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记忆的实验报告(优秀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记忆的实验报告篇一

短时记忆又称操作记忆或工作记忆。是指信息一次呈现后，
保持时间在1分钟之内的记忆。就其功能来说，短时记忆与感
觉记忆不同，感觉记忆中的信息是不被意识并且也是未被加
工的，而短时记忆是操作性的、是正在工作的、活动着的记
忆。人们短时记忆某事物，是为了对该事物进行某种操作，
操作过后即行遗忘；如是有长期保持的必要，就须在这一系
统内进行加工编码，然后才能被储存在长时记忆中。

19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于1890年提出了记忆
分初级和次级的二重学说，初级记忆指短时记忆，次级记忆
指长时记忆。然而，短时记忆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记忆结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客观证据的支持，直到20世
纪50年代才陆续从实验及临床事例中得到证实。1962年加拿
大学者墨多克（murdock）向被试呈现一系列无关联的字词，如
“肥皂、氧、枫树、蜘蛛、雏菊、啤酒、舞蹈、雪茄烟、火
星、山、炸弹、手指、椅子、木偶”等，以每秒出现1个的速
度呈现完毕，让被试以任意顺序自由回忆，结果发现，回忆
的效果与字词在原呈现系列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在系列的开
始部分和末尾部分的单词均比中间部分的单词更容易回忆。
心第一文库网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系列位置效应。根据实验
结果所画出的曲线叫作系列位置效应曲线。对词表开始部分
的单词记忆的效果优于中间部分，回忆率高，这种现象称为
首位效应或首因效应。词表末尾部分的单词比中间部分的单
词更易于回忆，再现率更高，这一现象称为新近效应或近因



效应。持两重记忆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词表系列开始部分
因有较多的复述机会而进入长时记忆系统，回忆时是从长时
记忆中提取的。而末尾部分因刚刚学过还来不及复述，是进
入短时记忆中的，仍保持在人的当前的意识中，因此更易于
再现。值得注意的是，近因效应所涉及的单词末尾部分的单
词数目恰与短时记忆的有限容量相吻合。由此可见，短时记
忆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种分析有什么根据呢？通过改变
首位效应与新近效应产生的条件的实验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
其中一个实验是，让两组被试学习同一套材料，以每秒呈现1
个单词的速度给第一组被试，而给第二组被试以每个单词呈
现2秒的速度进行，其结果，得到明显不同的'首位效应。第
一组回忆的成绩低于第二组回忆的成绩，这种影响仅出现在
首位效应而不引起新近效应的变化。这说明呈现速度减慢使
得开始部分的项目有更多的时间通过复述而转入长时记忆系
统，回忆时从长时记忆提取。另一实验是，给被试听完15个
单词之后，不要求他们立即回忆，而是插入30秒心算题的作
业，其目的是防止复述。结果表明，延缓回忆对首位效应没
有影响，却消除了新近效应，使得词单末尾部分的单词与中
间部分的革词的回忆率接近一致。上述两种实验结果对记忆
的二重学说均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此外，从临床事例中也可以看出，脑震荡患者对受伤前几分
钟发生的事件、情景、原因一概记不得，而对往事却记得很
清楚，说明他的长时记忆依然保持，损伤的仅是短时记忆。
又如，神经心理学家b．米尔诺（b．milner）1966年报告了一个
代号h．m的患者的情况，她患有癫痫病，医生为她作切除海
马部位的手术，术后病情大有好转，可是记忆却出现了反常。
患者对手术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只是对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没
有记忆。手术破坏了她脑内由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传输信息
的结构。上述事例证明，短时记忆的信息与长时记忆的信息
并不储存在同一个记忆库中，短时记忆的仓库是个临时性的，
它的已有信息若不及时转入长时记忆库，就会被擦拭。这里
举这么多实例，是为了说明短时记忆是一个独立的记忆系统，
在传统的管理学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它又是非常



