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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目前市场上的单词记忆软件没能将用户体验与记忆规律进行深度结合，希望通过人们在认

知过程中的信息活动层次来构建单词记忆应用软件的信息架构，结合必应词典的背单词功能设计，提升

手机词典背单词用户背单词的个性化与针对性，保证用户使用的有效性、效率及满意度。方法 通过对

人的信息活动层次理论分析与用户研究，同时以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为主要手段，利用自然语言理解技

术，更大程度地获取用户的个性需求。结论 认知科学与信息认识论对于认知记忆类软件的交互流程和

信息架构的设计，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符合用户的认知规律的应用流程，能够极大提高用户的心流体

验，增强信息产品的可用性目标及用户体验目标的达成；智能化的算法可帮助用户形成以需求与兴趣为

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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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ds memory software in current market can not combine user's experience and memory laws in 

depth. Hope building the word memory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through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people's 

information activity level, thus enhance the application of words memory's personalized and targeted, ensure the effec-

tiveness to use, and guarantee the efficiency and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user research of human 

activities of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nd using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as the main means, the natural lan-

guage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is used to reach greater degree of access to the user's individual needs.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pistemology has a strong guiding function on the interaction flow of memory software 

and the design of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A flow which meet user's cognition rule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user's heart 

flow experience and enhance the usability of information products, help reach the user experience goals; intelligent algo-

rithms can help users form a demand and interest-centered personalized lear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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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友盟网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2015 年行业流

量分布占比中，教育人才类软件占比 6%，且有较高

的用户留存率[1]，教育类软件手机应用正占用用户越

来越多的时间，市场进一步细分，但是中国教育软件

行业却存在着诸多问题，碎片化的焦虑型学习由于缺

乏学习的目的性和持久性，造成信息的单一重复，降

低了用户的学习效果，因此需要形成以用户需求与兴

趣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方案，通过持续快速反馈形成

可验证的学习方案[2]。人的记忆活动是处理信息活动

的重要过程，涉及到人感知信息与认知信息 [3]，因

此，本文主要以认知科学与信息认识论为指导，结合

用户体验设计理论来改善单词记忆应用软件的交互

流程,帮助用户实现学习的高效性。 

1  认知科学与信息认识论 

认知科学是由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

多个学科组成的交叉与综合学科[4]。美国教育心理学

家加涅的信息加工模式是认知主义的典范，在此模式

中，他认为认知和学习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即学

习者对来自环境的刺激进行内在认知加工过程。由此

理论所导致的教育理念是：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给学生

的学习提供外部条件，使学生在相应外部条件下能够

更好地促进信息在学习者内部的加工，并最终导致信

息能够更多更好地进入长时记忆[5]。 

邬焜的信息认识论在认知科学及人工智能学科

的基础上展开，把人的认识当作一种高级的信息活动

过程来进行研究，他认为人自身的信息活动具有多层

级的高度复杂综合性的特征，信息的自在活动、信息

直观识辨、信息记忆储存、信息主体创造和主体信息

的社会实现，依次由低到高构成了主体信息活动等级

的 5 个基本层次[6]，它们之间的层次递进需要通过一

些信息加工的操作步骤来实现，在这里，特定的信息

加工操作能力便成了实现相应信息层次递进构建的

必要中介[7]。 

单词记忆的过程就是信息处理的过程，为了帮助

信息的层次递进，在单词记忆软件中，可以从信息架

构[8]（IA）与界面设计上来帮助用户加速认知过程，

提高认知效率。信息认知的 5 个层次与每两个层次之

间的递进所需要的信息加工方法，见图 1，与此相对

应，在必应词典的单词记忆功能设计与信息架构上也

进行了相应调整，如图 1，帮助用户从信息感知开始

一直到知识运用的各个阶段，都能有更好的体验与更

高的效率。 

 

图 1  信息层次递进过程与运用               
Fig.1 The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level's  

progressive 

2  信息加工与单词记忆软件的交互设计 

2.1  信息感知 

信息认识论认为，自在信息的活动可以通过具有

感知记忆能力的信息控制加工系统，上升到自为信息

的水平，也就是说，信息只有被感知到并且经过大脑

加工，才会成为人的自为信息[6]，同时，人的记忆模 

型表明，环境的各种刺激都可以进入感觉记忆，但是

只有被注意的刺激才能进入短期记忆，其他未被注意

的信息则被丢失[3]，因此在单词认知记忆的过程中，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感知，在背单词页面，

