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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微观发生法 ,以 33 名小学二年级学生为被试 ,以记忆书面语词的分类材料为任务 ,对儿童记忆过程中

“记”、“忆“策略的不同发展规律进行了 5 个期间的测查。结果发现 : (1) 分类记忆策略的发展既有突变过程也有渐

变过程 :分类记策略有生成缺陷 ,表现为训练后的突然变化 ;分类忆策略则是一个可以自发形成的渐变过程 ,如果

加以适当的训练也会发生突然的增长。(2)在材料熟悉度较低的情况下 ,会使少量儿童产生分类记、忆策略使用缺

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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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记忆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

和提取的过程 ,是人们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关键因素。

在过去的 30 多年时间里 ,对记忆策略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巨大的进展[1 ] 。大部分研究表明 ,儿童使用记

忆策略能力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1)策略调解

缺陷 ;处于童年早期的儿童经常盲目使用某种记忆

策略 ,而不管是否对提高记忆成绩有帮助。(2) 策略

产生缺陷和使用缺陷 ;学龄初期的儿童往往不能主

动生成记忆策略 ,但是他们经过提示可以产生策略

并用以提高记忆成绩。一些儿童还表现为自发产生

了记忆策略后在使用的初期并不能提高记忆成

绩[2 ] 。(3)合理产生和使用记忆策略 ;童年晚期的儿

童已经可以合理产生、使用与调解记忆策略 ,而且这

一能力一直到成年都在不断提高[3 ] 。

目前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不同年龄儿

童记忆策略缺陷与策略发展方面 ,原因是由于这方

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记忆策

略缺陷的确存在 ,如 ,Miller ,Bjorklund , Hasselhorn 等

研究发现 :儿童自发获得某些策略或某种策略的使

用并不能立即对儿童记忆成绩的提高有所帮

助[2 ,4 ,5 ] 。而后来的一些研究却支持了相反的结论 ,

这些研究表明 :儿童一旦使用记忆策略 ,回忆成绩就

会立刻得到提高 ,在策略学习中很少出现使用缺陷

的现象[6～8 ] 。另外 ,Blote 等指出 ,对于记忆策略的发

展是突变还是渐变的结论也同样存在着分歧[9 ] 。

我们认为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

因 :

第一 , Yumiko Kondo , Maki Suzuki 等研究发现 ,

记 (编码) 与忆 (回忆) 过程中激活的脑区是不同

的[10 ] 。这说明记与忆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但

以往对记忆的研究并没有将记忆看成是一个分段的

过程 ,而只是将其当成一个整体的过程进行研究 ,这

样就有可能将儿童在记和忆的不同阶段中的不同规

律与记忆的整体规律相混淆 ,这样由于不同研究的

侧重点不同就有可能造成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第二 ,是研究方法的不同。一项研究发现 :横断

研究的结果支持记忆策略的逐步发展 ,而纵向研究

的结果支持记忆策略的跳跃发展。而且还发现 ,纵

向研究中策略使用缺陷的现象并不像在横断研究中

所显示的那么多[11 ] 。

近期 ,研究者们发现微观发生法适用于对策略

形成及发展情况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 ,并逐渐越来

越多地在此类研究中加以运用。国内学者辛自强、

林崇德指出 ,微观发生法是一种比较精细的纵向研

究 ,研究者通过在变化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对行为进

行高密度观察和反复试验分析 ,可以提供关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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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路线、速率、广度、来源以及变化模式的多样

