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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创新学习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包括记忆：识记(精制、组织)、保持、再现(再认、回忆)
，阅读：精读、做精读笔记、略读、找读，听讲：聆听、做聆听笔记、粗听，课程学习：预习、课堂
学习、复习、练习、考试，以及按计划管理时间、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积极心态、保证身体健康、保
证物质环境，并按照学习方法的内在逻辑安排全书的结构，突出学习方法的系统性。
    本书的内容是以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脑科学、人工智能、教育学、事理学为
准绳，以实验数据、凋查资料和统计分析结果为依据，书中的实用方法切实可行，适用于各种人群学
习各种知识。
    本书阐述深入浅出，实例丰富多彩，文字通俗易懂，图表一目了然。
每一个独立的学习活动的方法都精心地用图和表表现出来，这些图表既可以当做相应章节的导读，又
可以当做日后的记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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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记忆概述　　一、什么是知识学习　　知识学习包括知识获得，以及通过知识运用（知
识再现和知识迁移）而引致知识重构（知识强化和知识优化）。
知识学习的各个环节——知识获得、知识重构、知识运用，都是以知识网络为基础的；并且，知识学
习的直接任务就是构建优良的知识网络。
　　知识获得是指把新知识整合进已有知识网络之中，建构成知识点更丰富、结构更严谨的新的知识
网络。
知识获得不是要死记硬背一些词句和形象，而是要掌握词句和形象所表述的意义；也不是要掌握一个
个孤立的知识点（概念及概念图式，命题及命题图式，产生式及产生式图式，统称为知识点），而是
要把各个知识点联系起来形成整体。
　　知识获得包括知识理解和知识领会两个阶段，知识领会是关键。
知识理解是在新知识内部建立联系，而知识领会是在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网络之间建立联系。
　　知识重构是指重新建构知识网络，以改进知识网络。
知识重构有两种类型——知识强化和知识优化。
知识强化是在知识获得之后巩固已有知识网络，建构成某些　　知识点或联系更紧密的新的知识网络
。
知识优化是在知识获得之后修改已有知识网络，建构成更高效的新的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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