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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24/2021_2022__E2_80_9C_

E8_BF_87_E6_9D_A5_E4_c86_124356.htm 对GRE阅读，我始终

是在痛苦中蜗行！ 自己分析阅读的过程，参考所谓牛人的心

得，希望找到一个对自己适合的方法，然而我在摸索中走了

很多弯路！当意识到一个显而易见却对我很微妙的方法时，

已经距考试没剩几天了！我在痛苦中辗转，在睡眠中思考模

拟阅读的过程，一天做大概8个小时的阅读，至今还依稀可记

得我是怎样读一个句子，理解它的意思的。 已经过了G，现

在是总结的时候了，说一下我在阅读中所经历，体会的方法

和结果，效果，希望大家要尽早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阶段，然

后努力进步。我是个菜鸟，但这是我的切身心得，我就是在

由一个到一个阶段中，受着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的折磨。 

我的心得笔记总结： 曾经拿到一篇文章，直接往下看，被动

地接受资料，而没有回顾，没有小段总结，而是以能看懂句

子为乐趣，更不计较时间的花费。结果是在有限的时间读不

懂，把握不住逻辑关系，作题也没有方法，很不科学，以仅

凭在文章末尾记忆的一点意思，(或不懂全部意思来做题)。

很多题目都是猜，正确率无从保证，这种是没抓住结构，不

知道文章内容的分布，定位极其困难，划的也看的清，或有

时能有意识的划出第一次人命，在作题时，再看时，能作对

一些题，单不知其他在讲什么，因此，再做体就要粗略再读

一遍文章，很焦急，无事于补，正确率在1-2个。 接着试着加

快阅读的速度，试着不太去关注小细节，但有时这种作法下

，思想不集中，不知所云，思维不能跟着作者的思路走，只



是走马观花的看一遍文章，虽说也话了一些东西，但是有些

文不对题，划的是不考的细枝末节。这种读法下，完全不知

作者的重点，是为读一篇而读，认为只要能读完，就可以了

，心理有暗示，有其他的杂念，心态不平稳，导致时间的浪

费，别谈什么正确率，答题完全自己主观想，能对也是猜对

，运气好。不能被这时的意外高的正确率迷惑！来源

：www.examda.com 再经过一段时间，读文章时有时下意识的

冷静，能读出一些东西，能模糊感知一些信息点，以及作者

的结构，正确率也相应高一些，但也不能排除猜的成分，在

分析错误原因时，主要是因为只看到一点，而没有看完，匆

忙结论！看句子也只能大概看一下前半句，而后半句大多是

被跳过的(也没有怎么想)，希望寄托在详读的第二遍，然而

第二遍有走马观花，不好好看，又匆忙结论，导致能对一部

分，但总遗憾对文章看得不彻底！ 在上面的过程中，似乎悟

出了一些东西，即文章要看结构，把详细的放在第二遍时再

看，这就导致了我走向另一共极端，即：只关心文章的结构

词，一点都不关注文章的细节，企图在“标记”来解决第二

遍中定位的困难。然而，定位正确的地方在第二遍读时做到

了正确，而问题中出现的我却没定位的地方，我完全不知在

说什么！在时间公平，不紧不慢的逼迫中，我不得不从看文

章，而前面看似节省的时间，(实际上是浪费了大概3分钟/1长

阅读)，要由第二遍中的速读来弥补，但这更快的阅读，使我

更加不知所云，再一定的情况下，还是浪费了更多的时间。

这种时间的大投入与对文章的毫无把握，让我明智地意识到

读下去会浪费更多的时间。而对7个题，最多能作对结构题。

我放弃了继续读的愿望，同时在痛恨我错误的开始，愚蠢地



固执己见，兴奋地认为只读结构词，再找细节是一种全新的

观点。 在痛苦地受着自己连阅读方法都不懂的自我压迫折磨

后，我结合自己的阅读失误之后，分析原因。我认为其实阅

读(在有能看懂难句的能力后)就考的是读文章的方法，以及

逻辑关系的辨明！在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那里，大多缺的是

一种阅读方法。这阅读方法虽不能提高对文章句子意思的理

解程度，但是能让你节约时间，用节约的时间再关注考点，

这就是窍门！！ 由此，我想还是要突破阅读方法，时间的压

力只是表象，那是由于你不切重点的略度使你关注了不该关

注的东西，浪费了时间；而完全精读，也让你损失了时间。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下面几点来出发：1不要有杂

