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材料一：

朗读有助于记忆吗

①说到朗读，我们常常会想起小学生早上的晨读课，大家一起举着书本大声

诵读课文的情景想必人人都经历过。然而，这种朗读的方式真的有助于学习吗？

是否朗读能让我们加深记忆呢？

②记忆是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是人最基本的智慧之一，

联结着我们的过去与现在。一切经验都要经过编码、储存和提取才能形成完整的

记忆过程。

③记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背古诗为例，“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出

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是一句古诗，但这只是一个感觉记忆，大概

只能保持 0．25～2 秒。如果我们想记住它，将感觉记忆转化为更长时间的记忆，

就要对它进行编码。编码的过程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有些人可能会根据诗句内容

来想象画面加以记忆，有些人可能会根据诗句读音来加以记忆，如果没有转化为

长时记忆，那么记忆的死敌——“遗忘”马上就会将它带走。

④短时记忆有两种编码方式：听觉编码和视觉编码。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

验，通过图像依次呈现 B．C．P、E．V、F几个字母后，再要求被试者按照顺序

进行回忆。结果发现，视觉呈现条件下，发音相似的字母，如 B和 V，容易发生

混淆；而形状相似的字母，如 E和 F之间很少混淆。这说明听觉也是很重要的编

码方式。由此看来，边看边读是一个双编码的过程，既区别了语音也区别了语义，

对信息进行深加工，更有助于记忆的巩固。

⑤朗读在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化的过程中充当了刺激物的角色。在读的过

程中，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所要记忆的信息上，也更能帮助我们记住

它。

⑥关于如何改善自己的记忆力，除了朗读这种深加工之外，还有一些简单易

学的方法。

⑦利用大脑觉醒状态的时间规律，不失为一种记忆的好方法。大脑的觉醒状

态是指大脑的兴奋水平。早在 19 世纪，心理学家就已经发现，上午 11 点到 12



点之间的记忆效率最高，下午 6点到 8点效率最低。当然大脑觉醒状态的时间规

律也会随个体生理机能的状态不同而产生差异。

⑧朗读是加深记忆的有效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记忆规律，还有许多未解

之谜，有待我们继续探索和发现。

材料二：

材料三：

①形成长期记忆的第一步是付出注意力。如果你对周围的世界关注度不足，

大脑根本不会把你体验到的感觉存储下来。大脑通过连接神经细胞形成长期记忆。

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越强，你的记忆就越鲜明。神经连接的大网将所有感觉交织

在一起，形成一段记忆：某个场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摸起来是什么感觉，闻起

来是什么气味。但是，如果你没有付出注意力，外部信息甚至没有进入你的短期

记忆，那么你的大脑自然无法形成长期记忆。

②科学家做了一项实验，让几百位受试者在没有导游带领的情况下自行游览

了一座教堂。游览过程中，受试者需要依据指令记录一些细节，例如“教堂中十

字形的平面结构”，或者重观察“宏伟的入口上方欢迎你的青铜天使”。一部分受

试者携带着配有摄像头的 iPod 或手机，他们需要按指令拍摄照片，另一些受试

者什么都不带。游览结束后一周，所有受试者都需要接受突击测试，研究者会询

问他们在游览过程中理应记得的一些细节。结果发现，不带相机的受试者在 10

道题里大约能答对 7道，而带了相机的受试者得分更接近 6分。二者的区别细微



却不容忽视，就像从 C到 D。

③从事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坦普尔顿表示“相机会让人分心，让我们无法专

注于当下的体验，所以记不住那些本应专心欣赏的东西。现今无所不在的智能手

机就像是插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巨大干扰源”。

1．下列选项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短时记忆有两种编码方式：听觉编码和视觉编码。实验发现，视觉呈现条件

下，发音相似的字母容易发生混淆；而形状相似的字母之间很少混淆。这说明听

觉也是很重要的编码方式。因此，老师在上课时适当板书，有助于学生记忆。

B．朗读之所以有助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化，是因为在读的过程中，我们需

要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所要记忆的信息上，更能帮助我们记住它。

C．早在 19 世纪，心理学家就已经发现，上午 11 点到 12 点之间的记忆效率最高，

下午 6点到 8点效率最低，但并不是对所有情况适用。

D．记忆分感觉记忆、短期记忆、长期记忆，材料三主要阐释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2．根据三则材料，你认为要怎样才能保持更长久的记忆？

3．根据材料二，得出两条有意义的结论。

4．材料三第②段中，举了两组受试者参观教堂后测试记忆力的实验，这两组受

试者在参观时的任务有何不同？实验得出了什么结论？请用自己的语言归纳总

结。



参考答案：

1. D

2.①进行深加工；②利用大脑觉醒状态的时间规律；③不断复习巩固；④专注，

避免干扰（如电子产品）。

3．遗忘的规律是先快后慢，有意义的信息慢于无意义的信息。

4．一组受试者携带着配有摄像头的 iPod 或手机，他们需要按指令拍摄照片，另

一些受试者什么都不带。结论：不断拍照会损害我们的记忆力，分散我们的注意

力，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当下。（干扰物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影响记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