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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笔记本和平板电脑的普及, 书写正在逐渐消失。尽管现代科技给我们
带来了诸多便利, 如帮助我们快速搜索信息、与他人保持联系等, 而像手
写信件这一形式却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更好地学习。理由如下: 当人们亲
手提笔写信时,他们会主动地去观察并感受笔下的每一个字, 思忖每个书
写体的不同样式, 并且在书写过程中会更加专注。在本篇中, 你会了解到
书写是如何帮助我们学习符号与记忆信息的, 同时了解书写时你的大脑
会作何反应。即便当下我们大部分的沟通是通过键盘或触屏, 书写仍然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字母即符号

你坐在教室里练习写字, 也许你在练习印刷体或是连笔字, 但你可

能会问自己:“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为什么我还需要学习如何写好字?”

简而言之, 书写有助于你更容易记住一连串符号以及记住你所写下的信

息, 而通过键盘打字对信息记忆的帮助远不如手写下来有效。事实上,

有研究者认为打字反而会使学习变得困难,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以下两种

情况。

仅仅凭借字母的样子你无法得知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例如, 你

也许并不熟悉这个字母 ξ, 仅靠观察你能推测它的意思吗? 这需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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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符号让人感到十分困惑, 比如字母“A”有不同的符号

(Symbols)

用来代表物体、过程或
功能的标记或字符。

名称, 也有不同的读音 (与字母“A”在单词“cat”中的发音类似), 并

且字母发音的变化也取决于与它相邻的其他字母——字母“A”在“cat”

与“cake” 中的发音是不同的。字母样式的变化让书写变得更加令人困

惑。即使你现在知道这些符号都代表同一个字母, 但当你第一次学习字

母表时, 你的大脑并不知道这些！了解所有字母“A”的不同样式需要一

段时间, 最有趣的是, 向你的大脑展示字母“A”的不同形式, 可以帮助

你的大脑更好地理解。

符号学习

现在我们来谈谈印刷体与手写体。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学写字时你

的字长什么样子吗？或许你的父母保留着一些你小时候的书写笔迹, 亦

或是你曾经看到过一个五岁小孩写的字。初学者的字迹常常杂乱无章,

有时候我们甚至无法辨认出写的字母是什么 (如图 1)。在孩子学习写字

时, 几乎每次都会写出不同形状的字母! 请记住: 观察一个字母的各种

式样确实可以帮助大脑更好地掌握! 也就是说, 当孩子看到式样不同的

书写指代相同的字母时, 这一过程会有助于大脑学习这一字母。曾经有

一个实验要求孩子们通过手写或打字的方式学习希腊字母表 (λ, π, Ω,

Ψ), 在他们手写练习与用键盘打出这些符号后, 研究者向孩子们展示任

意的符号并询问他们是否见过这些符号, 结果是使用手写的孩子比使用

键盘的孩子更好地记住了这些符号 [1], 这一研究表明手写符号能够帮

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识字。

图 1

图 1

图为 4-5 岁学龄前儿童
的手写搞, 这一阶段他们
的字写得很杂乱, 有时候
甚至都不知道写了什么。

观察大脑学习过程

你也许会好奇, 当孩子们学习字母时, 研究人员是如何知道大脑里

发生了什么。这就需要用到一项了不起的脑影像技术, 叫做功能磁共振

成像 (fMRI), 它可以帮助研究者看到学习状态下大脑内部发生的变化。

功能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一种安全、非侵入式的
方式用以观察个体在执
行任务时的大脑活动。

功能磁共振成像有点像拍 x 光片, 但它不看骨骼, 而是探测大脑活动。

fMRI 能够让我们看到大脑的哪些区域处在活跃状态 [2]。它能够拍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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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完成任务时的大脑活动。假设我们想比较手写者与打字者的脑活

动是否不同, 我们可以让志愿者躺在磁共振扫描设备中 (如图 2), 并

要求其在看到字母时, 按要求进行手写或打字。研究者也可以先让志愿

者通过手写或打字的方式来学习符号, 而后在设备中向他们展示字母图

片, 以记录其大脑活动的变化, 上述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脑在学

习字母前后发生的变化。实验证明, 大脑只能识别手写体而非键盘敲打

出的字母 (如图 3) [3], 这并不意味着大脑无法记住键盘打出的字母,

但大脑掌握手写的字母要比键盘打出的快很多。因此, 当我们学习新的

字母、数学符号以及其他符号时, 手写下来比用键盘打出来更有利于记

忆。

图 2

图 2

一个 4 岁的孩子正躺在
磁共振扫描仪中准备测
量脑活动。

研究人员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书写比用键盘更有助于学习与记忆,

有研究者认为, 这是因为我们在手写时能够观察到不同字母间的细微差

异, 也可能是与按键打字相比, 手写过程会更专注于字母形态本身。亦

或许是一笔一划书写下字母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构成字母的线条是如

何组合的, 这些做法都有助于我们记忆 [4]。研究人员好奇为何手写比

用键盘更有利于学习者认识字母, 希望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好在你

已经掌握了英文字母表, 倘若你没必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书写对你会

有什么益处呢?

kids.frontiersin.org 3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


Plebanek 和 James 书写与大脑

图 3

图 3

5 岁儿童的大脑脑区对手
写体比印刷体有更明显
的反应。

手写帮助记忆

如果你问你的父母或是祖父母, 如何记住购物清单上的物品? 他们

可能会说把它们都写下来。有时候, 我们将购物清单打在手机上, 方便

购物时随时查看。倘若购物时手机突然没电了, 或是手写的清单丢了,

那你该怎么办? 研究表明, 如果你是手写了这份清单, 比用打字记录在

手机上能更好地回忆起这些物品 [5]! 这还只是区区一张购物清单, 要

是你得记住课堂上老师讲的一大堆无聊的知识, 该如何是好呢?

一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表明, 手写笔记比电子笔记能让他们记

住更多的讲座内容 [6]。由此得知, 手写下来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记

忆字母, 而且更有助于记住新的内容。原因何在? 尽管在听讲座时打字

记录远比手写快得多, 但速度并非问题解决的根本! 当我们敲击键盘时,

我们会一字不落地记录老师的信息, 而不带任何思考。

手写更费时以至于我们无法记录下老师讲的所有信息。在手写记录

时, 我们倾向于把老师的话进行概括或转换成自己的话, 用我们自己的

语言总结想法或总结需要融入我们自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 手写

记笔记是一种高效的学习记忆方法, 当我们为考试做复习准备时, 比起

电子笔记, 手写笔记相当于早就让我们温习了一遍材料。

小结

总而言之, 与键盘打字相比, 书写助力我们更好地学习、记忆新事

物, 例如符号和字母表。书写的形式并不重要, 无论是印刷体、花体、

甚至缩写, 重要的是你必须得亲手拿笔写下来。所以, 无论你的字迹如

何, 请一定坚持手写笔记的习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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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 年龄: 11
我于 2010 年出生在意大利, 8 个月大时移居英国。我会说两种语言, 并且对语言学习非

常感兴趣。我也非常痴迷足球, 每天都会去踢球！我喜欢积极地生活, 倾听别人, 喜欢做

饭, 但不喜欢烘焙! 我参加过几场科学节表演, 宣传双语的好处。我真心很喜欢科学, 尤

其想了解更多关于大脑如何工作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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