性等多方面的信息 ,对于理解心理变化的机制有重

要意义[12 ] 。虽然 Blote , Resing 以及 Schlagmüller 和

Schneider 等人使用微观发生法对分类记忆等策略的

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研究 ,但是由于研究设计中并没

有考虑到策略在记忆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趋势 ,

以及儿童对记忆策略的意识水平对策略获得与使用

的影响 ,得到的结论并不能精细地反映儿童记忆策

略形成在“记”与“忆”不同阶段上的特征 ,所以他们

的结论中依然存在着上述分歧[9 ,13 ] 。

综上所述 ,以往对记忆策略的研究结论还存在

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记忆策略的发展

是突变还是渐变的过程 ? 在新策略学习之初有无策

略生成及使用缺陷 ? 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实

验方法上的不统一和没有对记忆的不同阶段 (这里

主要指记与忆即储存和提取两个阶段) 进行分别考

察 ,而只是笼统地展现记忆策略发展的趋势造成的。

所以 ,使用比较适合策略研究的微观发生法对儿童

记忆过程中策略的发展进行分阶段的测查 ,对于澄

清儿童在记与忆的不同阶段上策略的使用是否存在

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律 ,在何种条件、哪个阶段策略的

使用中会出现策略使用缺陷现象 ,是十分必要的。

以往研究多涉及分类策略 ,为与其结论进行对

比 ,本研究使用微观发生法设计有类别的记忆材料 ,

对 33 名小学二年级学生进行 5 个期间的测查及访

谈 ,分别从“记”和“忆”两个阶段对“记”与“忆”策略

(即在记过程中使用的策略和回忆过程中使用的策

略)的使用以及对回忆策略的意识三个方面对记忆

策略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及形成的过程进行多方面

的分析 ,试图解答在分类材料记忆任务中儿童在

“记”与“忆”两个阶段是否存在策略使用的差异及不

同的变化规律等问题 ,借此探寻儿童记忆策略发展

的规律 ,以及以往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 ,并试图

为我国儿童记忆策略的教学和训练提出科学的建

议。

2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蔡太生、周世杰的研究表明 ,5、6 岁儿童的分类

概括水平还较低 ,尚缺乏正确的分类能力 ,还不具备

对比较抽象性的材料 (如字词) 分类的能力 ,但 7 岁

以后组比 6 岁以前组、9 岁以后组比 7 岁以前组、13

岁以后组比 9 岁以前组儿童的正确分类人次百分比

有明显提高 ,这说明 7 岁、9 岁、13 岁是整个儿童阶

段分类能力发展的关键期[14 ] 。所以本研究选取 33

名小学二年级学生 (男 16 人 ,女 17 人) 作为被试。

被试的年龄为 83～106 个月 ,平均为 94 个月。这一

年龄阶段的儿童处于分类策略的形成时期 ,比较适

合对其进行分类策略形成的检验。

212 　实验材料

前测中使用交通工具、动物、植物三个类别各 5

个词 (分别为 :动物 :猫、虎、狗、鸭子、梅花鹿 ;交通工

具 :公共汽车、火车、小汽车、飞机、轮船 ;植物 :梨子、

橘子、香蕉、白菜、西瓜) ,测试词来源于韦氏记忆量

表 (龚耀先等 ,1983 年修订 ,2003 年第五次印刷) 。

为选取与被试经验相适合的词库 ,同时避免被试的

练习效应 ,我们在期间 1 选择了与被试同等条件的

另一班级进行词库的建构。主试让被试尽可能多地

在事先准备好的印有 4 个类别名称的回忆词表上默

写出交通工具、动物、植物及学习用品 4 个类别的词

(不会写的字 ,可以用拼音代替) ,并对这些词以类别

为单位分别按被提及的频次高低进行排列 ,继而组

成词库 ,并把提及频次高的定义为熟悉 ,反之为不熟

悉。各期间的记忆材料组成形式见表 1。每个期间

的测试词均采用随机排列的顺序呈现 ,相邻两次测

试中使用的词尽可能不同。测验时使用自行设计的

答题纸 (B5 纸、黑色宋体字、标有拼音) 。
表 1 　各期间呈现的记忆材料

期间 记忆材料

1 交通工具、动物、植物三个类别各 5 个词

2
交通工具 (熟悉) 、动物 (熟悉) 、植物 (不熟悉) 三个类别各 5
个词

3
交通工具 (熟悉) 、动物 (熟悉) 、植物 (不熟悉) 三个类别各 5
个词

4
学习用品 (熟悉) 、动物 (不熟悉) 、植物 (不熟悉) 三个类别各
5 个词

5
学习用品 (不熟悉) 、动物 (不熟悉) 、植物 (不熟悉) 三个类别
各 5 个词

　　注 :期间 2、3 中为同质材料 ,期间 4、5 中材料的熟悉度递减.

