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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记忆卡片在学术上被称作抽认卡，是一种用于记忆事实的学习工具，典型的形式为一张正反面都带有内

容的卡片，例如某个问题及其答案，学习者可以在看到问题后作出回答，再翻看卡片来检测自己。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学习工具也体现到了电子设备中，并且能够结合不同的学习策略来帮助学习者。

本文结合了一些近几年的研究，认为抽认卡以提取练习的方式，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具体知识的学习，如

词汇和语法，并且提升学习的动机。此外电子抽认卡也不断地融合了有关认知与心理学知识，它们的学

习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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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mory cards are called flashcards in academic circles. They are a learning tool for memorizing 
facts. The typical form is a card with content on both sides, such as a question and its answer. 
Learners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after seeing the question, and then look at the card to test 
themselv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learning tool is also reflected in 
electronic devices, and can combine different learning strategies to help learners. Combined with 
some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flashcards can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of specific knowledge, such a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In 
addition, electronic flashcards also continuously integrate relevant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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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their learning effect needs to be further 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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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很多学生在学习时会用到记忆卡片，记忆卡片在学术上被称作抽认卡(flashcard)，这种卡片的两面分

别被记录有问题或答案，如在学习英文单词时，将一张纸片的一面写上英文，另一面写上中文含义。这

样，在你学习完成后，可以用这样的卡片来测试自己。通常，学生阅读问题或词汇，并在一段时间后尝

试回答问题或回忆定义，然后翻转卡片检查他们的答案。学生们通常在考试前对自己进行多次测试[1]。
这种“抽认卡”也被称为“闪卡”，它们被用来准备考试或测验。Kornell 与 Bjork (2008)估计“也许没

有什么记忆方法比抽认卡使用得更广泛……”[2]。尽管存在许多的学习方法与技巧，但一些研究和调查

表明，抽认卡仍然经常用于自我测试和监控学习进度[3]。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抽认卡也被应用到了电子设备中，被称为电子抽认卡(Electronic flashcard)。在

许多学习网站或软件中，无论是学习阶段还是测试阶段，都能看到这种抽认卡或者具有抽认卡性质的学

习界面。此外，抽认卡所学习的科目也越来越多，并不局限于语言学习，并且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在

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下，抽认卡不仅带有文本，也带有图片、音频、视频等，测试的方式也包含了选择、

填空等等。在国外，有 Anki (一个可在电脑网站或手机上使用的学习平台)，国内也有许多软件如百词斩，

有道词典等，它们的自测功能与抽认卡类似。纸质抽认卡与电子抽认卡各有其特点，电子抽认卡虽然可

以借助各种电子技术，完成更多复杂的设计，功能更强更加便利，但考虑到其成本，目前不太广泛应用

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纸质抽认卡使用起来虽不如电子抽认卡便捷，但成本较低、且学生可以自

己选择内容填充卡片，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 

2. 抽认卡的学习原理 

2.1. 间隔效应与主动回忆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抽认卡是一种基于提取的练习方法，这种方法是以间隔效应和主动回忆来

加强记忆以及保持信息的存续。间隔效应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接触信息会提高记忆保持能力，而主

动回忆强调主动刺激记忆而不是被动吸收信息的重要性[4]。二者的效果在于中断遗忘的自然过程，而不

是改善短期和长期的知识保持[5]。研究表明，作为一种自我学习的工具，抽认卡被用来保留事实知识，

如理工类、医学类科目知识或者语言知识(词汇等)。如最近一项研究以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为被试，

在 Anki 软件上采用 833 张关于妇产科知识的抽认卡进行学习，该系统根据知识的难易设置学习的间隔周

期，若用户对抽认卡中的知识评价为“容易”，则再次学习该抽认卡的间隔增长到原来的 2.5 倍，结果

他们对抽认卡使用时长与其 18 年到 19 年妇产科培训考试分数的提高呈正相关[6]。 
用抽认卡学习外语十分的典型，因为抽认卡的形式可以让学习者的母语和第二语言一一对应。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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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习方面，许多研究表明使用抽认卡有助于提高外语的成绩。抽认卡能够让学生进行足够的练习，根

据 Erbey、Mclaughlin、Derby 和 Everson (2011)的说法，抽认卡用于教授儿童学习字母、单词和数字发音

[7]。Komachali 和 Khodareza (2012)还研究了使用抽认卡提高学生词汇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学

生在词汇知识方面优于对照组学生[8]。抽认卡在词汇教学中对学生的贡献，能够让学生的词汇学习有更

高的增长[9]。 
一项对于柬埔寨 12 到 15 岁的二语学习者(母语为高棉语，第二语言为英语)的研究表明，在智能手机

上使用 APP 中的电子抽认卡功能来学习英语，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第二语言语法的准确性，并且其延后两

