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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心理学概论》在编写过程中，力求贯彻基础性与时代性、科学性与实用性统一的原则，在
保证充分反映学科研究状况的前提下，尽量突出实用性的特点。
首先，在编写体例的设计上，安排了“评价目标”、“关键词”、“正文”、“思考题”四个部分，
便于学习者自学。
其中，“评价目标”旨在说明本章的学习重点和学习要求。
“关键词”旨在明确本章内容的核心。
“正文”的内容确保科学，表述力求规范、通俗，注重引证相关的案例、数据和图表，以增强可读性
。
“思考题”旨在考核学习者对本章内容的理解程度，并进一步明确本章的学习重点。
其次，在内容的组织和安排上，注重与教育教学实际接轨。
一方面，在保留学科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突出了应用性强的内容，重视将有时代性、前
瞻性的应用成果及时反映在书本中；另一方面，在阐述基本原理时注重对原理的应用作出指导，使学
习者在把握心理学知识的同时知道在实际中如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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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瞬时记忆　　客观刺激停止作用后，感觉信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保存下来，这种记忆叫
感觉记忆或瞬时记忆，它是记忆系统的开始阶段。
瞬时记忆的贮存时间大约为0.25-2秒。
信息贮存的方式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它完全保持输入刺激的原样，而且有一个相当大的容量。
如果这些感觉信息受到特别注意，就会进入短时记忆；而那些没有受到注意的信息，则会很快变弱而
消失。
当然，如果刺激极为强烈深刻，也可能一次性印入长时记忆系统。
　　（二）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是瞬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中间阶段，保持时间大约为5秒到2分钟。
短时记忆的信息既有来自瞬时记忆的，也有来自长时记忆的。
它一般包括两个成分：一是直接记忆，即输入的信息没有经过进一步加工。
它的容量相当有限，大约为7±2个组块。
如果信息得到及时复述，则可能转入长时记忆系统而被长久保存；否则会很快消失。
另一个成分是工作记忆，指长时记忆中存贮的、正在使用的信息，是将贮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提取
出来解决当前问题的过程。
在工作记忆中，来自环境的信息与来自长时记忆的信息发生了意义上的相互联系，从而使人们能够进
行学习和做出决策。
　　（三）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是指信息经过充分的和有一定深度的加工后，在头脑中长时间保留
下来。
这是一种永久性贮存。
它的保存时间长，可以从1分钟以上到许多年甚至终身，容量没有限度。
其信息的来源大部分是对短时记忆的内容进行深度加工的结果，但也有由于印象深刻而一次获得的。
信息贮存的方式是有组织的知识系统。
这种有组织的知识系统对人的学习和行为决策有重要意义，它使人能够有效地对新信息进行编码，以
便更好地识记，也使人能快速有效地从头脑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是记忆系统的三个不同的信息加工阶段，而
不是非此即彼的记忆种类。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任何信息都必须经过瞬时记忆、短时记忆才可能转入长时记忆，没有瞬时记忆的登记、短时记忆的加
工，信息就不可能长时间贮存在头脑中。
　　二、知识保持的特点　　保持是识记过的经验在人们头脑中的巩固过程，也就是信息的存储过程
。
保持是识记和再现的中间环节，在记忆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保持也就没有记忆。
　　知识保持是一个动态过程，存储信息在内容和数量上都会发生变化。
数量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保持的数量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
这就是遗忘现象，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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