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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级真题的不同层次，基本上，可以把听四六级真题分为

以下五个阶段： 1． 初听 众所周知，听真题时的第一感觉是

无法取代的。第一次听题，是对考生听力的一次全新考验，

所以，大部分考生也非常重视测分。但是由于太重视分数，

往往刚听完一个部分就开始对答案，甚至每听一题就对一题

的答案。应该说，这样的做法首先干扰了正常的做题程序，

而且使考生养成依赖答案的习惯，最后也很难达到预期的做

题效果，毕竟，在考场里，考生听题必须一气呵成，在整整

二十分钟时间里，根本没有机会休息，更不用说对答案了。

所以，第一次听题，最好能够模拟考场的情况，制造考场的

气氛，甚至对自己施加一些临考的压力，这样才能够达到理

想的听题效果。即使是有个别题目不确定或者没有听清，也

必须强迫自己至少在整套真题听完以后再对答案（而不是对

照原文），然后再着手寻找问题。 2． 听写 在第一遍听题结

束以后，考生往往会碰到以下两种情况：一．发觉有些自己

犹豫不决的题目猜对了；二．发觉有些犹豫不决的题目改错

了。对于这两种情况，考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其实这

些题目就像比赛中的机会球一样，做对与否几乎完全取决于

运气。所以，无论对错，都应该引起考生的高度重视。另外

两种容易被忽略的现象是：一．考生可以在第一次就把握住

题目的大意，因此可以比较轻松地把题目答对；二．考生无

论如何努力地试图去听也无法把原文中的信息通过听力的手



段解构。对于第一种现象，考生必须防止一知半解（只知其

一，不知其二），或者是自欺欺人（以为自己完全懂了，其

实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听到，没有听出来，或者是没有听懂

）。 而对于第二种现象，有些考生往往就急于求成，在第一

时间就翻开原文进行对比研究。这些情况，都是广大考生必

须避免的。刚才已经说过，真题的资源是非常稀缺的，因此

，在初听之后，考生需要开始一个漫长的细嚼慢咽的消化过

程。这个过程，就是做听写练习，不厌其烦地对自己所做的

每一道真题进行听写练习，无论对错。这样一来，本来没有

暴露出来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暴露出来了，本来已经暴露出

来的问题则被具体化地落实到了词、词组、和短语等语言基

本单位上。如此一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考生可以从一

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全面审视自己现有的听力水平。 3． 整理 

当找到自身存在的隐含或者是具体的问题之后，考生就可以

开始归纳整理自己在听写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了。一般，每

个考生的情况不同，因此问题也因人而异。不过有一点可以

肯定，如果是小对话题，那么问题基本上可以从单词、词组

、口语表达方式、场景及其相关语境词、句型结构、时态、

语态语体、和语音语调等几方面进行归类；如果是语段题，

那么问题基本上可以从词组、句型结构、语段语篇结构、文

章体裁、考点分布、和标志词等几方面来进行归类；而如果

是复合式听写，那么问题基本上可以从漏词、错词、大小写

、时态语态、数、同音近音词、细节把握、语言归纳整理能

力、和句型结构的掌握等几方面来进行归类。 通过比较系统

地归纳和整理自身暴露出来的问题，考生可以比较一目了然

地发觉自身的薄弱环节所在，因此也就有了对症下药的科学



依据。而且，考生往往会发觉，由于听力是一门综合性的科

目，所以，所谓听力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仅是由于“

听力”出了问题，而且还因为词汇量限制、句型掌握不稳固

、语法知识不系统、语言功能掌握不全面、语段语篇理解不

透彻等等其它“非听力”因素而出现障碍。这样，就要求广

大考生能够从自身具体情况出发，结合各种工具书，针对自

己的薄弱环节各个击破。 4． 跟读 通过以上方法，基本上，

考生可以把诗外的功夫做到位，但是如果同学发现自己有些

结构看到了就懂了，可是听起来还是很吃力，那又应该怎么

办呢？理论上，这是由于考生的视觉和听觉脱钩的关系。也

就是说，考生的对于真题的敏感性还没有在听觉这个层次上

建立起来。如果说其它部分还可以蒙混过关，那么这对于听

力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了。除了极个别题目可以通过选

项特征进行判断以外，其它听不懂的题目一般情况下都会牺

牲掉，毕竟，四级真题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系

统，真题中的迷惑项也随之越来越难以辨别。既然问题是出

在“听觉”上，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纠正语音来解决问

题了。显而易见，听说本为一家，如果考生单纯“听力”出

现问题，那么一般“口语”也不尽如人意，而考生如果口语

水平不俗，那么一般听力也不会差。 须知，练习口语和提高

听力本身就是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对于进入冲刺阶段的考生来说，练习听力，需要不急不徐

、戒骄戒躁，既没有时间，不能够从最基本的音标或者是漫

无目的地找口语材料进行练习，也不能够急功近利，妄图通

过一两次突击就大功告成。实际上，只要有心，考生不难发

现：完完整整、踏踏实实地对照听力原文，跟读真题听力磁



带五至六遍以后，再回过头来听题，感觉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跟读的过程中，考生切忌贪多，一定要在他人、录音机

、复读机、或者其它设备的帮助下纠正自己不良的吐字发音

习惯，有条件的话，最好是亲自对照自己的读音和真题读音

之间的差别，这样才能够尽快突破语音关，为听力考试打通

最后一道关。如果时间允许，考生还需要重点跟读自己在听

写练习中暴露出的问题单词、问题句型、或者问题语段结构

，在纠正语音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复习成果。 5． 背诵 最

后的一个阶段，也是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对真题了如指掌，

做到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模仿，甚至是倒背如流。我们很

多教授听力的老师，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已经达到了这个

层次，从而对于真题才有不同凡响的见解和分析。不难看出

，对于真题越是熟悉的人，无论是考生还是老师，都能够很

好地把握听题节奏、做题方法、猜题技巧、从而达到“猛、

准、狠”的最高境界。我们在课上讲授的绝大多数技巧、场

景、原则、关键词、特殊句型、甚至是答题的感觉都是以大

量背诵作为基础的。 一般地说，一个考生只要能够达到背诵

考点的水平（与全文背诵相比较还是相对容易的），就可以

轻松应付四级听力考试了。毕竟，四级听力考试所能够测试

的知识点和考点范围有限，考生一旦能够对所有测试点如数

家珍，那么考试本身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这时候的考

生已经突破了应付考试的层次，真正达到了提升英语水平的

阶段了。这听起来似乎遥不可及，其实不然。考生在有一定

语感的基础上，通过可以诵读五、六遍就已经能够对测试点

有一个基本印象了，然后根据艾宾浩斯的记忆曲线，连续记

忆三天就可以过关了。到时候，考生再回首看自己曾经做过



的卷子、错过的题，不禁会扼腕痛惜：这种程度的题目我也

会做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