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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24/2021_2022_GRE_E8_80_

83_E8_AF_95_E5_c86_124557.htm 做题，对答案，琢磨，针对

性改进。继续做，继续对⋯⋯ 这个循环也就是我们准备考试

的过程。 我觉得最重要的步骤莫过于“琢磨”和之后的“针

对性设计方案进行改善和提高”。要不然，反复做题收效未

必多高。 在作文版的时候就发现有一部分人自己不会琢磨和

设计。现在大家都考完作文了，也就暂先不说作文的事情。

说一说我的想法：做完一套题（写完一篇作文）之后，对答

案，然后需要琢磨的是：为什么错了？这个时候对自己做题

时候的过程进行回顾，这个回顾要细致，要把握住当时自己

的心理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样一来，可以明确地找到当时

“为什么”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把心理过程的逻辑路线把握住

。此时，再将当初犯了错误的逻辑路线和导出正确答案的逻

辑路线相比较，就应该能够找出差异，也就是找到问题所在

。 大家总是在发现现象我又做错了一大堆，时间下不去，看

不进去⋯⋯但是有多少人可以超出发现现象这一个层面，来

发现问题呢？ 当然，发现问题之后肯定就是设计方案解决问

题。例如写作文，当初我发现我总是时间拖得很长，然后分

析得出原因是在每个句子上面都太花时间去琢磨优化，本来

一个句子15秒写得差不多但是很难看，自己立刻就投入进去

推敲这个句子，1~2分钟之后才写下一个句子。虽然句子质量

当场就可以自己加以改进，但是时间成问题。因此，我设计

了如下方案： 1.强迫自己句子一旦写出来就不要去改。哪怕

看上去多不爽，只要写出来了，基本意思出来了，凑合能让



别人看懂，就行！一个PARAGRAPH必须10分钟之内写完。

2.10分钟之后再花10分钟回顾这个段落进行修改和完善，从句

法和顺序的角度。这两个10MIN之后再写下一个段落。 3.为

了提高句子下笔的一次成型，保持每天一定的阅读量，同时

参考句法相关资料，潜移默化和有意识总结同时进行。 4.进

一步分析为什么句子一次成型出现困难：------单词想不起来

：在准备作文过程中进行积累，逐渐解决------写了一个单词

之后发现还有更好的：和上面基本类似------不知道一个句子

从哪个成分开始写好，动笔之后反复改：主要和中文构思背

景有关，通过阅读寻找中英文语序之间对应的一些潜在常见

方式规则，并且进行专门的练习. 这个方案我用过一个礼拜，

当时的确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出现新问

题就改用新方法了。 这是我当时的自己经历的一个 发现现象

寻求问题设计方案 的过程。这个基于问题的方法模式是普遍

的，也就是我说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和大家探讨。 我希望

不管什么场合，如果发现自己不期望的现象，大家可以用这

样的方式，仔细分析过程，找到现象背后的问题所在，然后

自己设计方案尝试解决。 很多时候发现有人上来发帖子问“

写不下去了！”“提高不了了！”然后请大家出出主意。我

一直认为，自己的情况，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分析和设计，

应该是最管用的。不过，可能有些人还没有习惯运用这种方

式来解决问题吧。再者说，如果要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是不

是应该给出具体的细节信息，要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呢？ 

实际上，如果自己通过RETROSPECT找到这些细节，我想只

要稍加对比，自己就能意识到问题所在了。设计出最个性化

的解决方案，我想对自己最有帮助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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