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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记忆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增加，记忆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因此有必要对当前记忆研究

方向进行梳理，文章旨在分析梳理当前记忆的心理学研究方向。结果表明，当前记忆研究主要形成了4
个研究方向，分别是记忆研究的应用化、模型化、脑理化和生活化。目前记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在

于缺乏理论框架、缺乏实证研究和研究脱离现实生活等。未来研究应该注意建立统一的理论框架，加强

对各种记忆类型的模型和脑神经机制的实证研究，将心理学传统研究方法和范式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相结合，推进研究成果转化到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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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mory research has seen an increase in new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result-
ing in significant advancem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current directions in mem-
ory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organizes 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urrent 
memory stud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emory research has primarily evolved into four re-
search directions: application-oriented, modelling, neuroscientific, and life-oriented. Shortcom-
ings in current memory research include a need for m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empirical stu-
dies, and research detachment from real-life situatio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stablish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enhance empirical research on various memory types’ models and brain 
neural mechanisms, integrate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paradigm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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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nd promote translating research findings into real-lif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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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Ebbinghaus 第一次用实证的方法研究记忆并提出著名的“遗忘曲线”，记忆就成为心理学领域的

主要研究议题之一。关于记忆的研究浩如烟海，包括许多不同的研究主题、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近十

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和多学科融合的发展，如数学建模等方法使用的增多[1]，应用研究进一步增

多[2]，跨学科研究和合作的增加[3]，记忆研究领域又有了许多新发展和新成果，因此，对记忆领域现状

进行整理非常有必要，这有助于未来记忆研究的进行。因此，本文拟对记忆领域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以

期理清记忆领域的研究方向。 

2. 记忆领域研究方向分析 

在当前记忆研究领域，工作记忆和注意之间的关系是记忆领域的研究核心和热点，两者之间的联系

和神经机制是研究热点。记忆的脑科学研究和记忆与衰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新的研

究方法和技术被大量引入使用。记忆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向展开： 

2.1. 记忆研究的应用化 

记忆研究的应用近年来逐渐增多，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主要包括行

为训练、正念冥想的作用等。二是在法庭心理学中的应用，主要研究目击者记忆和目击者陈述的可靠性。

三是在一些疾病中的应用，比如一些针对某些疾病的治疗建议和相关治疗教程的开发。四是融合其他学

科的交叉应用。 

2.1.1. 记忆研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工作记忆训练是这部分的一大热点，早些年的研究主要探讨工作记忆训练和流体智力的关系[4]，一

开始对于工作记忆训练能否提升流体智力存在着争议，部分研究声称工作记忆训练会产生多种有益结果

[5]，但是部分研究没有发现工作记忆的作用[6]。一项元分析结果显示，这种差异似乎是因为对训练结果

测量方法的不同所造成的，工作记忆训练计划似乎会产生短期的、特定的训练效果，但是不能推广到现

实世界的认知技能测量[7]。 
近年来更多研究开始关注与现实更相关的工作记忆训练效果，如研究工作记忆训练特别是情感工作

记忆训练对考试焦虑减轻的作用，一项研究对 60 名具有考试焦虑的伊朗大学生进行情感工作记忆训练，

对比中性情感记忆工作训练组，接受情感工作记忆训练的大学生考试焦虑症状的减少和情绪调节的改善

更大，情感工作记忆训练的效果好加上它的易得性使得该方法的推广有非常大的可能[8]。尽管已有部分

研究指出工作记忆训练的效果可以推广到现实中的具体认知技能中，但是因为各个研究使用的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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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异较大，目前对此问题依然存在争议，未来研究应该考虑在统一框架和范式下对此问题开展研究。 
关于正念冥想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也是记忆研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应用，目前探讨得比较多的是

正念冥想和错误记忆之间的关系。关于正念冥想和错误记忆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有些研究指出，因为

正念冥想鼓励无判断力的想法和感受，因此可能会增加错误记忆，并在实验中证明在经历了正念冥想之

后，记忆变得不太可靠[9]，而有些研究则没有发现正念冥想会增加对错误记忆的敏感性[10]。最新的研

究表明，正念冥想可能降低了延迟的识别判断准确度，但是对即时的识别准确度没有影响[11]。那么，正

念冥想对记忆的影响到底如何？当前研究多在行为实验层面开展，影响效果存在较大争议，未来研究可

以考虑结合更多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此开展研究。 

2.1.2. 记忆研究在在法庭心理学中的应用 
关于目击者记忆和目击者陈述的可靠性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目击证人往往需要对于同

一个犯罪嫌疑人做出一系列的识别决定，而这些重复的识别程序会增加嫌疑人的嫌疑，对目击者记忆造

成不可挽回的伤害[12]。目击者陈述在法律案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相关陈述中可能包含错误记忆，

