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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遇到过
“舌尖现象”吗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当你和朋友听
到一首十分熟悉的歌曲时，恰巧你的朋友随口问起这首歌的名
字，你刚脱口而出：“这个我知道，这首歌叫——”然而出乎意料
的是：明明感到歌名已经到嘴边了，但任凭你绞尽脑汁，却始终
说不出来。这其实就是“舌尖现象”。

北碚区科协
“线上科普课堂”受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3月以来，北
碚区科协以“互联网+科普教学”为手段，借
助科普中国、科普重庆优质科普资源，分别
开展了“疫情期间老年人如何做好防护”

“支付宝的应用”“垃圾分类那些事”三堂
课。通过“线上科普课堂”组织辖区内居民
学习科学防疫知识，受到了居民的欢迎。
截至目前，已有上万人次观看了“线上科普
课堂”。北碚区科协计划继续通过线上授
课的方式为更多人普及科学知识，充分做
好线上科普工作。

下一步，北碚区科协还将按照市科协
工作要求，全力打造线上科普品牌，将线上
科普常态化、持续化，更好地开展下去，为
提高辖区居民科学素质继续努力。

南川区科协开展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张锦 唐维银）2020
年是南川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决胜之
年。为圆满完成各项指标任务，南川区科协
结合工作实际，采取了切实有效的工作举
措，助力全国文明城区的创建。

一是强化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全面
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二是明确责任，分解落实各项指标
任务。按照对标创建为指导思想，量化分
解任务，把责任分解到具体承办人员。三
是加大投入，落实保障措施。投入必要工
作经费，整合资源，切实保障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科普宣传、志愿服务、新时代文明实
践、公民科学素质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等工作顺利开展。

涪陵区科协助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余婷婷）为进一步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涪陵区科
协主动整合有效资源，组建成立涪陵区科技
志愿服务支队，吸纳机关干部、“三长”、科技
专家等100名科技工作者加入科技志愿服
务队。利用科普画廊、科普e站、校园科技
馆等科普资源，结合创文创卫、精准扶贫攻
坚相关活动统筹整合，优化配置、共享共有，
充分发挥其最大效能，努力打造科技与科普
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新平台。

在今后的工作中，涪陵区科协将进一步
扩充志愿者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活动，宣传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提升公众
文明素养和科学素质，推动涪陵区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为什么会出现“舌尖现象”

现象形成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记忆活动包括编
码、储存、检索和解码过程。在记忆过程中，人体的大脑
像电脑一样，先将各种外界学习材料自动编成形码、声
码和意码，然后，再将这三种码分别放到大脑组织中不
同的部位去储存。当我们需要回忆时，大脑便将这三种
码分别从不同的部位检索出，解码后再联结出原来的形
象、名称和意义。

记忆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记忆都会受到
影响。如果在检索过程中，形、声、意码中某一种码无法检
索出或三者检索后无法联结，记忆中的物体就会“缺胳膊”
或“少大腿”，差这么一点点，于是就形成了“舌尖现象”。

关于“舌尖现象”，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解
释。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布朗和麦克尼尔认为，“舌
尖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想说的词语在我们的
大脑中没有被完全激活，达不到被提取出来的阈限值，
所以无法说出口。

美国波莫纳学院的研究者伯克在1991年对“舌尖现
象”做出了一种略有不同的解释：之所以出现“舌尖现
象”，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传递这个词语信息的过程中
出现了断裂，进入了一种“传递缺陷模式”。就像按照食
谱做一道汤，有了锅、水、炉灶，正想调味时，却发现食谱
里并没有讲解该添加什么调料，因此无法烹饪出食谱上
的汤。

美国爱荷华大学研究者伍德则把“舌尖现象”看作
我们大脑中信息竞争的结果。对于我们想说的词语，大
脑中可能储存了不止一种相近甚至相同的词语，而正是
这些词语干扰阻碍了我们想说的词语。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解
释。可以说，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家对于“舌尖现
象”的发生原因有了一定了解，但其更完备的机制还有
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哪些因素导致大脑“犯错”

了解过上述几种理论解释，你可能会发现其中一些
相近之处，那就是产生“舌尖现象”是由于大脑回想某个
词语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导致想说的词语没能成
功地记起来。犯错误总会存在原因，那么，有哪些因素
导致了我们的大脑“犯错”呢？什么时候大脑更容易产
生“舌尖现象”呢？