重要的一种记忆系统。

记忆的实验报告篇二

短时记忆(short-termmemory)简称stm，也称工作记忆，是信
息加工系统的的核心。

短时记忆短时记忆的信息编码以听觉编码为主，也存在视觉
编码和语义编码。

斯滕伯格采用加法反应时，以记忆扫描实验证明，短时记忆
的信息提取方式是完全系列扫描方式进行的。

短时记忆的编码以听觉编码为主，也存在视觉编码和语义编
码。

听觉编码

在短时记忆中，对刺激信息主要以听觉形式进行编码和储存，
即使刺激信息已视觉方式呈现，个体对视觉刺激进行加工处
理时也会把他们转换成听觉代码，那时记忆中会存在形—音
转换的现象，视觉信息会以声音形式进行加工，然后存储。

视觉编码

posner用aa实验证明短时记忆中存在视觉编码

在短时记忆的最初阶段，存在视觉编码过程，然后才向听觉
编码过渡。

记忆的实验报告篇三

一、前言



短时记忆(shorttermmemory,stm)在两种记忆说或多存贮说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被看作信息通往长时记忆的一个中间
环节或过渡阶段。与长时记忆相比,无论是在记忆容量、信息
编码等方面,还是在信息提取或遗忘等方面,短时记忆都有其
独特的一面。

miller通过总结大量的对线性刺激的绝对判断、速知、以及即
时回忆广度的实验研究，发现被试的感觉通道容量或者回忆
项目的数量，也就是记忆的容量在一个很小范围内波动，大
概是7±2。但这个结论大多是在成人记忆语言文字材料的情
况下得到的,未免过于笼统。而对语言文字材料以外的其它类
型材料的研究还不多见。本实验正是记忆材料方面出发，对
短时记忆容量的材料特点进行探索。

二、方法

（一）被试

实验课随机分组，本组的5人、以及旁边组的5人，共10人。
男生4人，女生6人。

（二）仪器

jgw-b心理实验台速视器单元，背景卡片1张，记录用纸两套；

（三）材料

写有3—13位数字的卡片三组，每组11张，共33张；

写有3—13位英文字母的卡片三组，每组11张，共33张。

（四）程序

1、主试接通速视器电源，将开关选择“on”，调节a、b视场，使



两个视场明度基本一致。“工作方式”a选择“定时”，b选
择“定时”、选a—b顺序方式。“定时选择”a为1秒，b为5秒。
然后b视场输入背景卡片1张。

2、被试坐在速视器观察窗前，面部紧贴观察窗，指导
语：“我将呈现一组数字，要求你努力记住，当刺激消失后，
立即将它默写下来。”主试在a视场逐个呈现3位数字卡片，
每个卡片呈现1秒钟。要求被试在每个卡片呈现后5秒钟将刚
看到的3个数字全部默写出来。

3、用上述方法将4位、5位、6位??数字依次进行实验，直至
数字序列连续三次不能通过为止。

4、用上述程序测定英文字母的短时记忆广度。

三、结果

实验数据：

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

单因素t检验：

四、讨论

1、短时记忆的容量并不完全是处于7?2个单位中，有部分被
试的数据是超出这个范围的，被试存在个体差异。

2、材料不同时短时记忆容量的大小不同：对数字材料的短时
记忆容量显著大于英文字母材料的短时记忆容量；信息量小
的材料的`短时记忆容量明显地大于信息量大的材料的短时记
忆。

3、男生的短时记忆容量大于女生的短时记忆容量。



本研究的验证了短时记忆容量的理论，大部分数据符合短时
记忆的理论。

但是，本研究中任存在许多的不足：

由于实验过程为多组同时进行，所以实验环境没有得到有效
控制，造成了无关变量的干扰；

本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不具有外推生态效度，样本量太少，
且男女比例不为1:1；

本研究没有将被试的知识经验，以往的记忆方式对实验的影
响独立出来，造成了实验结果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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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实验报告篇四