213 　实验程序

采用微观发生法设计 ,共包括 5 个期间 ,每个期

间的间隔为三天 ,场所为被试平时上课的教室。其

中 ,期间 1 用以筛选被试和确定测试词库 ;期间 2 -

3 用以检验简单练习的效果 ,检验被试分类策略的

发展趋势 ;期间 4～5 用以检验训练的效果 ,并检验

材料熟悉度对策略使用的影响。期间 2～3 为组内

设计 ,期间 4～5 为组间设计。

在每个期间的测试中 ,主试先将记忆的材料背

面向上发给被试 ,然后出示指导语 :“你们将看到一

个由 15 个词组成的词表 ,请你们注意看 ,尽力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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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你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记忆 ,看完

词表后我们还要问你们是怎样记住的”。当被试明

白了操作过程后 ,主试说“预备 - 开始”并用秒表计

时。共进行 1 分钟的记忆 ,然后要求被试在事先准

备好的答题纸上写出刚才看到的词 ,并提示他们可

以按自己喜欢的任何顺序回忆 ,不会写的字可以用

拼音代替 ,时间为 3 分半钟 (每个词约 15 秒钟) 。

每个期间记忆任务结束后 ,都在学校的一个空

闲教室里对被试进行个体访谈 ,主试问“你是怎么记

住这些词的 ? 又是怎样回忆的呢 ?”并使用录音笔记

录访谈内容 ,但由于绝大部分被试对回忆过程不能

清楚地报告 ,于是以回忆词的顺序来判断被试是否

使用了分类回忆策略 ,指标是在各类词中都能连续

回忆 3 个以上的词[15 ] 。

在期间 4、5 之间对训练组进行大约 10 分钟的

训练 ,程序如下 :

①主试将训练组儿童带到一个单独的教室 ,并

发给他们在预测中使用的材料 ,然后问 :“小朋友们 ,

这个词表是你们第一次测试时使用的 ,你们观察一

下词表上的词有什么特点 ?”,“你们看看有多少个类

别 ,它们都是什么 ?”给被试 2 分钟时间进行考虑之

后 ,主试讲 :“在这个词表中 ,一共有 3 个类别 :动物

类、植物类和交通工具类 ,大家说说如何把这些词分

到这三个类别中去 ?”,并再给他们 2～3 分钟考虑和

分类。

②主试问 :“你们能把这些词很快的全都记住

吗 ?”“怎样才能又快又准地将这些词全都记住呢 ?”。

让被试考虑 3 分钟左右后 ,主试讲 :“刚才我们已经

知道这些词是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 ,那么我们如果

按照不同的类别来记 ,就会更快更好的将他们记

住。”

③让被试用分类的方式记忆词表 ,一分钟后 ,找

两个被试进行现场回忆 ,并让他们体会与交流这种

方法的好处。最后 ,主试告诉被试 :“这就是分类记

忆的方法 ,以后如果遇到含有不同类别的记忆材料

时 ,就应该尝试将它们分成不同的类别 ,然后进行记

忆 ,这样可以又快又准地把它们记住。”

使用 SPSS1115 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214 　策略的操作定义

结合实验中的访谈材料和被试在回忆中词的排

列顺序 ,对记忆过程中在“记”和“忆”的不同阶段策

略的使用以及对回忆策略的意识进行了归类 ,并确

定了操作定义。如表 2、表 3 所示。

3 　结果
311 　记策略使用率的变化

对实验各期间被试的记策略使用率情况进行了

统计 ,结果见表 4 和表 5。
表 2 　“记”策略的类别及操作定义

策略 操作定义

分类记忆
记忆时有意识地将生词中属于同一个类别的词一起
记忆

分组记忆
将材料中的词按顺序进行分组 (如 3 个为一组) ,然
后分组记忆

连锁记忆策略
记忆时将生词字头编成一个故事或一句话来帮助记
忆

默写策略 记忆时边看边用手在桌子上写

复述策略 记忆时采取边看边背诵的方法

优先记忆策略 优先记忆不熟悉和不会的生词或先记忆熟悉的词

重点记忆 只是集中记忆几个词 ,而忽略其他词

重复策略 记忆时仅采用简单重复的方法

无记忆策略 不能报告记忆的方法

表 3 　“忆”策略的类别及操作定义

策略 操作定义

分类回忆
回忆时不遵循词表的原有顺序 ,每个类别均有 3
个以上的连续性

部分分类回忆
回忆时不遵循词表的原有顺序 ,但只在某两个
类别有 3 个以上的连续性

无分类回忆策略 回忆中没有明显的规律

表 4 　期间 1～4 记策略使用率(人次百分比)

