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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忆特征及其教育 

叶茂林林   博⼠士 
暨南⼤大学管理理学院 教授 

⼴广东省中⼩小学⼼心理理健康教育专家组成员 
13922285577 

         【笑话】妻⼦子给⽼老老公定制度 
 

• 妻⼦子想让⽼老老公早回家于是定制度：晚上11点后回家就锁⻔门！ 
• 第⼀一周奏效，第⼆二周⽼老老公⼜又晚归，⽼老老婆按制度把⻔门锁了了，⽼老老公
⼲干脆不不回家了了。 

• ⽼老老婆郁闷，后经⾼高⼈人指点，再与⽼老老公修定制度：11点不不回家，
我就开着⻔门睡觉！ 

• ⽼老老公⼤大惊，从此准时回家。 

• 制度的制定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对被执行者的利益拉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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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因  

   Lev Vygotsky 
维果茨基                          

1896—1934 

• 教育与教学是⼈人的⼼心理理发展的形式。 

• ⼈人的⼼心理理发展是在掌握⼈人类满⾜足需要的⼿手段、⽅方
式的过程中进⾏行行的。 

• 最近发展区概念“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
⽔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力⽽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力
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

⼒力力。”（Vygotsky,1978） 

• 教学促进发展，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良
好的教学⾛走在发展前⾯面并引导之。”(Vygotsky,
1978) 

• 研究：10－30％的青少年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强

迫、人际关系障碍、抑郁、偏执

和敌对等。 

• 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以前，全球

儿童心理障碍会增长50% 

• 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至少

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

行为问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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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作的对象是正在形
成中的个性的最细腻的精神

⽣活领域，即智慧、感情、

意志信念、⾃我意识。这些

领域也只能⽤同样的东⻄去

施加影响”。	
   -----苏霍姆林斯基 

    PART 1 了解什么是心理学及心理 

研究⼈人的⼼心理理活动 
及其发⽣生、发展规律律的科学 

 
心理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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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心理理？ 
 

看法之二：三分法。个体心理活动分为认知、情绪
和动机、能力和人格。 

认知 

能力和人格 

情绪和动机 

感觉 
知觉 
记忆 

思维、想象 
语⾔言 

情绪、情感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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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调控 

 
 
 
 

PART 2  记忆能力及其培养 

⼀一个亘古未解之谜 

                 

• ⼀一、什什么是记忆 

• 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过程。 

• 记忆是⼈人对知识经验的识记、保持和重现的过程 

•  传  统  观  点： 识记、保持、再认或回忆      三个基本环节  

• 信息加⼯工观点： 编码、贮存和提取        三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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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记忆的内容分为 
形象记忆：以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为内容的记忆  
情景记忆：以亲身经历的、发⽣生在⼀一定时间和地点的事件或情景为内容的记忆  
逻辑记忆(语义记忆)：对各种有组织的知识为内容的记忆  

情绪记忆：以曾经经历过的情绪或情感为内容的记忆  

运动记忆：以过去经历过的身体的运动状态或动作形象为内容的记忆  

（⼆二）按记忆活动特点可分为 
1 、感觉记忆：是指当感觉刺刺激停⽌止作⽤用之后头脑中仍保持瞬时映象的记忆。 
2 、短时记忆：信息保持在1分钟以内的记忆 
3 、⻓长时记忆：是指信息在头脑中⻓长时间保留留的记忆 
  
 

 
      ⼆二、 记忆的种类 

（三）按照有⽆无意识参与分为 
1、内隐记忆：个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过去经验对当前作业产⽣生的⽆无意识的
影响 

2、外显记忆：在意识控制下，过去经验对当前作业产⽣生的有意识的影响 
（四）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 
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对有关事实和事件的记忆 
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如何做事情的记忆 
 
  

三、记忆系统及其加工过程 

  阿特金森和希夫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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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高记忆⽔水平？ 
                  蚕    妇 
                    宋·张俞  

• 昨⽇日⼊入城市， 
• 归来泪满⼱巾。 
• 遍身罗绮者， 
• 不不是养蚕⼈人。 

   夏⽇日绝句句 
       宋·李李清照 

• ⽣生当作⼈人杰， 
• 死亦为⻤鬼雄。 
• ⾄至今思项⽻羽， 
• 不不肯过江东。 

6遍 14遍 

• 任   务：让学⽣生记忆⼀一系列列英语词汇。⽐比⽅方：BEAR 
• 第⼀一组：要学⽣生判断该词汇是⼤大写还是⼩小写 
• 第⼆二组：要学⽣生判断词汇是否与chair押韵 
• 第三组：要学⽣生判断词汇是什什么？⽐比⽅方是动物吗？ 

