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科普对象为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文章体例说明和样稿示例 

 

 

一、体例说明 

每一篇科普文章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条目，聚焦一个生活中与学生成长和教育相

关的现象或问题。选题应侧重新颖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以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

和普通心理学的知识普及为主。内容和表述方式应具有普适性和大众性，使中小学

生、家长和教师都可以阅读。文章统一由题目、趣味现象、心理探秘、活用贴士、心

法一诀五个部分组成。 

1.题目（15∼30 字符） 

要求言简意赅、主题明确、问题突出、信息量大，用设问的形式，如“为什么”

“怎么办”“如何做”等。 

2.趣味现象（300 字符） 

使用第三人称，描述一种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或问题，注重生活化与

真实性。不建议使用故事、寓言或传说一类的题材。 

3.心理探秘（500 字符） 

从科普视角，使用心理学相关知识和原理，分析解读上述趣味现象。建议使用制

造熟悉感、设置悬念、故事刺激、金句刺激、反转预期等技巧，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可以适当使用网络流行语。语言风趣幽默的稿件优先采用。 

4.活用贴士（500 字符） 

针对趣味现象引发的思考，将相应的心理学知识与原理转化应用于生活当中，对

读者进行知识普及，并给出三个左右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如果是相对复杂的方法，需

要给出详细的操作步骤。 

5.心法一诀（20∼40 字符） 

用一句话高度概括本文观点或现象，类似于“金句”：或富有哲理，给人启迪；

或隽永深刻，引人思考；或诙谐幽默，令人莞尔。可以原创，可以改编，也可以引用。 

 

  



 
 

二、样稿示例 

 

三岁以前，小孩子没有记忆是真的吗？ 

 

【趣味现象】 

今天是小芊 12岁生日，全家人围坐在烛光前唱着生日歌，十分幸福。小芊在吹

蜡烛之后，妈妈忽然问了一句：“你还记得小时候，我和爸爸给你过生日的事儿吗？” 

小芊陷入回忆中，她充满疑惑地对妈妈说：“妈妈，我记得我四岁开始的每一个

生日，可我三岁以前的记忆是空白的，这是为什么呢？” 

“真的吗？”妈妈对女儿的发现很好奇。妈妈说：“哎呀，我发现自己也不记得

三岁以前的事情！我可以记起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如果让我回想一下自己三岁前发生

了什么，我的脑海也是空白的呢！” 

爸爸说自己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真是一个特别的生日，一家人都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三岁前记忆消失”

现象，小芊决定到学校向心理老师请教一下。 

【心理探秘】 

那么，小孩三岁前没有记忆是不是真的？  

其实，民间一直流传“小孩三岁以前没有记忆”的说法。大家都说，小孩三岁以

后才开始“记事儿。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人们记不住三岁以前的事情，是真的。 

主要原因是：人类的大脑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这

两个结构直接影响到人类的长期记忆，它们一般在人类三四岁之后才能发育成熟，而

在此之前都属于快速成长期。 

前额叶皮质区域是大脑发育最慢的部位，通常被称为脑部的命令和控制中心。孩

子在三岁之前，仍处于婴儿期，所以他们前额叶皮质还在发育中，并没有形成足够精

密的神经结构。 

在海马体成熟之前，人类只会存在短期记忆，一般也就几小时或者一两天，根本

不能形成个人生活经历混合起来的自传记忆，以及对自身位置定位的空间记忆。 

我们将这种记忆生长规律称为“漏斗效应”。在三岁之前，记忆碎片会像沙一样



 
 

在大脑这个漏斗中流失，被时间冲淡。所以如果不是过于深刻的事情，婴儿很可能是

记不住的。 

【活用贴士】 

有家长知道小孩子三岁之前缺乏记忆，所以放弃了相关的教育和引导，这是误

区。心理老师提示家长们：我们不能放弃三岁前对婴儿的引导，以下是具体的建议。 

1.多用笑容和婴儿互动 

笑是婴儿与大人交流的重要方式。婴儿出生仅几个小时就会笑,这种笑最初是无

意识的，然而这种笑对大人与孩子的联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婴儿的笑给大人带来

了内心的喜悦。如果大人，也以笑回报婴儿，或者经常主动地微笑,不仅能让婴儿高

兴，也能使婴儿从自发的、无意识的笑转变为一种交流——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社会交

流的开始。大人的微笑其实在告诉婴儿,他是一个对别人有影响的人,他的行为对周

围的人有作用。这种感受会使婴儿心满意足。 

2.多给婴儿抚摸和拥抱 

我们知道,0到 3岁的婴儿需要大人的照料才得以生存。大人的照料和保护,自然

使他们产生一种情感——依恋感，这种依恋感的满足与否,对孩子行为及个性的发展

有很大影响。 

婴儿从第 6 个月起,对依恋的对象表示深深的依赖。当依恋对象离开时,就会哭

喊；当依恋对象回到身边时,会显得十分高兴。6 个月至 3 岁是孩子依恋感发展的关

键期。照料者应该给婴儿抚摸和拥抱，满足他们的依恋感，从而使孩子内心愉快、充

满安全感。 

3.多跟婴儿“谈话” 

3 岁以前的婴儿，经常用小嘴巴开心地嘟囔出各种大人听不懂的“言语”。这个

时候，大人要积极地回应，一起体验快乐的情绪。这不仅发展了孩子的安全的依恋感，

还使得孩子乐于对环境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建立初始的自信。大人越常和婴儿用言语

互动，婴儿的语言就可能越早发展和丰富起来。  

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一个人在婴儿期曾与母亲

(或一个稳定的抚养者、照顾者等)建立过一种温暖、亲密、持久的关系。它，无可替

代。 

【心法一诀】 

三岁前孩子没有记忆，但积极引导会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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