期间
分组
记忆

默写 复述
连锁
记忆

优先
记忆

重点
记忆

重复 无策略

1 0100 3103 33133 3103 9109 0100 33133 18118

2 3103 6106 33133 0100 3103 3103 36136 15115

3 6106 3103 51152 0100 3103 0100 9109 27127

4 6106 3103 45145 0100 6106 0100 27127 12112

　　注 : N = 33.

表 5 　期间 5 训练组与对照组记策略使用率(人次百分比)

组别 分类记忆 分组记忆 复述 重复 无策略

训练组
64171
(0100)

0100
(0100)

5188
(47106)

11176
(29142)

17165
(5199)

对照组
0100

(0100)
12150

(25100)
43175

(43175)
25100

(12150)
18175

(18175)

　　注 : (训练组 : n = 17 ;对照组 : n = 16)括号内为期间 4 策略使用人

次百分比 ,下同.

　　从表 4、表 5 可以看出 :在 1～4 各期间 ,被试在

记策略的使用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逐渐由开始对

多种记策略的尝试 ,集中到重复和复述策略上 ,但没

有自发使用分类记策略的现象。在期间 3 重复策略

的使用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复述策略使用率上升 ,在

期间 4 中由于任务熟悉度的降低 ,复述策略使用率

下降 ,而重复策略的使用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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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策略使用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 (因为数据表中多

个单元格的期望分布次数小于 5 ,所以本文均未采

用 pearson 卡方值 ,而是采用了似然比矫正后的卡方

值)χ2 ( n = 132 , df = 21) = 21185 , p = 0141。经历了 4

～5 期间之间的干预之后 ,训练组的分类记策略出

现了突然的增长 ,达到 64171 % ,与期间 4 相比 ,存在

显著差异 :χ2 ( n = 34 , df = 1) = 16126 , p < 01001。而

对照组仍然主要使用复述及重复策略 ,并没有自发

产生分类记策略。

312 　各期间忆策略使用率的变化

对实验各期间被试的忆策略使用率的情况进行

了统计 ,结果见表 6 和表 7。
表 6 　期间 1～4 忆策略使用率(人次百分比)

期间 分类 部分分类 无分类策略

1 0100 0100 100100

2 3103 33133 63163

3 6106 45145 48148

4 3103 54154 42142

　　注 :N = 33.

表 7 　期间 5 忆策略使用率(人次百分比)差异检验

组别 分类 部分分类 无分类策略

训练组 58188(5188) 5188 (41117) 35130(52194)

对照组 0100(0100) 25100(68175) 75100(31125)

　　注 :训练组 :n = 17 ;对照组 :n = 16.

　　从表 6、表 7 可以看出 :从期间 1 到期间 4 ,无分

类忆策略被试的人数逐渐减少 ,策略使用明显增加 ,

且集中体现在被试对部分分类忆策略的使用上。期

间 1～3 策略的使用逐渐趋于稳定。期间 4 材料熟

悉度降低 ,并未导致策略的使用出现较大的波动。

对期间 2～4 忆策略使用情况进行检验 ,并未发现显

著差异 :χ2 ( n = 99 , df = 2) = 3103 , p > 0105。实施干

预 ,并继续降低熟悉度后 ,训练组的分类忆策略使用

率出现了突然的增加 ,χ2 ( n = 34 , df = 1) = 14117 , p

< 01001。与此相对 ,对照组不但没有出现自发地使

用分类忆策略的情况 ,甚至部分分类策略的使用率

也有明显的下降 ,χ2 ( n = 32 , df = 1) = 6115 , p <

0105。

313 　材料熟悉度对策略变化的影响

为检验熟悉度对策略变化的影响 ,对期间 3～4

及 4～5 对照组的记、忆策略使用率进行卡方检验 ,

结果见表 8、表 9。

表 8 　期间 3～5 对照组的记、忆策略

使用的变化(人次百分比)

期间
忆策略 记策略

部分分类 无分类策略 重复 复述 分组 无策略

3 56125 43175 6125 43175 12150 37150

4 68175 31125 25100 43175 12150 18175

5 25100 75100 25100 43175 12150 18175

　　注 : n = 16.