重要信息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取用户注意力。应用在背

单词页面的设计上，可以通过运用大小、形状、颜色

的对比等方法划分信息层级，使重要信息在视觉上处

于聚焦点的位置，见图 2。除此之外，根据乔治·米勒

的考察，在短时记忆中只能保持有限数量的项目，这

个数字大概是 7±2[9]，因此在背单词卡片页的信息架

构上，要尽量控制信息数量，不重要的信息可置于二

级页面。 

笔者为必应词典设计的背单词页面见图 3，将详

解 内 容 放 在 二 级 页 面 来 减 少 背 单 词 主 页 面 的 信 息

量，使单词处于视觉中心，并通过调整其他字体的

大小与底部 icon 的设计风格来尽量突出所背单词，

最大可能地引起用户注意，增强关键信息被感知的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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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必应词典背单词功能的信息架构 
Fig.2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the Bing dictionary's 

function of words memory 

 

图 3  背单词页面 
Fig.3 Recite words page 

2.2  工作记忆 

现代记忆理论认为，为了使某一信息在记忆中得

到巩固，主体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对它进行加工，从信

息直观识辨的层次向信息记忆存储层次的递进便是

以建构联系痕迹的操作为中介，并依赖于对所需记忆

信息的复杂编码过程的多次重复与再现，达到巩固记

忆的目的[6]。同样的，Baddeley 提出了工作记忆的理

论，他将工作记忆分为 3 个部分：中枢执行系统以及

为其服务的两个子系统，即基于语音的语音环（主要

用于记住词的顺序，保持信息）和视空图像处理器（主

要用于加工视觉和空间信息）[10]。2000 年，Baddeley

对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其模型见图 4[10]。提出辅

助中央执行系统的第三个子系统，即情节缓冲器。解

释了在实验中被试只能记住 5 个左右的不相关单词，

却可以记住 16 个左右有相互关联的单词的现象[11]，

工作记忆负责对感觉系统送来的视听信息进行相应

加工，只有被加工过的才会进入长时记忆。 

 

图 4  Baddley 的工作记忆模型 
Fig.4 Baddeley's working memory model 

1972 年，Crack & Lockhart 提出了层次加工理论，

他们认为，人们记忆的长久程度并不取决于复述时间

的长短，而取决于加工层次，对信息加工越深，记忆

效果就越好[12]。 

某个单词所携带的语音、视觉、空间、情节等信

息可以帮助大脑进行深层次加工，从而使单词信息更

易进入长时记忆，在背单词页面的设计中，应综合各

要素，帮助大脑进行工作记忆及深层次加工。通过用

户访谈可知，大多数双语学习者背单词时都更习惯用

传统的方式，即通过纸质书及笔记来背单词，认为这

种方式更有效率，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这种方式同

时调动用户读、说、写，更是因为用户可在背诵时对

其进行标记、摘抄、选择等深层次的加工。反观目前

市场上的各种背单词软件，用户的可操作度被大大削

减，只能在固定的算法下进行机械的记忆，因此降低

了记忆效率。 

以图 3 为例，其功能设计受信息认识论的启发如

下。（1）音随词现：读音随单词一起出现，点击喇叭

按钮还可以播放继续听取读音，启动大脑语音回路，

帮助工作记忆的进行。（2）图片辅助。在移动手机端

为每个单词添加图片不仅涉及到加载及软件大小问

题，更涉及到内容的编辑难度及开发难度，因此是否

选择给单词匹配图片不仅关系到用户的记忆效果与

使用体验，更涉及到人力、资源等诸多现实性问题。

由此可见，在现实条件充足的情况下为单词匹配合适

的图片可以更有效地帮助用户进行记忆。（3）自主操

作：尽量增加用户的操作自由度，如可为单词添加注

释，同时还可以进行删除、收藏等操作，尽量为用户

提供二次加工的可能性，帮助所背单词进入长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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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4）语义联想：语义记忆可帮助用户建立概念相

