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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

代，是拥有无穷挑战的时代，也是对人才的知识结构、综

合能力、心理素质和道德修养提出更高要求的时代。２１

世纪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优秀人

才的竞争。今日中国的中小学生，就是明日中国的栋梁。

能否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者，关键在于

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能否在

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与培

养素质的关键时期，应该及早认清自己，进行自我设计，

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那么怎样

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

处和短处呢？

《望子成龙教育书系》正是我们奉献给２１世纪中小

学生的一份厚礼！本丛书由中小学生必备的各种素质培



养方案组成，体系科学而周密，为你描绘了成材的总体蓝

图。它会告诉你———你需要什么，你拥有什么，你如何进

步，你怎样发展……它是你学习、生活的最好伙伴，是你

成人成材的自助手册。

它不仅是学生的良师，更是广大教师们的好帮手。

它所提供的素质培养方案，为教师们如何适应教学目标

的转变而相应改进课堂教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各位教师，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尝试通过这些方案，针

对不同的学生，有意识地渗透我们的思想，寓教于乐，如

此，则教师能够得到解脱，学生也以学为乐。我们相信这

套教育方案一定会赢得教育者的认可，并取得良好的社

会效应。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希望，明天的太阳。他们的未来

就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茁壮成长就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而教师，是灯塔，是航标，为学生们前进指引着方向。这

套方案将使教师———辛勤的园丁，早日“桃李满天下”，使

祖国的花朵早日成为吐蕊的群芳。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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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１像铅笔细长条，

２像……

———培养兴趣，增强记忆法

　　本讲概要

★兴趣帮助记忆进入最佳状态

★兴趣能集中注意力

★兴趣可以活跃思维、调节情绪

★提高记忆效率的一些方法

兴趣与记忆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德国大诗人歌

德说：“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兴趣对记

忆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进入最佳状态

假如别人强迫你去做一件不愿做的事，你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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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情会是怎样呢？假如您自己自愿地高高兴兴

地、愉快地去做某件事，那情形又会如何呢？兴趣就

能够使人陶醉于你所从事的工作之中，使你乐趣无

穷，流连忘返。兴趣会使人的大脑皮层形成兴奋优势

中心，进入记忆最佳状态，从而调动起大脑两半球所

有的内在潜力，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与记忆的

潜能。

当人的大脑处于兴致勃勃的积极状态时，外界的

各种信息就会被有效地接收，否则，再有价值的信息

也会被 “索然寡味”拒之门外了。

实践还证明，兴趣能够创造出 “奇迹”来，能将

“弱智”儿童变成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比如，达

尔文曾被老师断定为 “智力低下”的孩子，但他凭借

对生物的兴趣，他成为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提出了

具体划时代意义的 “生物进化论”。理论物理学家爱

因斯坦、著名植物学家林奈、英国大数学家巴伯基都

曾被老师认为 “只要你在，就有损我班上的尊严”，

是 “不可救药”，“最没有出息的人”，然而，是 “兴

趣这位最好的老师”使他们成了 “最有出息的人”，

最值得人类骄傲的人。可见兴趣有多么惊人的魔

力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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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注意力

人们常说没有注意就没有记忆，可是没有兴趣也

同样没有注意，由此推出 “没有兴趣便没有记忆”是

成立的。一个人的兴趣在哪，那么注意力也就在哪。

凡是那些与人的生活、当前的任务、从事的工作密切

联系着的东西，都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对它们引

起足够的注意。人们对比较熟悉的事物，能够提供新

信息的东西，特别是能对已有的问题作出解答的东

西，往往都是兴趣的；对那些虽然还不知道但是愿意

知道的东西也是有兴趣的。比如章回小说每回的结尾

部分，或者讲评书人在讲到关键的有趣之外，便来个

“且听下回分解”，以此来引起您的注意，这就是利用

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当然，由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

对不感兴趣的东西也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但这往往

需要付出一定的意志努力。如果我们能使自己对所需

要的所有的信息都产生强烈的直接兴趣的话，那么你

的注意力就会高度集中，你的记忆力就会大大加强。

　　活跃思维

记忆规律告诉我们，凡是经过积极思考，深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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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事物，都容易记忆。而兴趣则是积极思维的源

泉。比如说，你经常思考的问题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

物，而您不感兴趣的事情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掉，所

以我们可以把积极思维称作 “兴趣思维”。兴趣会减

轻你思维的紧张度，在放松身心、舒适愉快的情境中

攻克那百思不解的难题。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越在愁眉紧锁、

搜肠刮肚的时候，越想不出什么好主意，然而在放松

身心的时候，却能够神驰遐想，思如泉涌，妙策

横生。

再比如，许多人都乐于猜谜语，在猜谜的过程中

需要您动脑积极思考，而且不愿别人告诉答案，而希

望为自己来揭示谜底。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你如此执

著？您一定会回答：这是 “兴趣”。

　　调节情绪

良好的情绪可激发脑肽的释放，生理学家认为脑

肽是记忆学习的关键动力。而兴趣则使人精神振奋，

积极乐观，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当你不顺心的时

候，当你心绪烦躁的时候，忽然从收音机里传来了幽

默风趣的相声，你会不知不觉被逗乐了，这是直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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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对情绪的调节。你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情绪低

