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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 

題目名稱： 現代小孩越來越笨？新世代短影音對短期記憶的影響 

一、摘要 

我們的實驗是透過兩種不同領域的記憶遊戲，來比較觀看短影音前後的短期記憶是否有明

顯差異。實驗結果是，在觀看短影音後會對短期記憶造成些微影響，且女性受影響的幅度

較男性更大。推測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為：1.在記憶測試前觀看短影音導致部分注意力

資源尚未完全回到記憶任務上、從而影響記憶的編碼和提取效率。2.在觀看短影音後，短

影音的訊息可能會殘留在工作記憶中，與之後的記憶任務形成干擾，降低工作記憶的容量

和效率，進而影響新訊息的編碼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短影音為近年來年輕人用於娛樂的新時代產物，也有著傳播最新訊、教育、學習、買賣等

應用，人們也漸漸習慣了短影音這個短時間快速獲取資訊的方式，然而現在家長常常覺得

小孩被手機綁架，沈迷於短影音，導致學習能力下降、專注力不佳，甚至上癮等問題。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我們的實驗是為了了解短影音是否對於人類短期記憶有影響。依據資料，有實驗是測試受試

者是否觀看短影音之後的問答遊戲結果，而此結果確實顯示觀看短影音後的測試成績有顯

著的下降結果，但我們認為問答可能有許多不一樣的難以預測的因素，例如：受試者是否因

為疲勞而成果不佳。我們打算使用另一個實驗的測試方式，以無想關的字詞搭配來模擬平常

學習的記憶方法，還有以 5x5 宮格內隨機的數字排列組合來進行短期記憶的實驗。 

以下為我們的實驗目的: 

1.短影音是否會讓短期記憶力下降 

2.男性與女性對數字與文字的記憶敏感度偏見是否正確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研究器材及流程: 

1. 實驗器材  

 5x5 宮格的隨機數字排列 紙張 

 5x5 宮格的空白紙張 

 9 份 20 組互不相干的詞語組合(以便同時測不同受試者且題目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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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 

 計時器 

 手機(觀看短影音用) 

2. 實驗流程（分為 實驗 1 數字記憶與 實驗 2 詞語記憶） 

a. 請受試者於 1 分鐘內盡可能背下(實驗 1)5x5 宮格內的數字排列組合。(實驗 2)20 組互

不相干的詞語組合 

b. 時間到後計時 1 分鐘讓受試者在空白紙上寫下(實驗 1)空白的 5x5 宮格內填寫數字(實

驗 2)寫出相對應的詞語 

c. 重複實驗三次得到平均數據 

d. 過一段時間（隔天）後，讓受試者觀看短影音 5 分鐘 

e. 重複 a.和 b.步驟三次 

f. 計算實驗結果：答對格數、答錯格數，並取平均值 

g. 答錯題數與不作答的題數分開，不作答題數不列入計算 

研究結果: 實驗一:5*5 宮格隨機數字記憶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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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實驗二: 20 組不相干詞語記憶遊戲 

(圖三)

(圖四) 

 

根據以上兩個實驗，觀看短影音後，男女的答對題數都出現了下降，而答錯題數也都出現

了上升，顯示短影音可能對短期記憶產生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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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結果看到，在「未看短影音」階段，男女的答對題數都呈現上升趨勢，顯示隨著測

試次數的增加，受試者逐漸熟悉記憶模式，答對題數提高。在受試者觀看短影音後，此階

段的答對題數呈現波動，但男女的趨勢有所不同。整體而言，答錯題數相對穩定，數值較

低，但「看後」階段有明顯上升趨勢。 

以男女結果差異分析，在「未看短影音」階段，女性的答對題數始終高於男性。在「觀看

短影音後」階段，女性的答對題數有明顯的下降，男性則較為平緩。以答錯題數比較，在

「未看短影音」階段，男女的答錯題數相近，看不出明顯差別；但在「觀看短影音後」階

段，女性的答錯題數上升幅度大於男性。 

實驗二結果顯示，在「未看短影音」階段，男女的答對題數都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顯示