互链接的网络，Meyer 和 Schvaneveldt（1971 年）的

研究显示，单个词汇节点不仅能够通过外部刺激被直

接激活，而且还能间接地通过相关节点的扩散激活而

被激活[13]。必应词典的单词联想页面见图 5，展示了

正在学习单词的相关单词，点击每个单词还可看到其

详细示意，在情节缓冲器的作用下，帮助用户在短时

间内记住更多的单词。 

 

图 5  必应词典单词联想页面 
Fig.5 Bing dictionary's word association page 

2.3  信息的主观改造 

从信息记忆存储的层次向信息主体创造的层次

递进是以主观改造信息的操作为中介的[6]，在背单词

的过程中，简单的信息输入并不能使用户形成长久有

效的记忆，而经过主观改造的单词则更容易进入长时

记忆也更容易被灵活运用。在记忆单词的过程中，有

时候会用一些小技巧来帮助记忆，如编一句顺口溜

“ 巴 山 楚 水 凄 凉 地 ” ， responsibility ； 运 用 谐 音 将

bellicose 想象成“把你口撕”来诠释其“好战的”的意

思；百词斩在象形记忆上做了很多内容，图 6 中将 a

进行形象化处理，使人联想到“气喘吁吁”的含义，图

7 进行了注释。这些有的是自己对信息进行的主观创

造，有的是他人的创造，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有助于 

 

图 6  单词谐音记                      
Fig.6 Word homophonic memory 

 

图 7  背单词页面-添加附注 
Fig.7 Recite words page-add annotation    

信息向主观改造信息的层次递进，因此在单词记忆应

用的功能设计中，为背单词页与单词详情页添加开源

式的用户编辑功能，帮助用户添加自主创造的成果并

进行分享。 

2.4  向“外部客体”转化 

信息层次理论认为，从信息主体创造的层次向主

体信息的社会实现的层次的递进是以向外部客体转

化的操作为中介的，主体信息的社会实现是通过人的

社会实践的中介达到的，因此在记忆单词的过程中，

通过与外部客体的联系与转化才能完成信息认识的

整个过程[6]。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实践活动不仅局限在

物理世界，还能在赛博空间与信息空间中寻找虚拟代

理，借此实现各种活动。由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实践过

程都是以主体的目的性、计划性的主观设计为起点

的，所以设计以任务驱动为主导的智能系统[14—15]将

更加有助于用户对单词的掌握。智能的单词推荐系统

可通过对人事物的环境交互，建立自学系统的自适应

能力，并通过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形成交互对话式和

试错性的思维决策，同时将线上与线下的信息关联起

来，形成横向，纵深双向的网状知识结构，给需要背

单词的用户提供以需求与兴趣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

方案[2]。 

根据用户平时的搜索与操作习惯，系统可对用户

数据进行分析与归类，构建其知识图谱与用户画像，

形成用户的固有信息。图 8a 是对必应词典 40 个用户

所搜索的单词进行的搜集与统计，将英语词汇分为 6

个等级，可以得到用户搜索单词的等级占比。图 8b

对用户的词汇数据进行了学科分类，帮助系统为用户

安排更合适的单词进行记忆。与此同时，用户在使用

手机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即生信息，根据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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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用户数据分析 
Fig.8 Analysis of user's data 

的地理位置变更、网络搜索、单词收藏、每次输入的

单词等这些即时信息来动态更新用户的兴趣及生活

情境，利用深度学习和社交网络融合等前沿技术，针

对不同用户适时安排背诵词汇，实现自适应的学习任

务匹配，增强记忆效果。 

3  结语 

目前单词记忆软件在市场上存在着同质化严重

且用户记忆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作为一款认知类学习

软件，单词记忆软件很有必要借助认知科学与信息认

识论等作为设计指导，在用户体验的结构层与范围层

改善单词记忆应用的交互设计及功能设定，实现认知

与记忆的高效性，提高用户满意度。同时通过构建虚

拟代理的方式，根据用户的使用行为与状态变迁得到

认知反馈和情感反馈[2]，根据用户不同的情境、心理

状态及掌握程度，形成自适应式的背单词安排,帮助

用户完成向外部客体转化的实践活动，从而提升用户

体验，增强记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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