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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忆术是在新异信息与固有信息间强制建立一种人为意义联系的记忆策略&记忆术之所以能够有效提升记忆品质$

是因为它能帮助构建稳定的理想认知模型$而理想化认知模型可被用作完整的记忆组块被个体提取到工作记忆中&组块中

处于个体意识中央的那部分信息作为提取线索$将组块内的其它信息牵引到长时工作记忆中$这一方面增强了信息的可得

性$另一方面还有效克服了短时工作记忆的容量限制&总之$记忆术通过理想认知模型优化了长时工作记忆$从而改善了记

忆效率$提升了记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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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术作为一种能够有效提升个体记忆品质的

长效认知策略$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等领域都有

广泛的应用&但是$针对记忆术对人类记忆发挥提

升作用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与之形成鲜

明反差的是$认知科学领域对记忆的研究取得了丰

硕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对记忆过程的

解构以及对记忆机制的理论探索等方面$与如何有

效提升记忆品质或提高记忆效率有关的实用性研究

却相对缺乏&大量研究表明工作记忆的组块容量是

制约记忆品质的重要因素$因此$记忆术提升记忆品

质的原因很可能重在提升工作记忆的组块容量上&

然而$记忆术提升组块容量的认知原理却一直是一

个未得到充分理论探索的处女地&鉴于此$本研究

尝试以理论分析的方法$对记忆术如何通过提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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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记忆中的组块品质来有效促进记忆品质的认知机

制进行分析探讨&

一"记忆术与长时工作记忆

$一%记忆术

记忆术!

7+47(+2S:;*,;4

><

"是个体在新异信

息与认知结构中的固有信息间建立起某种强制的'

人为的意义联系$以促进新异信息的高效编码和长

久保持的认知策略0

#

1

&高效编码是信息得以持久保

持的前提$作为识记手段的编码形式主要有两种%机

械编码和意义编码0

!

1

!见图
#

"&前者是个体将新知

识以孤立于固有信息的形式进行单独存储的记忆策

略$这是一种简单的复述策略$属于低效编码$通过

该策略记住的材料如果不经常复习就很容易遗忘#

后者是个体对新旧信息之间建立实质意义联系的记

忆策略$这是一种精细加工策略$属于高效编码$通

过意义学习记住的材料由于和固有知识之间具有本

质的逻辑的属性$所以保存稳定$不易遗忘&

当面临一些与固有信息之间不具有实质意义联

系的新异信息时$为避免遗忘$个体需要运用记忆术

在新旧信息之间建立起人为而强制性的意义关联$

从而使得原本低效的复述策略变成高效的精加工策

略$这有助于搭建新旧知识的联结$帮助新异知识在

固有知识结构中找到固定结点$从而保证个体更加

稳固而长久地保持新异信息&

图
#

!

记忆过程的基本分类

$二%长时工作记忆

#?

长时工作记忆概念的提出

心理学家将人类记忆分为三个序列结构%瞬时

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0

&

1

&瞬时记忆是信息在

感知运动系统的登记$短时记忆是刺激在意识层面

的复述'加工和编码$长时记忆是编码之后的意义信

息在人脑中的长期存储&在上述三种记忆中$短时

记忆位于意识中央$负责对新异信息的加工编码$它

不仅决定了记忆的加工速度$还对推理'阅读理解和

概念学习等高级认知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个体的知

识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

为了强调短时记忆的可操作性$心理学家
F,T̂

T4-

<

将其拓展为工作记忆0

B

1

$并根据加工信息的类

型不同将其分出四个子系统%中央执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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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位于个体的意识中央$需

要占用大量注意力并且消耗大量认知资源$因此$信

息在其中的存储时间和存储数量都非常有限&心理

学家
C2--4*

将信息在工作记忆中的最小存储单元

叫做.组块/$并发现健康成人在短时记忆中同时存

储的最大组块数只有
G

'