落、信心不足的时候，只要想起自己所做工作的意

义，便会鼓足勇气，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克服困难，

这就是间接兴趣对情绪的调节。

由此可见，提高记忆效率的要素之一是兴趣。对

某学科，某识记材料的兴趣，可在大脑皮层中形成兴

奋优势中心，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挖掘内在的潜

力。把记忆当作一件有趣的事，识记效果就会明显提

高。兴趣可以有效地集中注意力，对记忆产生促进作

用；兴趣有助于信息的保持，有效地减慢遗忘的速

度。因此，在记忆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兴趣或使识记

材料变得有趣味，是增强记忆力的关键环节之一，是

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爱因斯坦学小提琴时体会到：

渴望着把异常优美的乐曲表达出来，就逼着自己提高

演奏技巧，对那些枯燥的乐谱也就容易记住了。他认

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它永远胜过责任感。下

面介绍一些这方面的记忆方法，读者可以借鉴并创造

出适合自己特点的方法来。

　　方法１　编故事法

适用于抽象的、枯燥的、零散的识记材料。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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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材料编成故事，有情节，而且具体、形象、生动，

因而容易记住并持久保持。如四川省宣汉县中学的段

如山将细胞内包含的１８种元素编成小故事：细胞是

个 “生命工厂”，该厂需要的主要原料是碳、氢、氧、

氮。该厂科技人员的代号都是６０６ （硫、磷、氯），

手拿 （钠）铁、镁、钙、钾，吃的食物是铜点心

（铜、碘、锌），学习的内容是背古诗 （钡、钴、锶）。

结果很快把１８种元素记住了。

　　方法２　比喻法

运用比喻可以把抽象的整理具体化、形象化，变

得浅显易懂，由于它的形象化、具体化、浅显性、新

颖性，能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直观的深刻影响，引起

类比联想，起到加强记忆的作用。１８４２年，奥地利

学者约斯琴·约翰·多普勒首次描述了一种物理学效

应———多普勒效应。其内容是：他在观察来自星球的

光色变化时，发现当星球与地球相向运动时，光色向

光谱的紫色端移位，表明光波的频率升高；而当星球

与地球背向运动时，光色向光谱的红色端移位，表明

光波的频率降低。他在解释这一原理时比喻成这样一

个例子，当人们驾驶一只小船顶风迎波前进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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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前进的速度和波浪前进的速度相等，则在船上感到

的波浪频率是船静止时的二倍；反之，如果船顺风随

波前进，而且两者速度相等，则船 “骑”在波上前

进，感觉到的波浪频率为零。这一比喻使人们理解并

记住了多普勒效应的实质内涵，并知道其适用于各种

类型的波源和接受器之间的运动。如坐在行驶的火车

上，对面驶来一列鸣备的火车由远向近开来，尽管笛

声本声的音调 （频率）保持不变，但人们听到的笛声

越来越尖 （即频率升高），当火车向远处驶去时，人

们听到的笛声变得逐渐低沉 （频率降低）。通过比喻，

多普勒效应就会很容易记住而不会忘记。

　　方法３　改错法

爱迪生说过：“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一

样对我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以

后，我才能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恩格

斯说过：“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

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错误容易对大脑皮层产生强

烈刺激，在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一辈子难以忘

记。改错法运用这一原理增强记忆，如将自己和别人

做错的题编成 《错题集》进行练习。教学中的正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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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考试题中的改错题，自己犯错误后的尴尬，都会

在大脑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在学习中不要忽视

用改错法去加强识记效果。

　　方法４　运算法

适用于对数字的记忆。如历史年代、电话号码

等。其原理是经过运算后，手脑心并用，在回忆时会

多有一条线索帮助你提取记忆库中的材料，运用该方

法时要针对数字的特点灵活地用加、减、乘、除法帮

助自己记忆。如，电话号码８２１６可用８×２＝１６，记

住３８０１４４４可用３８２＝１４４４记住。

　　方法５　谐音法

运用谐音法能提高记忆效果，其原因在于它有双

关性，谐音使识记材料有了双重意义。从识记开始，

识记材料就成功地输入大脑，与大脑皮层中已有的知

识结构的不同层次结合，在回忆提取时，只要双关语

的一个侧面能够再现出来，另一个侧面也往往随之而

出。运用谐音法时要注意二点，一是识记材料应是零

散的、枯燥的、短而无意义的材料；二是进行谐音处

理时要使材料变得新奇、有趣，妙趣横生，才能经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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