念2不要企图一些急功近利的方法，那将欲速则不达3正常地

读，不懂的稍微围绕主题想一想，不要想的太远(要不然就浪

费了时间)4弄清文章的基本结构，文章的大概内容分布，主

要的逻辑层次。这样做的好处会使你在第一遍读就已经解决

了题目中的一些问题，根据时间的允许，在决定是否有必要

去解决一些不易重视的东西，这个过程中要划一些东西，为

做细节难题做前提工作。识记一些东西，为做一些主要题型

提供直接援助(事实上，这样做，使得我们不用在回看文章也

能作对题，我就知道选项的某个答案正确，看题目时要留心

选项，有十足的把握再选)。 如何通过一种方法来实现上述的

目标呢？我认为，既然要作到层次明确，内容知道一个大概

，理清逻辑关系，那就必须对文章进行通读，要理解全文，

那这是不是又回到了开始的那种有缺陷的精读的方法上了呢

？事实上，这种新的方法与精读在最终都实现了作题的可能

。而前面的精读是建立在全文精读的基础上，这种的缺陷是



作题还得再看原文，加大了时间的消耗(文章读了2-3遍，且

这是在不计时间干的事)，我们在看的时候，由于不想其内在

关系，而思维不转起来，企图放在第二遍再解决(第一遍把精

力放在看有无生词，难句上，以能读懂句子为目标，没有在

结构上贯穿，在意义上联系把握。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看

得太多，而没记住，给大脑留下极大负担！但其几遍之后记

住了，熟悉了细节，最后理解的含义是正确，缺点是时间太

长！) 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既能看懂意思又能节约时

间。我先试试：按照通读/精读的方法读每一段。这种“化整

为零”的方法大大节省了在整个文章一气通读时带来的时间

耗费。在读每一段时，力争读稍快一点，但要把握作者态度

，注意作者在这段作了工作，这样做是详述，转折，提观点

等，理解一下细节，划一下，为了避免忘。总结作者的态度

，作者的事例的过程，结论等，最好能精细理解例子的内容

，实在不行，也要能知道大概名词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以为

这样做，没必要，但实际这为做细节题提供了支持)。 每一段

都这样，最后能把文章顺一下就更好，于是答题！ 这种在理

解文章花费的时间可以让解答更快一些。我认为比略读再详

读的方法态度好，速度能快一点。 再强调这种化整为零的方

法有前提：要求思想高度集中，心态平和(不要担心时间不

够)但是否能提高更快更清晰的阅读能力值得商榷。 G的阅读

是以篇为单位，不会要求象填空那样精细理解每句话，过繁

的逻辑转化，也不会要求象类反精细理解每个字词的细节，

它只要能把握观点，明确例子与观点之间的关系就够了。 从

这里看，类反，填空，阅读是一体的分别考察了对字词，句

，篇的考察，重点归于能读懂其内部的逻辑关系。 我的方法



回归到了一个结论：用了开始精读的读句方法，以段为单位

把一篇文章连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我觉这是一个螺旋上升

的过程。我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方法的失误导致逻辑混乱

的痛苦。 其实，总结一下，我的文章不过用个人的实际经历

证明了牛人体会的经验。然而他们仅仅给了一个抽象的结论

。我们不能马上理解，我就是用具体的例子证明了他们的经

验在理论的可行性。我由于开始没有认真总结，导致在方法

上没有突破，仅仅是能读难句，和能认识红宝书中95%的词

。说一句话：观念一变，方法无限；方法一变，我们得到的

就不离散的知识，而是一个能串到一起的系统。 路还是要走

，我将继续寻找新的方法。世上没有能学完的知识，但好的

方法能让你学到更多的知识。 经历了G，虽然考得不好，但

我学到了如何孤单，如何克服痛苦，如何看出一个事的内部

构造。 9个月结束了，我将考我的研！我将更努力地活着，

寻找生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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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