L

个0

H

1

$后有学者发现$随

着组块性质的变化$最大组块数甚至可能减少到

B

个0

%

1

&

信息经过工作记忆的充分加工后被存储在长时

记忆中&只有通过在长时记忆中的大量信息检索$

个体才能将其中的信息重新提取到工作记忆中加以

运用&然而$工作记忆超低的组块容量不能解释专

家何以在其中同时操作远远超出工作记忆容量的组

块数量$而信息在长时记忆中的内隐存储也不能解

释个体在完成熟悉任务时何以能够从中快速提取大

量相关信息&为解释这一现象$

I*2S::(+

和
]2+;:S0

提出了长时工作记忆的概念0

L

1

&

I**2S::(+

等人发现$个体在进行认知操作的时

候$一些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虽然内隐于个体的意识

之外$但在必要时却能将被轻易地提取到工作记忆

中&他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长时记忆中的

内隐信息与工作记忆中的外显信息产生某种意义关

联$在特定情境下$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可借助该关联

性将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拉回工作记忆&在工作记忆

中发挥牵引功能的信息被称作提取线索!

cK

$

*4̂

;*249,-S)4:

"$多个
cK

间因具有某种内在关联而形

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被称作提取结构!

c/

$

*4;*249̂

,-:;*)S;)*4

"&那些位于长时记忆却在特定情境下

高度易得的信息被称为可得内隐信息!

=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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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2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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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结构中所处的

位置就是长时工作记忆!

WZVC

$

-(+

>

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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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

<

"&为便于区分$位于意识中央$用

于存储即时信息的工作记忆被称作短时工作记忆

!

/ZVC

$

:0(*;A;4*7 X(*U2+

>

747(*

<

"&位于

/ZVC

中的
cK

与位于
WZVC

中的
=bb

间存着图

!

所示的关系&

!?

组块理论下的长时工作记忆

组块理论认为组块是人类工作记忆的最小认知

单元$组块信息内隐地封装在组块内部$个体通过外

显地提取组块信息$就将封装于组块内部的全体信

息都提取出来0

H

1

&如果需要$个体可以将大组块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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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结构"

cK

和
=bb

解为多个小组块$于是$原先大组块中的信息就暴露

在工作记忆之中&

根据组块信息的不同$组块的性质也各有不同%

首先$组块可能是基于经验的要素组合及其关系&

如果某些要素总是在过去经验中以某种形式的关系

共同出现$那么个体就会将这些要素封装为一个组

块$例如数字.

#

/'.

&

/'.

L

/总是在电话号码的前三位

中共同出现$所以数串.

#&L

/就被封装为一个组块&

其次$组块还可能是结合了丰富背景知识及感知经

验的图式结构&例如厨房用品之间的空间关系'用

途关系'背景环境等的表征形式就构成了一个关于

.厨房用品/的图式组块&

组块的性质决定了组块内部的信息量&如果个

体在工作记忆中得以同时提取或操作的组块总数一

定$那么$要想提高工作记忆中的信息总量$就只能

提高组块的质量和容量&我们将组块的质量和容量

叫作组块的品质%一个组块的信息含量越高$容量就

越大$信息整合程度越好$质量就越高$而容量越大

质量越高的组块$其品质就高级&

图
&

!

组块

图
&

分别表示两个组块&图中每个圆圈分别表

示一个知识结点$连线表示知识间的联系&如果没

有联系!连线"$则每个知识结点!圆圈"就自成一个

组块&连线的不同类型反应了知识之间的关系强

度$线越粗$知识间的联系越紧密&图
&

右侧组块内

部知识结点之间的联系更丰富也更紧密$因而结构

更稳定$组块品质更好&

WZVC

与组块理论都解释了个体得以同时在

工作记忆中对大量信息进行操作的原因%在组块理

论中$个体提取一个组块的同时也提取了这个组块

中的全部信息$只是这些信息暂时处于备用状态而

没有进入意识领域&在
WZVC

模型下$个体在提

取一个线索的同时将与之相关的信息放在了
WẐ

VC

中$这些信息也是处于备用状态&在组块理论

中$个体在必要时可以将这些组块拆解以快速释放

内部信息$在
WZVC

中$个体在必要时可以通过

cK

将
WZVC

中的
=bb

快速牵引出来&

显然$

WZVC

模型与组块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一

致的&我们可以将
cK

和与之意义相关的所有
=bb

视为一个组块$组块中任何通过回忆或感知觉进入

/ZVC

的信息成为
cK

$其它信息被
cK

牵引到

WZVC

中备用$获得了高度易得性$于是成为
=bb

&

图
&

中$圆圈的填充颜色反映了相关知识在记忆系

统中的位置%白色结点用来表示位于
/ZVC

的

cK

$其余黑色结点用来表示位于
WZVC

的
=bb

&

二"记忆术促进长时工作记忆

研究证明记忆术对记忆品质有显著改善0

#"A#!