从我们想说却记不起来的这些词语本身来看，较少
在平时使用和较新异的词语更容易发生“舌尖现象”。

如“刻板印象”等专有名词会比其他类型的词语更容易
产生“舌尖现象”。实验显示，我们对词语的熟悉度、使
用频率都可能影响“舌尖现象”的发生率。

另一方面，除了词语本身的属性会对“舌尖现象”造
成影响，我们本人的情况，尤其是生理因素，也会对此造
成影响。许多研究者发现，“舌尖现象”的发生与年龄有
关。相比年轻人，年纪大的人更容易产生“舌尖现象”。
此外，人们的情绪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当人们处在压抑
的情绪下，可能会比处在一般的中性情绪状态时产生更
多的“舌尖现象”；压抑情绪越深，“舌尖现象”的状态就
越不容易缓解。

“舌尖现象”能带来积极影响

有研究显示，当人们发生“舌尖现象”时，会做出更
加积极的判断。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舌尖状态与积
极的好奇心有关。当想不起问题答案时，相比没有处于
舌尖状态的人，处于舌尖状态的人会更加想要找出答
案。他们对答案更加好奇，并在有机会的时候，更愿意
投入精力与时间来获取答案。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舌尖状态暗含有一种
积 极 的 适 应 性 目
的。它会促使你继
续积极地寻找你的
记忆，而非消极地选
择放弃。

舌尖状态可能就
像你在寻找某些东西时收到
提示或线索一样。换言之，

“舌尖现象”本身也许就是一
个信息碎片，暗示你在继续搜
寻答案时会遇到有关的信
息。由此看来，舌尖体验可能
是振奋人心，甚至是令人兴奋
的，因为它表明你在接近目标
或已经接近答案了。

如果下次再遇到想不起
歌曲名字的情况时，不要紧
张，平复一下你的情绪，给大
脑放个“小假”，也许不一会
儿，你想要的答案就会从你
脑海深处慢悠悠地游出来，
你的嘴巴会告诉大脑:“它”上
岸了。

本报讯（通讯员 李富碧）近日，綦江
区科协、区社科联、区精卫中心、区心理学
学会一行前往綦江区横山镇隔离观察区，
为29名隔离人员和16名医务人员送去心
理关怀。

活动现场，区精卫中心的心理治疗师、
区心理学学会的心理咨询师为隔离人员、
医务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开展了心理危机
干预，为他们做心理健康测试，通过测试筛
查，如果发现有焦虑症、抑郁症、恐惧症的
人员，由区心理学学会的咨询师为他们免
费做心理咨询服务。同时，区科协还发放
了“科学防范，战胜疫情”等宣传资料150余
份，让大家科学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此次
活动受到了隔离观察点人员、医务人员及
工作人员的欢迎。

万盛经开区妇联充分发挥妇联组织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优势，念好“树、促、护、助、守”五字经，引领家庭、
服务家庭，筑牢抗疫家庭堡垒，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力量。

念好“树”字经，做好思想引领，树家庭信心。充分
发挥妇女群众家庭战“疫”主力军作用，依托官方微信公
众号等网上阵地推送科学防疫知识，积极引领和号召广
大妇女及家庭安心居家、科学防疫。

念好“促”字经，开设公益课堂，促家庭文明。探索
网上互动模式，开设线上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引导广大

家庭变“宅”为“修”，拉近亲子关系，促进家庭文明。
念好“护”字经，邀请专家团队，护家庭健康。针对

疫情期间容易出现负面情绪的问题，及时邀请心理专家
团队，免费提供危机干预、减压与心理疏导等关爱服务。

念好“助”字经，开展主题活动，助家庭和谐。开展
了“打赢阻击战 书香润万家”亲子诵读等主题活动，并
通过线上展播，营造了和谐的家庭环境。

念好“守”字经，实施暖心行动，守家庭后方。充分
发挥“娘家人”作用，倾力服务医护人员家庭，减轻他们
的后顾之忧。 （万盛经开区妇联供稿）

万盛经开区妇联
念好“五字经”筑牢家庭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