隨著測試次數增加，受試者對詞語組合的記憶逐漸加強。 在「觀看短影音後」階段，男

女的答對題數都出現明顯波動，但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整體而言，答錯題數相對穩定，

數值較低，且波動幅度不大。 

以男女差異分析，在「未看短影音」階段，男性的答對題數始終低於女性；但在「觀看短

影音後」階段，男性的答對題數上升幅度較大，甚至超過女性。 

以答錯題數來說，男女的答錯題數差異不大，且都維持在較低水平。 

觀看短影音後，男女的答對題數都出現了波動，顯示短影音可能對詞語組合記憶產生一定

程度的干擾；但在「觀看短影音後」階段，男女的答對題數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表明短

影音可能並未對記憶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甚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記憶的鞏固。 

觀看短影音後，男女的答錯題數並未出現明顯變化，表明短影音對答錯題數的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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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推測： 

1.重複測試有助於提高詞語組合記憶的表現。 

觀看短影音可能對詞語組合記憶產生一定的干擾，但整體上並未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甚至

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記憶的鞏固。 

女性在詞語組合記憶方面的初始表現可能優於男性，但在觀看短影音後，男性的記憶力提升

幅度較大。 

2.觀看短影音之後影響注意力資源的分配與干擾。 

在觀看短影音後會導致部分記憶力資源尚未回到記憶任務上，從而影響記憶的編碼和提取

效率，因此在觀看短影音後會先小幅度下降，再有回升的趨勢。 

3.觀看短影音後對工作記憶負擔的影響。 

短影音的信息可能會殘留在工作記憶中，與之後的記憶任務形成干擾，降低工作記憶的容量

和效率，影響新信息的編碼，並干擾鞏固記憶的過程，使先前的記憶信息更難轉到長期記憶

中，因此在觀看短影音之後的答錯題數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4.記憶類型敏感性差異。 

為何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結果會有些微差距呢？ 

這兩個實驗結果的差異，我們認為可能源於以下幾種因素： 

A. 記憶材料的性質差異： 

 實驗一屬於數字記憶 

數字記憶通常涉及短期工作記憶，且容易受到視覺空間能力的影響。 

數字之間的關聯性較弱，記憶主要依賴於對單個數字位置的記憶。 

 實驗二是詞語組合記憶 

詞語組合記憶涉及語義記憶，需要對詞語之間的關係進行編碼。 

詞語組合可能激發更豐富的聯想，有助於記憶的形成。 

B. 短影音的干擾效果差異： 

 實驗一：短影音對數字記憶的干擾較大 

短影音可能佔用了工作記憶的資源，干擾了對數字位置的記憶。 

數字記憶對干擾較為敏感，容易受到視覺或聽覺刺激的影響。 

 實驗二：短影音對詞語組合記憶的干擾較小 

詞語組合記憶可能更依賴於語義編碼，受短影音的視覺或聽覺干擾較小。 

短影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詞語組合的記憶鞏固，例如激發了新的聯想。 

C. 性別差異的可能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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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在觀看短影音後，女性記憶力下降幅度較大，可能和女性對於影像的接受度較高，

短影音內容對於女性記憶詞語組合有較大的干擾。 

 實驗二：女性在詞語組合記憶方面可能具有優勢可能與女性在語言能力方面的平均優勢有

關。 

生活應用: 

整體而言，這兩個實驗的研究結果提醒我們： 

 * 環境干擾對短期記憶有顯著影響，尤其影音資訊可能分散注意力，降低記憶效率。 

 * 不同類型的記憶（數字 vs. 詞語組合）可能對干擾的敏感度不同。 

 * 性別可能在不同類型的記憶任務中展現不同的優勢和對干擾的反應。 

這些可以應用於優化學習環境、設計更友善的使用者介面、提升工作效率，以及制定更有效

的溝通和記憶策略。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不同類型短影音的干擾程度、干擾持續時間

的影響，以及如何設計有效的干擾緩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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