周以及延后四个月的测试中，语法知识的保留量远远高于对照组(没有使用该抽认卡)，就长期效果而言，

抽认卡对于语法学习的效果甚至比词汇更好[10]。根据检索努力假设，整个句子可能需要比单个单词项目

更大的努力来重现，这将使整体训练更有效。与词汇相比，包含有语法的句子成分更多，这样就越容易

使学习者在记忆时出错，而电子抽认卡的反馈机制可以使学习者在出错时提供反馈以及修改机会，句子

越复杂，修改和反馈的机会越多，从而使学习者得到充分的练习，提高了语法的学习效果。另一个因素

可能是某种语法中的每个例句都是对其语法基础规则的补充，相比于不同含义的词汇，只需记住语法结

构即可。 

2.2. 信心复现 

抽认卡对于学习的促进作用，还包括信心复现这个原因。最近一项对于国外小学 5 年级学生学习汉

语普通话的研究指出，通过使用电子抽认卡来学习普通话，提升了学生对词汇的听力、口语、阅读理解

以及书写的成绩，而作者认为成绩的提高是由于抽认卡的学习形式使得本身难度较高的普通话变得相对

容易和有趣，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因此有了较强的信心，从而提升了其学习动机[6]。 

3. 抽认卡学习的新发展 

3.1. 认知神经科学与抽认卡相结合 

目前，更多的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知识和理论，正在融入到电子抽认卡的设计中，如情绪的记忆

增强效应，即对于带有情绪色彩的刺激，其记忆效果和保存效果更强。在日本，一种名为“EMO Tan”
(EMO 指情感，Tan 表示词汇)的方法融入到了移动设备上的抽认卡程序，用于英语的词汇学习，该应用

在词汇音频上尝试为每个单词创建不同的第一人称场景和故事，并且利用双耳录音技术增加沉浸感，创

造出与这个词相对应的情绪描述。例如录制“恶作剧”一词的音频，配音演员从后面接近“听众”，突

然说“嘘！我吓到你了吗？给你一个惊喜！”，从而给听众制造一种受到惊吓的感受。以这种方式的抽

认卡学习英文词汇，与基线水平(播放标准版本不带有情绪的声音)相比，记忆的成绩以及一周后的保留量

都更高[11]。 
 

 
Figure 1. Design process of “EMO Tan” 
图 1. “EMO Tan”的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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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左图为一个配音演员对着一个假头麦克风吹气，以表达“充气”一词的意思，意思是

“将空气引入(某物)”中间图表示的是“弄乱”一词，意思是弄乱，例如某人的头发，该图中一个假发被

固定在假头麦克风上，以表示真实的体验。右图：学习者使用通用耳机和平板电脑，通过录音体验“充

气”的含义。 

3.2. AR 技术与抽认卡相结合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作为一种娱乐和教育工具正在迅速普及，这项技术被定义为将数字

信息(如 3D 模型、图像、视频和音频)整合到真实世界空间。AR 的使用得到了迈耶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的支持，该理论指出，感觉通道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传递、呈现将有效支持学习[12]。加拿大艾伯塔大学

医学院使用 Unity3D 开发出一种引入 AR 技术的电子抽认卡程序，用以支持学生对于口腔生物学的学习。

如图 2 所示，安装该程序以及下载课程内容后，学生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对于教材和 PPT 中的内容

进行扫描，以浏览更清晰的图像、动画、视频或音频等，并且可以自我练习和检测[3]。在该图中，A 图

为该程序为教材中的图片所创立的目标图像，带有文字解说；B 图 C 图分别是和该程序通过纸质和计算

机屏幕上进行扫描测试。 
 

 
Figure 2. Electronic flashcard program with AR technology 
图 2. 引入 AR 技术的电子抽认卡程序 

4. 不足及未来展望 

电子抽认卡以手机、电脑等载体，并且融入到了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相关知识进行设计，使得学

生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学习，并且学习的环境也不再受到限制，然而目前对于电子抽认卡的许多设计

存在受众面不广且真正的效果仍然受到质疑的情况，如 EMO Tan 只对于 20~30 岁的男性进行了实验，且

该设计也可能存在唤醒偏向竞争的情况，即被试对于情境的映像过于深刻可能会影响对于词汇的记忆。

此外，一些抽认卡的设计还需要实证研究去证实其效果是否显著。 
一篇对于纸质抽认卡与电子抽认卡效果对比的研究指出，为了给学生提供可靠的建议，需要进行更

多的研究，将数字材料与纸质材料以及旧技术与新技术进行比较，此外探索学习差异背后的原因也是至

关重要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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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抽认卡受欢迎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学生可以生成自己的抽认卡或使用各种计算机应用程序来生成抽认

卡.。抽认卡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不论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无论哪种形式，都

具有方便、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特点。作为学习者，在使用抽认卡学习知识时，应该结合各种学习策略，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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