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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记忆理论下的口译短时

记忆能力提高策略 ①

黄超楠
（湖南科技学院 外语系，湖南 永州４２５１９９）

摘　要：Ｅｒｉｓｓｏｎ提出的超常记忆模式说明了意义编码是译员拥有超常记忆能力的基础，特殊的提取结构和提取速
度是意义记忆的保证，这就为口译教学中的记忆训练提出了明确目。本文将从信息编码和信息提取２个方面探讨短时
记忆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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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流畅的口译以对原语信息的准确记忆为前提，

因而记忆能力在口译活动中尤为重要。在口译过程中译

员并不是机械地记忆接受到的信息，而是需要进行理解

后再将其意义储存起来，即是信息应该在意义层面上进

行加工，译员将信息与储存的知识联系起来，并实现自动

化的提取。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口译工作中的工作记

忆是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的结合，提高短时记忆主要是

扩展短期有意识的储存容量和储存时间，并能高效的编

码，检索在长时记忆中存储的相关信息。在口译教学中，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理解并重视短时记忆技能的提高，为

学生设计出有效的训练方法以提高口译记忆能力。

１　短时记忆与“熟练记忆理论”
短时记忆（ＳＴＭ）是指外界刺激以极短的时间一次呈

现后，保持时间在２０到３０秒以内的记忆。短时记忆的容

量有限，一般为７±２，即５～９个组块［１］。

Ｂａｄｄｅｌｅｙ提出“工作记忆”的假设，替代原来的“短时

记忆”之说，他认为工作记忆是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

存的能量有限的记忆系统，包含了三个构成部分：语音回

路、视空间模版和中央执行系统［１］。这三个阶段实现了

信息编码，保持或不断复述信息以及控制与协调系统的

信息加工。Ｂｄｄｅｌｅｙ的认知结构模型强调短时记忆转变

为工作记忆的贮存与复述功能，还提出工作记忆对不同

类型信息，即：词语、空间、客体能够分别进行加工的特

性。因而，短时记忆又被分成词语工作记忆、空间工作记

忆和客体工作记忆。参与到口译中的工作记忆则包含了

借助认知知识听辨语言信息、对信息进行复述，保证记住

信，同时还包括了分配注意力资源，控制信息加工进程。

为解答记忆能力超常的现象，Ｅｒｉｓｓｏｎ提出“熟练记忆

理论”［２］：（１）有意义编码：信息应该在意义层面上加工，

再将信息编码进入储存的知识之中。（２）检索结构：将编

码信息与检索一起贮存，以利于前者的提取。（３）加速：

通过练习，实现编码与提取的自动化。Ｅｒｉｓｓｏｎ提出三个

原则说明了意义编码是译员拥有超常记忆能力的基础，

特殊的提取结构和提取速度是意义记忆的保证。由此可

见译员所用的记忆机制应该是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的结

合，以短时记忆为主，长时记忆中被激活的某一特定部分

为辅；快速的储存编码信息，同时激活长时记忆中的相关

知识，使其参与到译员的工作记忆提取中去。

２　短时记忆能力提高策略
工作记忆与“熟练记忆理论”启示我们：通过选择进

入短时记忆的信息，进行复述以保持信息和通过组块都

可以增加短时记忆的信息量，从而促进信息储存和理解。

２．１　信息编码

口译过程包含语言听辨、分析、理解、意义产生、记忆和

表达。根据Ｂａｄｄｅｌｅｙ提出的认知结构模型，人能有意识或无

意识的识别和选择信息，信息经过识别后进入短时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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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利用短时贮存信息可控性

在实际口译教学中，学生应该懂得有效的筛选通过

听觉摄入的信息，这是将信息真正储存进大脑的关键。

学生应该在“声音”中有意识的抓取关键信息点，再将工

作记忆中的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话语意义。

这个过程要求学生大胆摆脱原语语言形式束缚，脱离词

语语音形式，对词的“意义”进行记忆。对“意义”的把握

则应该从横向和纵向分清关键信息点。也就是强调对语

言信息的逻辑分层。教师可以针对信息结构设计各种练

习。笔者在教学中主要采用２类练习方式：听辨句子主

干和逻辑线索。

听辨句子主干和逻辑线索练习中，学生可利用英语

的ＳＶＯ结构听辨句子的三大成分，或者根据句子的新旧

信息结构进行听辨。总之，听辨句子结构要求学生不仅

能识别关键信息，还要听出句子的主干结构以及句子中

隐含的逻辑关系，同时又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构建听到

的信息。

２．１．２　避免 “语音相似效应”

在信息源输入时，译员听辨语言，启动了 Ｂａｄｄｅｌｅｙ提

出的主要负责以声音为基础的听觉言语信息存储和控制

的语音回路，即为听觉将言语信息以语音的形式存贮在

工作记忆中。在此过程中存在一种“语音相似效应”，当

发音或部分发音特征相似时，发音类似的刺激项目记忆

起来相对困难。换句话说，相似的项目在存贮中的编码

类似，所以有相似发音的项目在即时回忆时较难区分，回

忆难度相对大［３］。为避免“语音相似效应”给口译过程带

来语音混淆现象，笔者认为，关涉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是学生双语的语音语调，要做到发音清晰准确、语调自