1

$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快了记忆编码的

速度并提升了信息的准确性#二是延长了信息在长

时记忆中的存储时间并使信息回忆变得更容易&

在
WZVC

框架下$记忆术对记忆品质的提升

作用主要通过下列两个步骤完成%第一步$记忆术帮

助新旧信息之间建立意义联结$形成意义联结之后

的各信息由于共同形成一个稳定的知识结构$所以

被封装在了同一个组块中&第二$组块内的任何信

息进入
/ZVC

时$其它信息就被牵引到
WZVC

中&信息进入
WZVC

后可得性大大提高$于是表

现为记忆品质的跃升&

W,U(..

于上世纪
%"

年代提出理想认知模型的

概念$他将其定义为.知识得以组织的结构/

0

#&

1

&认

知模型!

KC

$

S(

>

+2;2947(T4-

"是知识结构在个体认

知系统中的主观表征$而理想认知模型!

bKC

$

2T4̂

,-2_4TS(

>

+2;2947(T4-

"是个体在认识世界时人为形

成的一种理想化的'稳定的心智结构0

#B

1

$也就是说$

只有经过认知抽象化'结构化和组织化后所形成的

认知模型才被称作
bKC

&通过
bKC

$原本无关的信

息被人为封装在了一个有意义联结的稳定组块中&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知识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在某种意

义联接的基础之上$而记忆术正是建立这种意义联

结的有效手段$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记忆术是通过建

构理想认知模型来将新旧信息之间建立意义关

联的&

$一%理想认知模型的四种建构原则

bKC

主要有四种类型的建构原则%命题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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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图式$隐喻映射和转喻映射&命题结构是以抽

象逻辑框架组织起来的概念结构$它表明了概念框

架内各个概念节点及其与其它节点的位置关系$例

如概念.

Z)4:T,

<

/的
bKC

中包含了日期'星期周期'

序数等多个概念节点$

Z)4:T,

<

是这些概念节点以

某种框架式结构结合而成的整体#表象图式是人们

在长期生活经验中所形成的事先组织在长时记忆中

的稳定的.经验格式塔/

0

#$

1

$例如.母亲/的
bKC

中

包含一个由.生/'.育/'.遗传关系/'.照顾家庭/'

.父亲的配偶/等多个特征所共同构成的图式&隐喻

映射是基于两个事物的相似性用甲物代指乙物$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有如下习惯性表达%前途渺茫$

迷失人生方向$回到祖国的怀抱等$这些表达中潜藏

着这样的隐喻%人生是道路$未来是前方$祖国是母

亲&转喻映射是基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用甲

物代指乙物&例如我们通过.面孔/来代指.人/$通

过.白宫/代指.美国政府/$通过.红领巾/代指.少先

队员/等等&转喻根植于人们的经验思想$影响人们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
bKC

是一个同时包含了语义信息'语义关

系以及图式信息在内的多元信息结构$因而具有很

大的信息量&当一个
bKC

被用作一个组块时$个体

可以通过提取
bKC

中的任意一个节点将整个
bKC

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来&

$二%记忆术用于建构理想认知模型

记忆术通过人为构建一个
bKC

$将原本无关的

信息结点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关联&通过运用记忆

术$个体将长时记忆中的大量信息封装在同一个

bKC

中$于是在面对特定的认知任务时$个体就可

通过
bKC

上的任意
cK

将整个
bKC

中的信息从长

时记忆提取到
WZVC

中$从而提高认知加工的效

率和品质&考虑到
bKC

的四个建构模式$记忆术会

从以下方面发挥其建构
bKC

的功能%

#?