表 9 　期间 3～4 及 4～5 对照组的记、忆策略使用率χ2检验

策略使用率
期间

3～4 4～5

记策略 2180 0100

忆策略 2103 6115 3

　　注 :记策略 N = 32 , df = 3 ;忆策略 N = 32 , df = 1 ; 3 为 p < 0105.

　　由表 8、表 9 可以看出 ,材料熟悉度对记、忆策

略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方面 ,任务熟悉度对忆策

略的发展和使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期间 3～4 过

程中处于停滞状态 ,当任务熟悉度继续降低时忆策

略的发展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而且完全的分类忆策

略一直没有自发形成 ;另一方面 ,中等以下的熟悉度

便可以阻碍记策略的发展 ,但影响较忆策略小 :期间

3～5 策略的使用率没有明显的变化 ,记策略的发展

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但未出现后退现象。

314 　策略使用缺陷检验

为检验部分分类忆策略是否存在使用缺陷 ,分

别对期间 2 中使用部分分类忆策略的被试和无策略

被试在期间 1～2 中的记忆成绩进行配对样本 t 检

验 ,得到如下结果 :部分分类忆策略被试 : t = 2146 ,

df = 11 , P = 0103 ;无策略被试 : t = 0126 , df = 21 , P =

0180 表明忆策略不存在使用缺陷 ,一旦使用就会提

高记忆成绩。

对期间 5 未获得分类记忆策略的所有被试记忆

成绩取平均得到如下结果 : M = 7165 , SD = 2121。将

平均数与获得分类记、忆策略的被试在期间 5 的记

忆成绩相比发现 ,有 3 人的成绩在这个平均数以下 ,

而且这 3 名被试在期间 5 的成绩比期间 4 都有一定

程度的下降 ,其他人则基本持平或有所上升。将剔

除这 3 名被试后的 8 人的记忆成绩与平均数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 t = 2195 , df = 32 ,

p < 0105。表明分类记策略确实存在使用缺陷 ,但只

发生在少数被试中。

4 　讨论
411 　分类记、忆策略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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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儿童记、忆策略的使用率 ,以及任务难