•            第三组>第⼆二组>第⼀一组 

• 康纳德实验 

• 刺刺激材料料⽆无论是视觉呈现还是听觉呈现，回
忆错误与正确反应之间有语⾳音上的联系 

•  Posner 实验 

• 莫雷雷等的实验汉字的短时记忆以形状编码为
主。对于绘画，脸和身体动作以及视觉观察
事件所属范畴的短时记忆，倾向于⽤用视觉编
码和语义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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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识记法：将识记材料料整篇阅读直到成
诵为⽌止； 

• 部分识记法：将识记材料料⼀一段⼀一段总计到
分段成诵时再合并成整篇成诵； 

• 综合识记法：将整体和局部材料料相结合，
即先进⾏行行整体识记再进⾏行行部分识记，最后
再进⾏行行整体识记直到成诵。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 识记材料的系列位置 

• 前摄抑制 
• 倒摄抑制 

• 学习程度：过度学习 

• 50%过度学习 

 
       TOT现象 

• 如南北北朝的五胡内迁，即匈奴族、羌族、氐族、
羯族、鲜卑卑族向内迁移  

• 凶⼿手⽤用枪抵着 洁的背 

• 唐朝组织⼈人员编了了《隋书》《梁梁书》《晋书》
《陈书》 

• 可以记为：随娘进城 

• 如何记中国省份？ 
•    两湖两⼴广两河⼭山 
•    五江云贵福吉安 
•    四⻄西两宁⻘青⽢甘陕 
•    海海重内台北北上天 

• 第⼀一⻩黄⾦金金时段：6-7点。因为⼤大脑经过了了⼀一夜的
休息，正处于⼯工作效率的⾼高峰，利利⽤用这⼀一段时 
间学习⼀一些难记但是⼜又必须记住的东⻄西⽐比较适
宜。 

• 第⼆二⻩黄⾦金金时段：8-10点。⼈人体完全进⼈人兴奋状
态，精⼒力力充沛，⼤大脑具有严谨⽽而周密的思考能
⼒力力，认记能⼒力力和处理理能⼒力力较强，是攻克难题的
好时机。 

• 第三⻩黄⾦金金时段：18-20点。可以利利⽤用这段时间
来回顾、复习当天学过的东⻄西，以加深印象。 

• 第四⻩黄⾦金金时段：21点直到临睡前。利利⽤用这段时
间来加深记忆印象，特别对⼀一些难以记忆的东
⻄西加以复习，最容易易记牢，不不易易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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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适动机，让学⽣生保持学习记忆 
⼀一定积极性  

动机⽔水平 

倒U曲线关系 
 

耶基斯－多德森定律律 

• 营造活跃的探究问题的⽓气氛，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习惯 

• 从问题的表征、资料料的收集、假设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都 要求学⽣生积极参与 ,教
师在其中只起帮助者和引导者的作⽤用。 

• 凡是学⽣生能探索得出的，教师绝不不替代 

• 凡是学⽣生能独⽴立发现的，教师决不不暗示 

• 当学⽣生实在有困难时 ,教师给予适当的点拨，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自主地探
讨、感受、理理解、消化。  

改变传统的评定学习成绩的观念，⿎鼓励学⽣生创造性⾏行行为 

 托⻢马斯向教师的五点建议： 

1、尊重学⽣生提出的任何幼稚甚⾄至荒唐的问题 

2、欣赏学⽣生表示出的具有想象与创造性的观念 

3、多夸奖学⽣生提出的意⻅见 

4、避免对学⽣生所做的事情给予肯定的价值判断 

5、对学⽣生的意⻅见有所批评时应解释理理由 

“全⼼心以赴”⽐比“全⼒力力以赴”更更重要！ 

“快乐学习”⽐比“满负荷学习”更更有效！ 

培养学⽣生健康的⼼心智模式 “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应以教师的⼈人

格为依据，因为，教育⼒力力量量只能从⼈人

格的活的源泉中产⽣生出来，任何规章

制度，任何⼈人为的机关，⽆无论设想得

如何巧妙，都不不能代替教育事业中教

师⼈人格的作⽤用”。 
                     

       乌申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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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子用人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