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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共同面向着21世纪。
21世纪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这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素质的竞争。
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心理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因此，开展素质教育必然成为我国当前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提高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素质也就作为基
础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被提上了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
什么是人才的心理素质？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成才取决于其智慧行为中的两种心理机能系统的相互作用。
其中，认知性机能系统在智慧活动中，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具体操作。
人们把具有这类机能的诸多心理要素统称为智力因素，它们包括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
智力因素对成才起重要作用。
非认知性心理机能系统在智慧活动中，不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具体操作，而对智慧活动起始动
、维持、强化、定向、引导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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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心理科学的理论体系，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科学而准确、系统而全
面地阐述了记忆的概念、特性、形成、发展和功能等基本知识，特别注意吸收了国内外心理科学的有
关最新研究成果，对教师、家长及青少年学生树立科学的心理素质观，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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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记忆与素质教育一、开卷问读者在你开始读这本书之前，请先回答以下的问题：1.假如没有记
忆，一个人将怎样生活？
2.记忆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
3.你的品德与记忆有什么关系？
4.你学习的知识哪些是新的？
哪些是旧的？
新旧知识怎样连接？
5.提高你的学习效率要有哪些前提条件？
6.你学习的动作与技能是怎样连接起来的？
7.你观察到的任何一个对象所形成的印象都往哪里放？
8.你用什么把掌握的知识储存起来？
9.你凭借什么进行（如数学中的）推理？
10.你依靠什么将你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
11.你何以能够进行海阔天空的想象？
12.你知道人脑能够装下多少东西吗？
13.你知道人脑的活动规律是什么吗？
14.你知道人脑的活动规律是由哪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吗？
15.你知道人脑记忆活动的基本原理吗？
16.你有过想记而又记不住的苦恼吗？
你想过为什么会记不住吗？
17.你有过没想记而又记住了的经历吗？
18.你通常都使用哪些记忆方法？
19.你知道人的智力都包括哪些因素吗？
20.诸如以上的问题到哪一类书里去找答案呢？
暂时不要追问笔者为什么先提问，请你耐心地考虑并加以回答。
你可能对其中的一部分能够做出较明确的回答，而对其他许多问题则不能明确回答。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大多数读者不曾有机会读到有关这些问题的书。
这些问题主要应该由心理学来回答。
本书将向读者介绍这些内容。
上述问题大体上都能够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对记忆中的众多问题，则按逻辑关系整理为五章。
前两章主要是探讨记忆的理论问题，附带解释某些现象和应用；后三章介绍提高记忆效率与素质的途
径和记忆方法等内容。
建议读者一定要把理论问题搞清楚，而不要照猫画虎，只生搬方法。
因为只有将理论搞清楚，才能融会贯通、恰到好处地应用。
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记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记忆是人的智力活动的组成因素之一。
智力活动的水平（包括记忆）将影响到整个心理活动的水平。
让读者弄清记忆在提高心理素质的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怎样发挥其作用，就构成了本书的基本
任务。
要了解这些内容，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记忆。
平时人们说某人记性好与不好，所指的就是记忆。
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某人对他所经历过的事物和学过的知识是否能够正确地反映出来。
但这还不够确切，必须给它以明确的定义：记忆是人所经历过的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是人积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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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并使其得以应用的前提或基础。
它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对所接触过和认识过的事物、知识和经验，或体验过的情绪，或做过的动作，
在头脑中留下痕迹、保持并恢复痕迹的过程。
请你回忆一下：春暖花开和鸟鸣虫叫是个什么样子；你已懂得和使用过的概念、公式和原理；兴高采
烈和抑郁悲伤的体验；你已会做的动作等等。
这些就是你记忆中的形象、词语逻辑、情绪和动作。
