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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學習方法的記憶密碼：聽、說、讀、寫的影響 

一、摘要 

背誦資訊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必備路程，然而我們卻發現許多同學會使用不同的技巧來

進行背誦。因此我們想要了解哪種方式能夠最有效率的將國文、英語及數學的內容背誦起

來。研究發現，以這三類的內容來說，英語對國中一年級學生來說最困難，而國文及數學

則是相對容易。在記憶方式方面，單純透過聆聽的方式效果最差，口說與閱讀的方式則相

對較佳。這樣的結果可以讓同學在面對要背誦的內容時找到更適合的方式來進行，以提升

效率。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每次考試前，總是會看到有的同學臨時抱佛腳的在唸書，而有的人則是準備充足，此時

「記憶」就是很重要的事，它可以幫助我們累積知識、提高理解、增強解題能力等，使我

們減少時間、提高效率，在學習方面能更加順利。 

記憶的過程可以簡單分為三個階段：編碼、儲存與提取。在「編碼」的過程中，能把接收

到的新資訊轉換成大腦能理解和儲存的形式；在「儲存」的過程中，則會把編碼後的資訊

存入大腦；而把儲存的資訊從記憶中找回，應用在需要的情境中，就是「提取」。 

有的人喜歡靠多觀察來理解並記住資訊，而有的人則喜歡靠反覆練習、手寫來記憶，有的

人則喜歡用聽覺來接收信息，也有人喜歡用口語表達幫助背誦，四種方式皆是能幫助記憶

的方法，那到底哪一項更有助於記憶呢？ 

我們所說的「記憶」是由不同的元素（圖像、聲音、氣味、情緒）組成的。用閱讀、理解

的方式可較快速的獲取大量資訊，並有助於主題理解；而用手寫的方式，大腦則需重新組

織資訊，能夠加深理解，也能發現自己不理解的地方，有助於學習；用聆聽的方式，往往

能與語調、語氣、背景等情境因素建立聯結，這樣能幫助記憶內容更深刻；用口說的方

式，能將學到的知識轉化成語言並口頭表達出來，加強訊息連結。研究表明，這種主動回

憶的過程能顯著加強記憶的深度和持久性。 

這些方法也有各自的缺點：只有單純「看」的話，似乎對記憶不太牢固，且會容易產生

「熟悉錯覺」覺得自己看過就會了；而用「寫」的方式卻又很耗時間，而且如果只是機械

式的反覆抄寫，對記憶似乎沒有太大幫助；「聽」的過程中，很多信息只是被動接收，若

沒有進一步處理和理解，這些信息會無法深入大腦的長期記憶中；「說」的過程若是怕說

錯或害怕他人評價，可能會影響說話的流暢度和記憶過程，這樣可能會阻礙記憶的效果。 

  因此，這個研究將探討「聽、說、看、寫」哪種學習方式對記憶的影響，並探討究竟是

哪種方式更有助於記憶。透過這項研究，我們將能更清楚了解這些方式的差異，並對學習

方法做出更合適的選擇。 

 



2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假設「寫」更能加強印象，因為手寫需要更高層次的認知處理。 

假設「看」更能幫助學習，因為閱讀可以幫助主題理解。 

假設「聽」更能有效背誦，因為聆聽能夠熟悉語音、語調和語言的節奏。 

假設「說」更能促進理解，因為當你口頭表達時，你會更清楚自己是否理解了這些內容。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研究方法：實驗研究法 

研究對象：國中一年級學生共 13 人 

 

這個研究希望透過聽、說、讀、寫四種方式進行背誦，並且立刻進行測試，以確認背誦的

效果。為了避免背誦方式與背誦內容產生時間的記憶效應，因此採取對抗平衡設計。每人

會隨機被分配到一種指定順序和內容，而內容含有一串十字中文詩詞、兩個英文單字和七

個數字。每組實驗會有 5 分鐘的記憶時間，並且在記憶時間結束後進行書寫測試。 

 

 

 

 

 

 

 

 

 

 

 

 

 

 

 

在完成實驗之後，我們發現受試者平均在國語及數字的記憶表現較好，對英文的記憶表現

較差。這個結果可能是因為國語和數學對國一學生較熟悉，英文比較少接觸的關係。 

使用「說」的記憶方式，對受試者來說最能幫助記憶，聽的方式效果最差，讀和寫的效果

較無明顯差異，但都比聽的表現優秀。這種現象可能是因為視覺信息（如圖片、文字或圖

表）能夠給我們提供更多的背景或線索，幫助我們更容易理解並記住信息。而聽覺信息則

較為單一，可能會無法輕易回想具體細節。當我們說出某個信息時，我們不僅僅是將它存



3 
 

儲在大腦中，還是在進行積極的加工。這樣的過程比起單純閱讀或聆聽來得更加主動，能

夠加強我們對信息的記憶。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透過實驗結果，我們發現聽的記憶方式效果遠低於其他三種記憶方式，而讀跟寫的記憶方式

效果是差不多的，用說的記憶方式效果則勝於其他三種記憶方式，也發現受驗者平均對國語

及數學的記憶力表現較佳。 

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大腦在被動接受資訊（聽）時，對內容的吸收效果有限，而在讀跟寫的

記憶效果相對較好，因為過程需要一定的參與及思考，這些主動回憶的過程也有助於加強記

憶。而用說的方法記憶，效果竟出乎意料的好，因為說不僅需要主動回憶，大腦還要組織完

整的語言表達出來，是種高度主動且整合性的行為。 

因此，我們在學習時光靠上課「聽」可能沒辦法完全吸收知識，更需要回家再度翻閱課本溫

習（讀），或是做筆記（寫）的方式來學習，更可以把學習到的內容及知識點，嘗試用自己

的話說出來，可以對著空氣講解、錄音給自己聽，或與同學互相提問和解說。這不僅能幫助

記憶，也能檢視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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