然。只有自身语音正确，有较强的语感，才能准确，快速

的排除“语音相似效应”带来的影响。

由于英文属于表音文字，通过音符来记录语言，往往

具有“形似则音似，音似形也似”的特点，因而与中文相

比，英语语音和字形关联性更大。研究表明记忆在加工

英文时，对形、音、义三者的加工水平是依次递增的，这说

明英语语言的语音加工处于相对深的水平；而人们在加

工中文时，递增顺序却依次为音、形、义，语音加工在中文

中，则处于浅的水平。“语音相似效应”影响在目的语为

英语的听辨与记忆中变得更强。学生在对言语信息处理

时，应该加强英语词块意义的记忆，将思维由词块音的记

忆转到语意的记忆。脱离语音和字形的束缚，才能避免

编码、复述、提取相互干扰而发生混淆和遗忘。

一旦相似发音的词块在工作记忆难以提取时，学生

应懂得激活长时记忆的词汇检索，通过联想和逻辑推理，

实现对信息的提取。成功激活长时记忆贮存的语音知识

和词汇，用语义知识代替语音记忆，关键在于长时记忆储

存的词汇。总之，学生词汇的扩大影响着语音工作记忆

广度；长时记忆中的词汇被使用的频率决定了记忆中信

息检索和提取的速度，这就要求教师应训练学生对词汇

的长时记忆和积累，通过不断的练习，有效地激活储存的

信息。

２．２　信息的提取

Ｂｏｗｅｒ［４］在实验中将一组字母按照不同的停顿方式

读给受测者听，其一为：ＦＢ－ＩＴＷ－ＡＣ－ＩＡＩＢ－Ｍ；第二

组朗读为：ＦＢＩ－ＴＷＡ－ＣＩＡ－ＩＢＭ。最终，受试者能顺利

的回忆出第二组字母，测试证明要想成功回忆出信息组

块，必须熟悉所呈现的信息块。这个测试说明了长时记

忆对短时记忆信息提取的支撑作用。在口译训练中应重

视通过长时记忆建立各类题材的知识储备，加强前期的

准备，才能提高信息检索和提取速度。

２．２．１　背景知识联想法

从图式理论角度来看，译员在对语篇进行听力理解

时，不只是简单地对字面语言信息进行解码，而是通过积

极的思维活动在记忆中寻找能够说明这些信息的图式，

当足以说明这些信息的图式被找到以后，就可以对所接

受的声音符号进行分析，合成，归纳，从而实现语篇的理

解。该过程为输入的信息与记忆中已有的背景知识的动

态交互过程。既然在口译过程中信息的理解和输出以记

忆中的语言知识、语言的意义和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为

参照，那么学生在口译训练时应该重视语言的意义和文

化背景知识的学习。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语言基本功

词，特别是词汇蕴含着的背景知识，教师要善于向学生传

授其社会文化意义，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和记忆，防止学生

单纯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而产生错误的词义联想。

比如，在正式场合中，有学生将“爱人”误译为“ｌｏｖｅｒ”。这

样的误译根源在于学生不了解词汇的社会文化内涵，无

法准确掌握语言和文化信息，因此在进行跨文化背景下

出现不恰当的翻译。

刘和平［５］根据思维线路特点将口译中常见的话语归

类为６种类型：叙述言语体、论证言语体、介绍言语体、礼

仪性演说体、鼓动演说体、对话言语体。这种分类将信息

纳入到固定的套式中，语言信息和思维逻辑整合为一体，

这样可以帮助译员提高检索信息速度，那么该种分类对

口译教学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教师帮助学

生构建主题模式，然后指导学生根据不同板块进行背景

知识的了解和把握，其次让学生把握语篇的结构特点，能

够快速的抓住重点信息，追踪讲话人的思路，并能及时对

词义进行推测，作出合理的解释。

２．２．２　形象记忆法

对输入语篇加以记忆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形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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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形象记忆以感知过的事物形象为记忆内容，是由感

知到思维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这种记忆保存了事物的

感性形象特征，因而具有显著的直观性特点。学生处理

抽象的语言材料，可充分利用形象记忆优势，将源语内容

形象化，即通过想象或联想将语篇内容变成生动活泼、鲜

明直观的形象。

口译中的形象记忆可以分为两大类：静态形象记忆

和动态形象记忆。静态记忆可用来处理描述性语篇，如

空间结构，人物景象。学生可以快速将该类信息变成对

一个整体图像的记忆。例如，在课堂中，教师介绍中国地

理时，首先学生可以结合相关的背景知识把中国版图想

象成一只公鸡，然后根据输入信息，在这幅地图上，构建

空间结构和相关路线。那么输入的各个地名和相互位置

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动态记忆可用于事物发展类或者动作完成类信息。

学生可以将输入的信息按照时间或者逻辑顺序想象成一

幅幅动态的画面，然后可以在每个画面中添加相关信息。

这样的记忆方式保持了信息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例如，

在导游口译练习中，学生会听到一段关于景点的神话传

说或奇闻异事。那么学生可以按照故事的起因、发展、高

潮、结尾将这则故事的信息分成几个小片段。那么这个

回忆过程如同放电影一样，整套信息就能完整的回放

出来。

总之，静态和动态形象记忆的方法能减少识记材料

的负荷，弥补了意义记忆枯燥乏味的不足，同时所使用的

符号或意象较少，但能承载相对多的信息量，从而有效提

高记忆效率。

３　结　论
口译涉及同一时间内多项任务的处理，因而对译员

的注意力分配提出了较高要求。译员应完成听辩理解、

短时记忆和信息提取３个阶段任务，在这过程中要协调

精力的分配。而短时记忆是这其中高强度脑力活动的关

键环节，在精力总额一定的前提下，听辨理解和短时记忆

展开精力资源竞争。因此，口译教学阶段初期教师应一

方面有意识地减轻输入材料听辨难度，另一方面根据口

译记忆的特殊性以及不同类型记忆的认知特点采用相应

的训练策略和方法，让学生能把更多的精力分配给记忆，

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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