它们又常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三、记忆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我们能否设想：一个人对其所接触过的事物，思考过的概念或理论，
体验过的情绪或情感，做过的动作等等（统称为知识经验），全部忘掉，忘到“颗粒不剩”、“片甲
不留”的程度。
这样，这个人就既不能将昨天和今天的事情联系起来，也不能将刚才一刹那的事情和现在一瞬间的事
情联系起来。
于是这个人就既不能行动（因为他刚才做的事情，甚至走在哪里都可能忘掉了），更不能思考他将要
做什么⋯⋯这样的人的心理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刚出生时的水平。
但事实上人们谁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仅可以反映当前的事物，而且还能反映过去和未来的事物。
而把当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的心理活动，正是记忆。
正如诗人所说：“记忆把往事超越年华而相接。
”对于人类来说，记忆就是储存知识经验的无穷宝库。
因此，它被誉为“人类心灵之仓”。
也许人们会问：人脑究竟能够储存多少东西？
专门的研究告诉我们：人脑有140亿个神经细胞。
每一个神经细胞通过其突触与其他任何一个神经细胞均可建立起联系的网络。
如果把这140亿个神经细胞的功能全都发挥出来，则可储存1015比特（信息单位）的信息。
这到底是多大的容量呢？
有人假定，一个汉字按10个信息单位计算，一个人每小时读10000个汉字，一天读8小时，那么，大脑
的容量就相当于一个人读300万年所接收的信息量。
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这相当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藏书（约1亿册）的四五倍。
从人脑可能的总容量说，当今世界上记得最多最好的人，也不过只使用了它的百分之一二而已。
20世纪20年代有一个叫舍列舍夫斯基的俄国人，是个新闻记者。
专栏编辑每天都要向记者们布置一个长长的交代地址和任务的清单。
编辑惊奇地发现，舍列舍夫斯基竟然没有在纸上写一个字。
编辑本来打算训斥他，然而舍列舍夫斯基却准确无误地复述出了地址和任务。
于是，一个“记忆非凡的人”被发现了！
心理学家鲁利亚对此进行研究，要舍列舍夫斯基记住多达70个的一列词或一列数，舍列舍夫斯基稍事
停顿便开始检查自己记下的东西，接着就丝毫不差地复述出来。
更有甚者，他还能将70个词和数倒背如流。
十六年后，当问到他当年的实验作业时，他往往先坐下来蒙上眼睛，稍停一会儿就回答道：“⋯⋯那
次实验是在您的住宅里进行的，您坐在桌边，我坐在摇椅⋯⋯您穿一件灰上衣，就这样一直盯着我⋯
⋯至今我依然历历在目。
”接着他就再次一字不差地将70个词和数以及其他有关情节复述出来。
如此多次询问他某年某月的事，他都照样将详情细节说得准确无误。
像这样记忆非凡的人固然极其稀少，但毕竟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自发应用“直观”、“形象”
编织成一幅幅合乎逻辑的或逆逻辑的图像的人。
他记下了他所经历过的那么多事情，也并没有将他的脑子塞满。
因此，可以说人脑至今还只是一块刚刚开发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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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无限潜力可供人尽情使用而不会枯竭。
因此，任何人对自己的记忆持悲观、否定的态度，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四、记忆对学生学习的意义记忆对学生学习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学习新知识需要记忆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的体系，而学习其体系中的任何一部分知识，一般
都是通过对现象的观察与分析，逐渐上升到本质的认识，其分析必然要经过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由
简到繁的过程。
这样，如果学生没有对旧知识的记忆，一切都从零开始，那要掌握新知识就将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的，更谈不上巩固新知识了。
也就是说，任何人要学习新知识都必须有旧知识做基础，才能掌握新的知识。
而新旧知识的联系和储存却正是记忆的功能。
（二）与提高学习效率的关系学生的学习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相当数量的知识。
这就涉及学习的效率问题。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记忆力的强弱，显然对其学习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个记忆力强的人，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准确记下的内容较多，使他有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意味
着他的学习效率高。
相反则效率低。
（三）对增长品德亦有作用一个人形成和完善品德，包括提高道德认识、加深道德情感体验和养成道
德行为习惯诸方面。
而这每一方面都以记忆作为基础。
例如，一个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总是以社会最高利益为标准而指导自己的行动。
而社会的最高利益则是以认识的形式，个人深刻而肯定的情感体验，以及合乎规范的行为习惯的记忆
为依据的。
（四）使动作和技能的系列得以连接动作与技能是人们适应环境、从事学习和工作必不可少的活动方
式。
每一种动作和技能都有其自身的系列。
这种系列靠记忆才得以连接。
因此，无论学习还是应用动作与技能，也都是以记忆为前提条件的。
（五）与人交往和参加活动不能没有记忆的参与学生与人交往和参加活动，既具体完成着交往与活动
的任务，也是思想情感乃至品德的交流与锻炼，增长着知识、才干和品德。
在交往与活动之中，需要记住交往与活动的目的和任务；需要应用有关的知识和技能；需要记住交往
者的面孔和其他重要外部特征，以及交往者的某些重要的心理特征；需要记住自己要向交往者通报什
么事，以及交往者告诉自己什么事；还需要记住和使用礼貌用语及遵守其他有关的行为规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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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记忆的奥秘》为心理素质培养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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