1.教学设计大循环过程是，教师一经接受教学任务后，自己
的长时记忆受到刺激，形成研究的动机进入短时记忆，再利
用以有的认知工具，进入上级电大平台和环境中去探究，然
后结合对媒体材料和学生情况的分析，确定教学目标，同时
设计出开放性的教学任务，以此创设学习情景，提供学习资
源，设计出形成性过程评价标准等。

2.这是因为它还处于词汇学习的起始阶段，学习者对与该词
汇相关的各种信息还不了解，还不能与已知信息建立起联系，
在学习者的短时记忆中一个生词占据一个独立的记忆单位，
而不是一个已成体系的记忆系统中的构成部分，要使该词进
入长时记忆还需要一定的重复。

3.另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并非总
是处在静止状态，它是随时变化的，随着信息不断地由短时
记忆向长时记忆转化，新信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旧信息联
系并组合起来，整个信息系统随之不断变化，人的知识不断
得以丰富，认知能力不断提高。

4.对于听力理解来说，听者对话语的反应时间较短，因此，
让学生在跟读的过程中保持短时记忆和听力理解的协调是把
握听力材料内容的关键，通过对学生语感的培养，有助于学
生把握听力的基本单位，掌握听力理解的节奏，从而潜移默
化地提高听力理解的水平。

5.比如，讲授横贯性脊髓病时，先给学生看一张桑兰或者张
海迪的图片启动瞬时记忆，然后讲授脊髓损害后的运动症状，
感觉症状，植物神经症状等，主要内容讲完后用表格形式列
表总结，帮助形成短时记忆，最后结束前再复述一次所学内
容帮助进入长时记忆。

6.课堂上所学的新知往往是以短时记忆的方式存储的，课后



让学生及时对所学内容进行以形成一定的结论，并将其纳入
到原有的知识体系中，最终将原有知识经验进行改造或重组，
形成清晰准确的知识块，由课堂上的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
忆。

7.新的知识尽量初次讲授时增加图像，影片等强化形象性，
以形成较好的瞬时记忆，然后可以通过图表，语言等以形象
编码和听觉编码的形式提及，帮助形成更好的短时记忆，每
堂课最后采用简要复述的形式，帮助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

8.在这里是根据信息的意义进行存储，当要求学习者产生行
为时，存储的信息和技能必须能被搜索和提取，搜索到的信
息从长时记忆提取到短时记忆，与新进来的信息相结合形成
新的学习能力，或是通过反应器将信息转换成动作。

9.在英语课堂中，训练学生用以上的组块方法进行思维，就
可以建立各元素之间的联系，代写英语帮助短时记忆的加工，
减轻短时记忆的负担，扩大短时记忆的容量，减少信鼠加工
的时间，也可以增加长时记忆的信息存储量。

10.方法是学习的捷径，也要注重实效性，即考核是不可缺少
的阶段，可以是短时记忆的考核，学习方法后当堂课进行考
核，既可以考验学生记忆方法的运用的效果，又可以巩固部
分学生对方法的应用能力，以便课下的运用。

11.在感知阶段，人脑会有选择的注意到那些与当前任务有关
的或者非常重要的信息，然后将听到的语音信号进行检索和
分析，并把它分割成有意义的单位，一旦语音组成的规则被
识别出，它们便以单词形式进入短时记忆。

12.因而，我们在学习英语词汇时，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使
用分组的办法将所识记的词汇组块化，即将不熟悉的新词汇
变成意义组块或时空组块，这样就能扩大短时记忆的容量，
提高记忆的效率。



13.此外对于听力理解的研究还与记忆的息息相关，近年来，
记忆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探
讨短时记忆的特点，了解并掌握记忆行为在听力理解中的作
用显得更为重要。

14.例如，与成人相比，儿童在感觉登记的性质和操作上要差
些，因为成人在感觉登记时会采用一种序列编码的策略，把
感觉登记的信息及时转移到短时记忆中，而儿童则没有运用
这种策略等等。

