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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國語文、應付生活所需和記憶力這三者，是息息相關。

學生成績不理想，補習班久不見有太大的進展，很可能是記

憶效率不高！要有好成績，學生似乎一定要記得好。老師要提升

學生的記憶效率，可以從專注和有效的學習策略方面着手。

一般來說，學生上課時，開首的五至十分鐘記憶力是最強

的，跟着記憶力會漸漸變差。所以，老師要學生做有關記憶力的

練習時，應以半小時為單位，即學習二十五分鐘便要休息五分

鐘。這樣，學生才能維持比較高效率的學習。

第二個策略就是學得愈快就愈能專注。研究顯示，人腦思考

的速度比耳朵的聽力快四倍，假若學生覺得課堂桝學沒趣而不喜

歡聽，等到他回頭過來聆聽時已來不及。所以，不專心的原因是

因為學得太慢，讓各種雜念產生。

要解決分心的問題，老師應讓學生學快一點，要快到連分心

都沒有辦法，連一切雜念都沒有！以學習語文為例，老師可以鼓

勵學生：

‧以快讀多讀來代替慢讀和精讀。

‧聽古典音樂來防止記憶力分散。古典音樂變化少，曲調平坦，

可幫助快讀和集中注意力。

‧講快一點，唸快一點，要比急口令更快！

‧讀書要一行一行看，不要一個字一個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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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學生要記憶的東西並不是如同表

格化一對一地對應很清楚。這個情況下，便要

找到重點來記憶。換句話說，就是要找出關鍵

字。關鍵字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看到關

鍵詞能夠產生生動的圖像。如徐志摩《再別康

橋》中的「衣袖」和「雲彩」；第二，看到關鍵

字能夠回想起全部或局部內容。

5 

人類對圖形記憶比文字來得強。當我們提

到一樣事物，比如說：魚，第一個在腦海中反

應出來的，應該是魚的形象；然後是魚的歸

類，如熱帶魚、食用魚等屬性。因此，對文體

予形象加以繪畫表現，自然更清晰。

其中一個最廣泛應用的圖解化記憶法是房

間法（The Roman Room System），又叫「羅馬

房法」，主要用來當成圖像的存放處，原理就是

讓要記憶的東西來跟已知的東西做連接。這方

法主要目的是讓各圖像間能夠有所區隔開來，

不致混淆。

最後，在語文學習上，可說是老生常談就

是學習材料的意義性、長度和難度。語文學習

的材料愈有意義愈容易記憶，有意義的材料較

無意義的材料易於學習，就算經過一段時間，

不加複習，其遺忘的速度也較緩慢；學習材料

的長度要適中，材料太長，其構成單元間彼此

的干擾，也隨之增大；簡易的材料較艱難的材

料容易學習，桝材難度適中，能與學習的能力

相配合，個人努力可獲致成功，否則就會失

敗。

近年來，認知科學的進步，提供了不少理

論，解答了許多有關記憶的問題。根據這些認

知理論，筆者找到了很多幫助記憶的方法和老

師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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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目的，是為了幫助解決問題和思

考。人的工作記憶區，主要是負責處理資料，

然後把結果送到永久記憶區保存；由於資訊太

多，一定要經過一些過濾的程序，只儲存有意

義的資訊。甚麼是有意義的資訊？有意義的資

訊是指一些能使學生產生興趣、有關連、知感

或感性起共鳴的資訊。此外，新增的知識和舊

有的知識產生關連，也是有意義的學習。每一

個人的腦袋中，都有自己的一套知識架構，新

的知識進來，一定要和現存的知識系統融合，

才能算是融會貫通。

2 

任何的記憶，在剛開始時，都是暫時記

憶。暫時記憶就像電腦的 ram，存取資料速度

快，資料也存不久。成為永久記憶的方法，只

有一個：就是複習。

有經驗的老師都知道，要學生背誦詩詞歌

賦，最好的方法是先背誦一小時，一天後第二

次複習，一週後第三次複習，一個月後第四次

複習︙︙這樣一來，才能成為永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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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腦部設計，並不擅長儲存隨機的資

訊，我們往往想辦法在新資訊和已知事物之間

找出關聯性來幫助記憶。因此，要訓練學生利

用聯想力，例如可以鼓勵學生串聯起看過的資

料，歸納分析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