记忆术用于建构命题框架

认知主体将新异信息与其它语言信息建立强制

性的人为联结$就是在形成一个命题框架&传统记

忆术中的概括法和字钩法!

Q

4

>

AX(*T74;0(T

"就

是运用了这一原理&概括法是指对复杂信息化繁为

简并只对其中的核心信息进行记忆的方法&个体在

多个核心信息之间建立人为的意义联结$多个核心

信息就被组装到同一个命题框架之中&字钩法是设

定一个与新异知识有某种关联的字或词作为.字钩/

用以钩出所需记忆的信息内容0

#$

1

&多个新异信息

之间没有意义联系$但是$字钩与新异信息之间'多

个字钩之间却有某种实质的意义联系!见图
B

"&于

是$多个没有意义联系的新异信息以字钩为媒介产

生了间接的人为的意义联系$于是就被封装在了同

一个
bKC

之中&通过对比图
B

和图
!

$我们可以清

楚发现字钩法与长时工作记忆之间具有一致的

结构&

图
B

!

字钩法

!?

记忆术用于形成表象图式

基于表象的记忆术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记忆

术&此类记忆术是将文本信息转化为表象信息$或

者将文本信息与图式信息建立某种关联的记忆术&

传统记忆术中的定桩法!

.214T

Q

2-474;0(T

"'组合

法'动态表象法等都是典型的基于表象的记忆术&

定桩法是首先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具有生动表象的场

景$然后将文本信息安放其中0

#H

1

&组合法是通过想

象将多个表象结合为一个表象&动态表象法是利用

了表象的动觉特征将不同概念安装在一起&当个体

需要同时记忆多个新异知识时$可以对每个信息编

译一个表象$然后将这些表象组合为一个完整的表

象&一个完整表象图式可以作为一个包含全部新异

知识的
bKC

$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非言语信息&非言

语信息使得新异信息无需经过复杂的认知加工就能

得到自动编码$从而进入表象图式之中0

#%

1

&

&?

记忆术用于形成隐喻映射和转喻映射

此类记忆术是借助两个事物之间的隐喻或转喻

关系$以甲物代指乙物$回忆时只要忆起甲物就同时

忆起乙物&传统记忆术中的.联想法/就是一种典型

的基于隐喻和转喻的记忆术&根据甲乙事物的关系

不同$可将联想法分为.关系联想/和.相似联想/&

.关系联想/基于转喻$是指个体借助事物之间关系

展开的联想&

6(**2SU

归纳出
#%

种不同的关系类

型0

#L

1

$!如表
#

所示"$个体可以基于表中的任意一

种关系展开.关系联想/$例如借.红领巾/记忆.少先

队员/是利用了二者的.拥有者
A

占有物关系/$借

.办公场所/记忆.人物职位/是利用了二者的.容器

A

内容关系/$借.红颜/记忆.女人/是利用了二者的

.部分
A

整体关系$等&.相似联想/基于隐喻$是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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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借助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所展开的联想&例如借

助.红色/记忆.热闹/$借助.目的地/记忆.理想/$借

助.上/记忆.领导/$等等&根据
W,U(..

等人隐喻理

论0

!"

1

$个体可以通过隐喻为所有的抽象概念跨域赋

予较易理解的形象概念$形象概念的介入可以提升

抽象概念的涉身性!

47Y(T274+;

"$从而提升组块的

品质以及扩充
WZVC

中的信息量&基于转喻和隐

喻的记忆术都是将简单概念与复杂概念或形象概念

与抽象概念建构在同一个
bKC

中$个体通过借助前

者提取或加工后者$简化了认知操作负荷$利用长时

工作记忆提升了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容量&

表
#

!

转喻的
#%

种关系类型

因果关系

原因2结果

生产者2产品

自然源2自然产品

工具2产品

动作2执行者关系

对象2动作

工具2动作

主体2动作

主体2工具

部分2整体关系

部分2整体

行动2复杂行动

核心要素2机构

容器2内容关系

容器2内容

位置2占有者

服饰2穿戴者

经历2传统关系
经历2传统

明示2定义

拥有者2占有物关系
拥有者2占有物

任职者2职务

!!