15.学生学习大循环过程是，学生准备学习时，首先，进入学
习的平台，开放性学习任务就会对长时记忆产生刺激，激发
学习的动动，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自己的学习计划和任务，
进入短时记忆。

16.根据记忆的编码方式不同而产生短时记忆和长久记忆的原
理，我们在制作计算机多媒体课件时完全可以根据材料的不
同类型，采用不同的制作方式，以适应不同的记忆编码方式
的需要。

17.一般意义上的短时记忆只具有将信息短暂存储这种单一功
能，而同传工作中的短时记忆，其特殊性在于，译员在同传
作业中，除了对信息进行短暂存储，还要进行短暂的信息加
工转换。

18.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认知心理过程，首先是接收对象的感
觉信息，形成关于对象的表象或信息特征，然后存贮于感觉
记忆或短时记忆的结构之中，等待更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

19.这种说法是由于不了解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在记忆研究上
的工作，特别是不了解胎儿记忆的特点，将短时记忆与长时
记忆混为一谈，因而过高地估计了胎儿记忆力的结果。

20.在理解过程中要求在连续音流中辨认词语和语句成分，存



入短时记忆，这一认知过程在瞬间完成并不断地进行着，这
种特殊性决定了心理因素对听力理解的影响尤其突出。

记忆的实验报告篇五

一、前言

短时记忆(shorttermmemory,stm)在两种记忆说或多存贮说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被看作信息通往长时记忆的一个中间
环节或过渡阶段。与长时记忆相比,无论是在记忆容量、信息
编码等方面,还是在信息提取或遗忘等方面,短时记忆都有其
独特的一面。

miller通过总结大量的对线性刺激的绝对判断、速知、以及即
时回忆广度的实验研究，发现被试的感觉通道容量或者回忆
项目的数量，也就是记忆的容量在一个很小范围内波动，大
概是7±2。但这个结论大多是在成人记忆语言文字材料的情
况下得到的,未免过于笼统。而对语言文字材料以外的其它类
型材料的研究还不多见。本实验正是记忆材料方面出发，对
短时记忆容量的材料特点进行探索。

二、方法

（一）被试

实验课随机分组，本组的5人、以及旁边组的5人，共10人。
男生4人，女生6人。

（二）仪器

jgw-b心理实验台速视器单元，背景卡片1张，记录用纸两套；

（三）材料



写有3—13位数字的卡片三组，每组11张，共33张；

写有3—13位英文字母的卡片三组，每组11张，共33张。

（四）程序

1、主试接通速视器电源，将开关选择“on”，调节a、b视场，使
两个视场明度基本一致。“工作方式”a选择“定时”，b选
择“定时”、选a—b顺序方式。“定时选择”a为1秒，b为5秒。
然后b视场输入背景卡片1张。

3、用上述方法将4位、5位、6位数字依次进行实验，直至数
字序列连续三次不能通过为止。

4、用上述程序测定英文字母的短时记忆广度。

三、结果

实验数据：

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

单因素t检验：

四、讨论

1、短时记忆的容量并不完全是处于7?2个单位中，有部分被
试的数据是超出这个范围的，被试存在个体差异。

2、材料不同时短时记忆容量的大小不同：对数字材料的短时
记忆容量显著大于英文字母材料的短时记忆容量；信息量小
的材料的短时记忆容量明显地大于信息量大的材料的短时记
忆。



3、男生的短时记忆容量大于女生的短时记忆容量。

本研究的验证了短时记忆容量的理论，大部分数据符合短时
记忆的理论。

但是，本研究中任存在许多的不足：

由于实验过程为多组同时进行，所以实验环境没有得到有效
控制，造成了无关变量的干扰；

本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不具有外推生态效度，样本量太少，
且男女比例不为1:1；

本研究没有将被试的知识经验，以往的记忆方式对实验的影
响独立出来，造成了实验结果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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