以移植，也可以翻转。正因为表象具有

可操作性，形象思维、创造思维、想象才成为可能。 三、记

忆表象的作用 1．表象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的桥梁 

由于记忆表象的存在，人的认识才有可能摆脱知觉，通过抽

象、概括，为思维提供基础，使感知过渡到思维，使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2．表象性知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 知识

可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感性知识的主要内容是表象，



理性知识的主要内容是概念、原理。储存在大脑中的知识大

多数是以表象的形式出现的。据研究推测，人脑中形象信息

与语言信息的比例约为1000：1。人的知识内容大多数是以表

象的形式出现的，因此表象知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 3．记

忆表象是想象的基础 想象是人脑对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

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没有表象就无法进行想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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