!转引自
6(**2SU

$

64,-c?#L%#

"

B?

记忆术四大功用的关系

大多数记忆术的基本思路都是将抽象概念转变

为形象概念$将复杂概念转变为简单概念$将无关概

念转变为意义相关概念$从而得以利用形象概念和

简单概念构造出概念框架或表象图式$形成稳定的

bKC

!如图
G

所示"&对于抽象信息$个体采用基于

隐喻的记忆术将其编译为具体信息$再借助基于表

象的记忆术将具体信息与表象图式建立关联$从而

形成
bKC

#对于复杂信息$个体采用基于转喻的记

忆术将其编译为简单信息$再将其组织到一个命题

框架中$或针对不同类型的简单信息采取不同的认

知操作%如果简单信息是抽象的$可将其进一步隐喻

为具体信息$再与表象图式建立关联#如果简单信息

是具体的$可将其直接与表象图式建立关联&总而

言之$记忆术将无关的新异信息置于同一个概念框

架或图式表象中$从而形成
bKC

$于是$新异信息之

间被赋予了意义联系$这为信息得以进入
WZVC

创造了条件$也为记忆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可能&

图
G

!

记忆术四大功能的关系

$三%理想认知模型解释长时工作记忆

在
WZVC

框架下$

=bb

只有在
cK

的牵引下才

可能进入工作记忆以得到进一步加工&

cK

与
=bb

之间的关联强度越高$后者就越易得&然而$由于每

个
=bb

都可能与
cK

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所

以$长时记忆中的任何信息都有可能被提取到
WẐ

VC

中来并得到认知操作$但这并不易实现&事实

上$在具体的认知情境下$个体往往可以非常快速而

准确地提取出唯一且最适宜的长时记忆信息&

WẐ

VC

提出者认为0

L

1

$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要想顺利进

入
WZVC

中$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在

/ZVC

中必须有相关的
cK

存在%因为
cK

为
WẐ

VC

中的
=bb

提供了锚定点$从而为
=bb

的提取创

造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二是具有丰富的背景知识$为

cK

与
=bb

之间提供了意义关联$背景知识越丰富$

两者之间的关联就越紧密#三是对认知任务本身非

常熟悉&只有面对熟悉的任务$个体才有能力从长

时记忆中与
cK

有意义关联的内隐信息中快速选出

与当下任务有关的
=bb

&然而$

WZVC

提出者没有

说明下面的两个问题%一是
cK

对
=bb

的提取是基

于何种心理机制#二是背景知识与任务的熟悉度是

如何影响
cK

与
=bb

之间的关系强度的&

bKC

可以对上述问题中的心理机制做出解释%

首先$

cK

之所以能将
WZVC

中的信息牵引出来$

是因为
cK

与
=bb

处于同一个
bKC

上&同个
bKC

之上的任何知识结点由于和其它信息之间都存在某

种意义关联$所以很容易在将整个
bKC

牵引出来&

由于同一个信息结点处于多个
bKC

上$在不同的认

知任务中$基于用到的
bKC

不同$

cK

所能引出来的

bKC

就各不相同&其次$背景知识的参与为个体建

构一个完整有效的认知框架提供了可能$这是由于

cK

与
=bb

只有被放置在一个宏大的背景知识之上

时$才有可能被封装于同一个
bKC

中$从而建立起

有意义的联结&最后$熟悉的任务可以帮助个体将

WZVC

中的信息自动化地提取并加以操作$因为只

B#



!

总
&!

卷 孙健%记忆术的模块优化机制

有当个体对认知任务非常熟悉时$稳定的
bKC

才有

可能建立&

可见$通过上述四种建构途径$

cK

与
=bb

被建

构在同一个
bKC

中&当
bKC

形成之后$只要其中

任意一个信息可以进入
/ZVC

$

bKC

中的大量信

息就都能存储于
WZVC

中$这就增加了长时记忆

中大量可用信息的易得性$同时避免了
/ZVC

超

小容量对工作记忆的限制$使得个体即时存储并操

作大量信息成为可能$于是可以提升个体记忆效率

并能优化记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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