因此经常需要心理专家协助确定陈述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13]。这部分的研究是我国记忆研究涉及较少的

领域，研究开展的空间较大。 

2.1.3. 记忆研究在在疾病治疗上的应用 
这部分主要包括一些针对某些疾病的治疗建议和相关治疗教程的开发。例如关于 PTSD (创伤后应激

障碍)患者的一项研究表明 PTSD 中情景记忆形成和心理时间旅行的缺陷导致他们难以利用情景记忆的内

容解决当前的问题或计划未来的行为[14]，这为 PTSD 的治疗提供了启发。关于具体教程的开发，相关研

究通过与处于自传体和情景记忆不佳风险中的各种人群合作，描述自传体记忆以及它如何在患有自闭症

谱系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听力损失和儿童期创伤的儿童中受到影响，为临床医生提供支持这些

自传体记忆提高的实用策略的临床人群[15]。目前存在较大的问题是，临床和实验室中的研究成果难以转

化到现实生活中。 

2.1.4. 记忆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 
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应该主要体现在计算机科学上的应用，是未来心理学研究的一大发展方向。如

研究者提出一种基于情景记忆的自组织学习框架，用于机器人体验学习、认知地图构建和导航[3]。该框

架利用海马体和内嗅皮层中的空间细胞路径整合机器人动觉线索进行航位推算，同时激活视觉线索激活

状态神经元进行状态识别。该框架通过更新状态神经元网络，构建机器人情景记忆来存储这些探索过程

中产生的特定经验，实现机器人的自组织学习。但是，目前存在较大的问题是，没有专门的理论或者框

架来指导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目前结合多只存在于方法部分，在理论上的结合较少，严重限制了

这一领域的发展。 

2.2. 记忆研究的模型化 

近年来，记忆研究不再是孤立的，描述性的研究，更多地出现模型化。主要体现在新模型的建立、

用新方法对旧模型进行验证以及对旧模型的改造上。除了传统的以理论描述和行为数据作为支撑的理论

建模，还有基于定量分析的数学建模和计算机建模，还有充分利用了先验信息的贝叶斯模型选择。在研

究方法上与数学和计算机等学科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随着对某一个主题研究的深入，其模型也会变得

更精准，所以从一个主题的相关模型的建立情况也可以看出其研究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当研究处于发

展初期的时候，其模型主要是一些描述性理论模型；当研究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时候，其模型更多的会是

一些参数化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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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新模型的建立 
近年来新的理论模型的提出主要出现在情景记忆和自传体记忆等的研究中。情景记忆反映了回忆过

去经历的时间和空间的能力，之前的研究提出系统巩固理论来解释情景记忆，新的研究提出情景记忆的

“背景绑定模型”(The contextual binding model)来替代系统巩固模型，这个模型假设情景记忆没有巩固到

大脑皮层，相反的是逐渐改变的环境会导致遗忘和暂时扩展的编码活动，并使用系统巩固理论的实验证

据对语境绑定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对于有些实验结果两种解释都可以很好的解释，但是有很多研究直接

挑战了系统巩固理论并支持了背景绑定模型[16]。新模型的建立有可能为研究者带来新的视角，但是很多

的新模型缺乏实证支持，未来研究应该注重对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2.2.2. 模型的数学化 
数学建模和计算机建模主要被运用在工作记忆的研究中，如对于之前相关记忆模型的直接数学转录，

使得模型更加简洁，比如基于时间的资源共享模型(TBRS)是一种具有预测性和简单性的工作记忆模型，

有研究描述了一个新模型 TBRS2，是 TBRS 的直接数学转录，这个模型是极简的，只有几个参数，专门

关注作为时间函数的记忆项目的激活水平[17]。 
在工作记忆中，视觉工作记忆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关于视觉工作记忆的研究方法和模型有很多，

如有研究提出了一种连续相似空间中信息的视觉工作记忆干扰模型，用计算机建模的方法进行研究，发

现干扰模型比其它 2 个竞争模型更适合实验数据[18]。在视觉工作记忆中用得比较多的模型是概率混合模

型[19]，一个经典的实验范式是这样的：被试需要记住四个方块的颜色，并在几秒钟的延迟后，提示被试

通过单击色轮报告他们记得在提示位置看到的颜色。这种连续报告技术产生了一种记忆反应的分布，它

允许比从离散的“正确—不正确”的反应中获得更多关于记忆的细微信息。混合建模的本质就是采用这

种反应分布并将其与表示不同类型反应混合的概率模型进行拟合。但是这种模型被认为没有考虑到记忆

任务的心理物理相似性。有研究认为，在刺激空间中，记忆和感知是基于与刺激空间非线性相关的转换

后的相似表示，并认为一旦考虑到心理物理学的相似性，原来认为跨越不同的刺激、任务和记忆类型的

记忆可以精简地用单一信号检测框架进行解释[20]。 
模型的数学化也是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一个表现，模型数学化使得研究者可以用定量数据来

