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MAT考试阅读指导:GMAT阅读宝典(2)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26/2021_2022_GMAT_E8_8

0_83_E8_AF_95_c89_126392.htm 拿到一篇文章，首先应根据

开头的某些语言现象大致判断其套路。如果开头说到“传统

的观点”、“多数人的观点”或者“过去的观点”，后面出

现强烈的转折语气（第一段中间或第二段开头），那么这个

文章属于新老观点对比型套路。如果开头是“自然现象”或

“史实”，后面解释“原因”或“形成方式”，那么这个文

章是现象解释型。如果开头是“疑问”或“任务”，都属于

提出“问题”，而后面给出“解答”或“完成任务的方式”

，则是问题解决方案型。最后一种套路是结论解释型：开头

是主题句（经常表现为判断句），后面“展开具体内容”。 

请注意，这只是套路的初步判断，需要进一步确认。当然，

前面给出误导性的提示、后面才能看出真正套路的文章毕竟

不多。在阅读细节的时候要有的放矢，要能主动预测下面该

讲的内容。在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中，要

对论点给予最大的重视；论据只需挑出主体词，论证过程只

需找到关系（如因果关系等）。注意一个原则：只要知道了

某论据（不管是历史事实、举例，还是数据）是为谁服务的

，这个论据就可以略读。绝对不能略读的是重要关系词（如

强转折），和一些引起警觉的古怪语言。每段不要忘了四个

总结，尤其是对主体词的概括和对其做出的评价。这样，全

文读完后，呈现在你面前的不应是几十行的文字，而应该是

个结构框架，或曰几个板块。这时候就要开始做题了。请注

意，即使你没有把全部细节读懂记住，也不要紧，该去做题



了。 我之所以提倡把大量时间拿出来做题，是因为考虑到机

考的一大重要特点：题量比过去的纸笔考试大大减少。如前

所述，一个长文章最多出4道题，基本是有3到跟细节有关系

。请从做题的角度想想，有必要把全文几十行甚至上百行的

细节全看懂并记住吗？那太亏了，因为你注定看到很多不出

题的细节。所以还不如现在先不看细节，等到做题的时候再

查找。这样才能效率最高。很多同学在查找细节的时候找不

到，这不是这种方法本身的问题。通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工

作就是读的时候总结每一段的主要内容（或主要功能）。细

节可以不看，但是你必须说出这一段是干什么的。相信绝大

多数情况是不必看细节就能知道每一段的主要内容（或主要

功能）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是找不到定位，请在总结段落上

多下功夫。 一般客观类题目，请严格按照“看题型、找定位

、做字面转换”的顺序来解答。在7种客观题中，把现在最容

易出的几个详细地讲一下。 直接事实题：对文中有明确叙述

的客观内容进行正面提问的题目。主要是找定位。读的时候

在旁边准备一张白纸，把每段的主要关键词（不超过4组）记

在纸上。如果舍不得这个时间，请想想“磨刀不误砍柴功”

这句话。这样直接事实题的定位就好办了。字面转换一般比

较清楚，像前面举的几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请一定把握

这种题型。它是最简单的，考试的基本分就是由这种题得来

的。 对比题：由强对比出的题，是取非题的一种。可以说，

文章里的强对比就是专门为了出题才写的。所以读的时候一

看到强对比就必须注意，并先想想取非之后可能是什么样子

。另外，请不要忘了时间状语也可以出这种题。例如，19世

纪和20世纪的对比，1970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等等。 改善题



：用虚拟语气问某事物或某理论如何会变得更好，也是一种

取非题。实际上，这个事物或理论在文中的表现通常不好。

此种题目的做法是，回文中找缺点，然后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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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