度对策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 ,在分类材料

的记忆任务中 ,儿童分类记、忆策略有着各自不同的

发展趋势和规律 ,既存在突变的过程 ,又存在渐变的

过程。

从记策略发展来看 ,儿童在面临新的问题时 ,由

于缺乏相应的有效记忆策略 ,往往会尝试使用多种

记策略 ,虽然其中有些策略是低效的 (如 ,简单的重

复 ,优先记忆和重点记忆) ,但他们仍然坚持在记的

过程中使用这些策略 ,在策略的发展过程中部分儿

童会表现出策略使用种类和延续性上的不稳定性。

在插入了训练之后 ,训练组的分类记策略的使用率

有了较大的提高 ,表现为突然的变化。这与以往的

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在训练前 ,分类记策略一直

没有自发的产生和使用。这与以往研究并不一致 ,

可能是由于以往研究在实验设计与数据收集过程

中 ,将“记”与“忆”两个过程当作了一个相同的过程 ,

并没有将记策略与忆策略进行区分造成的。另一个

原因可能是由于实验周期较短 ,还不能达到变化的

临界点。在 Schlagmüller 等的研究中进行了 11 个星

期的研究 ,才发现分类记忆策略是突变的过程[13 ] 。

所以在本研究中只能确定分类记策略在自然发展过

程中不是渐变的过程 ,在训练的情况下可以发生突

然的变化。

回忆策略的发展与使用情况有所不同 ,经历了

期间 2 部分分类忆策略的突然增加之后 ,期间 2 - 4

部分分类忆策略的使用率虽然一直在缓慢增加 ,但

并未出现显著差异。这说明分类忆策略的发展是一

个渐变的过程。由于期间 4～5 之间进行了分类策

略的训练 ,导致训练组分类忆策略的使用有了明显

的增加 (训练导致突变) ,与此同时 ,对照组的部分分

类忆策略使用率却有所下降。这说明材料的熟悉度

对分类策略的使用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面临较低

的任务熟悉度时 ,儿童的分类忆策略的发展出现了

后退现象 ,表明忆策略虽然可以自发产生 ,但不是十

分稳定 ,由于任务熟悉度的降低而可能退回原始状

态。分类记策略虽然不容易自发生成 ,但是由于在

平时的学习过程中经常使用一些简单低效的记策略

并已形成习惯的记忆方式 ,所以十分稳定 ,受到材料

熟悉度的影响较小。

本研究认为 ,在分类记、忆策略的发展过程中既

有突变的过程也有渐变的过程。其中 ,记策略难于

自发形成 ,但在合适的训练条件下 ,就会出现突然的

变化 ;而忆策略则是一个可以自发形成的渐变过程 ,

如果加以适当的干预 ,回忆策略也同样会发生突然

的变化。

412 　分类记、忆策略的生成和使用缺陷

策略的生成和使用缺陷一直是策略研究的一个

重要问题 ,但以往的研究在策略使用缺陷方面还存

在着一些不同的结论 ,一些研究显示 ,儿童可以自发

地生成一定的高级策略 ,但在策略掌握之初 ,存在着

大量的使用缺陷[9 ] ,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 ,儿童自发

生成策略有可能会出现困难 ,但在教导的条件下儿

童能够掌握相应的策略 ,而且马上会对儿童的记忆

成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很少会出现策略使用缺陷的

现象[13 ] 。本研究支持了第二种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期间 1～2 ,儿童的回忆策

略已有所发展 ,而且使用部分分类忆策略的被试在

期间 2 的记忆成绩也出现了明显的提高 ,这表明回

忆策略可以自发地产生 ,很少存在生成缺陷 ,而且当

记忆材料比较熟悉时 ,分类回忆策略的使用马上会

对记忆成绩的提高有所帮助。但当材料熟悉度较低

时 (期间 4、5) ,少量被试也会出现使用缺陷的现象 ,

回忆成绩有所下降。分类记策略则一直没有自发形

成 ,说明存在生成缺陷。在期间 5 ,训练组被试大部

分掌握了分类记、忆策略 ,并且训练组的大部分被试

(8 人 ,占 72173 %) 记忆成绩都明显高于其他人 ,说

明分类记策略虽然不容易自发生成 ,但在训练的情

况下可以很快被儿童掌握 ,而且大部分儿童一旦掌

握就会马上对他们的记忆成绩起到积极的作用。在

掌握了分类记忆策略的被试中只有 3 人 (占

27127 %)的记忆成绩出现了下降 ,说明分类记、忆策

略的使用缺陷的确存在 ,但只有较少的儿童在任务

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发生。

5 　结论
(1)分类记忆策略的发展既有突变过程也有渐

变过程 :分类记策略有生成缺陷 ,表现为训练后的突

然变化 ;分类忆策略则是一个可以自发形成的渐变

过程 ,如果加以适当的训练也会发生突然的增长。

(2)在材料熟悉度较低的情况下 ,会使少量儿童

产生分类记、忆策略使用缺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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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ldren’s Encoding Strategies
and Retrieval Strategies

BI You2yu 　ZHAN G Xiang2kui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The research selected 33 grade 2 students of a primary school , among whom boys and girls are half2and2half .

Their age is between 83 and 106 months. The average is 94 months. Microgenitic design was used. Children’s memory

performances were tested in 5 independent interval using a words list including 15 words within 3 categorie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 (1)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egory memory strategy , there are the processes of sudden change as

well as gradual change , category encoding strategies had production deficiency , category retrieval strategies are spontane2
ous gradual changing process. , and both of them will increase suddenly after training ; (2) when tasks are unfamiliar , a

few children have the phenomenon of the category encoding strategies and retrieval strategies applying defects.

Key words :the microgenetic method ; encoding strategies ; retrieval strategies ; applying de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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