描述心理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使用简单的几个数据来描

述复杂的心理过程？这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2.3. 记忆研究的脑理化 

近年来记忆研究对相关的神经机制和相关脑组织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具体体现在海马体、内测颞叶、

前额皮层、杏仁核等的研究上。对海马体的研究是记忆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近年来的研究多集中在空

间记忆、情景记忆等上。 
关于情景记忆，近年来情景未来思维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和神经影像学研究加速发展[21]，如关于拖

延的理论提出，积极结果的情景未来思维(EFT)和消极参与之间的权衡决定了是否拖延，一项研究进行了

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VBM)分析，以找出负责 EFT 的大脑区域，VBM 分析显示，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

层与预期的积极结果呈正相关，而右侧海马与预期的负面参与呈正相关[22]。海马体在支持情景记忆和未

来思维等认知功能方面发挥的确切作用存在争议，但是普遍同意它涉及构建由众多元素组成的表征，视

觉场景作为典型的多元素刺激，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认知神经科学，然而关于海马体对场景反应的特异

性和性质的问题依然存在。一项研究中通过操纵三个因素来探讨海马体的功能，发现有证据表明，与混

乱图像相比，海马体更会被自然场景所吸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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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研究的脑理化有助于在生理层面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记忆。但是如何将生理数据和心理、行为数

据相对应和解释，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2.4. 记忆研究的生活化 

近年来记忆研究在传统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一些新材料和新方法使得相关研究情景更加接

近现实生活，有利于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研究材料上，一方面体现在研究工具

上，在材料和工具上都在向现实情景靠拢。 
在研究材料上，面孔材料等含有社会意义材料的使用和研究在增多。如有研究使用 EEG 信号对人类

工作记忆进行模糊建模，其信号是在与人脸识别问题相关的人脸编码和提取实验中获得的。研究的发现

有助于帮助诊断患有前额叶失忆症的人的记忆力衰竭[24]。 
在研究工具上，技术的进步加之传统神经心理学测试的生态局限性导致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虚拟现

实和基于环境的工具来评估记忆以及与之联系紧密的执行功能。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主要运用在空间记

忆、空间工作记忆等的研究上。如在一项研究中，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改变建筑物的可见度来操纵

学习过程中观察空间关系的难度，并测量个人的自我报告方向感(SOD)，该方向感调节了在不同可见度下

整合这种关系的能力。结果表明空间工作记忆在空间学习差异中的作用取决于空间整合难度，实验结果

对于使用虚拟现实来定位和促进空间学习也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25]。 
虽然目前在记忆研究的材料和情景上，已经开始尽量生活化，但是研究的生态效度依然较低，未来

研究需要借助新技术或者开发新的研究范式，以尽量解决这一问题。 
如前所述，当前记忆研究主要从四个方向展开，均取得较大的进展。但是综合来看，目前记忆研究

中还存在的较大不足，主要包括记忆应用的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缺乏理论框架；记忆模型和理论缺乏实

证研究；临床和实验室的一些研究脱离现实生活，难以推广到现实中等。 

3. 对未来记忆研究的展望 

针对记忆研究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未来记忆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在研究内容上，未来记忆研究应该趋向于精细、简洁和应用化。“精细”主要体现在对记忆背后的

神经机制、相关脑区的研究，各种新技术和方法的应用使得“虚无缥缈”的记忆可以与相关脑区和神经

进程建立更紧密精确的联系，如解剖学上的联系。“简洁”主要体现在各种记忆模型的提出和整合，新

提出的模型趋向于修改和整合之前存在争议的模型，有利于把各种记忆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应

用化”主要体现在将理论研究的成果结合其他学科的技术进行应用，如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 
在研究方法上，未来研究可以将心理学传统实验范式和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和心理生理程序相结

合，为解释和理解个体之间的认知和生理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导致记忆的变化提供一种很有前景的研

究方法和理论方向。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新方法和技术的引入必不可少。 

4. 结论 

本文从记忆研究方向的现状和进展、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展望上开展分析。结果表明，当前记忆研

究主要存在 4 个研究方向，分别是记忆研究的应用化、模型化、脑理化和生活化，主要存在缺乏理论框架、

缺乏实证研究和脱离现实生活等问题。在未来记忆研究中，一方面，记忆研究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走

向应用；另一方向，记忆研究从传统的理论研究和行为实验走向更精确的脑科学研究和数学建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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