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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10多年的英语，我怕总觉得没有抓住学习的要领，虽

然花了很多功夫，也吃了不少的苦，但是效果纵使差强人意

，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四六级，哪次不是为了考试而做无数的

试题，背无数遍单词？可是每次都没有真正的进步，中考高

考勉强过关，四级则考了三次，六级至今都没过，最可气的

是考研，竟然因为一分之差而名落孙山，这些恼人的事实不

是因为我懒惰(每次考试前我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卷子，也常拿

着单词本猛背)，而是因为我笨(没有真正的掌握方法，每次

都是死记硬背)，以至于发展到后来，英语成为了我害怕的东

西，有的时候要参加考试了，为了求得心理平衡，只好拿着

“试卷集”、“单词本”糊里糊涂的去看，去做，为的只是

告诉自己没有少花时间再英语上。而做试卷和背单词又缺乏

系统性，常常是为了求数量(这样可以安慰自己)而从来不去

分析阅读的题目错在哪里，又为什么会错，甚至有很多时候

连文章都没看懂就胡乱作答，想的只是赶快对一下答案，看

自己有没有提高(这样的心理有点类似“拔苗助长”的成语)

。记得考研的时候做280篇(好像是这个名字)自己算好进度，

而做的时候又自己欺骗自己，只求把题目赶快弄完，好“完

成任务”，这样即使做了100篇，也始终没有多大的提高(后

来我的确做了100多篇，可是水平反而下降了)，然后又因为

考试的失利而更加气馁和急躁，越发想“一步登天”。一下

子把英语搞好。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这样的恶性循环不



仅让我苦不堪言，而且浪费了我大量的宝贵时间和精力。直

到我接触到网络上的“超精读”概念，我才恍然大悟，原来

自己一直在努力的跑，可是跑的方向错了，难怪会南辕北辙

适得其反。 英语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和提高，而不是不

切实际的想一步登天，另外我还回想起大学时候我的上铺就

是用类似于“超精读”的方法学习英文的，他一般是广泛阅

读杂志然后用快译通(好像是这个名字，总之是电子词典)查

单词，然后定期复习，他虽然没有用题海战术，但提高很快

，入学的时候我和他英语水平相当，到毕业的时候，他已经

拿了六级优秀，还考了托福和GRE，而且通过了全英文

的CCNP考试，现在在北京的一家网络公司供职，月薪是我

的好几倍。 总结了这些教训，我也开始按照“超精读”思路

进行学习，为此我特地弄来了旧的《TIME》杂志，先对整个

杂志进行通读，记下好的单词和句子，然后有针对性地挑选

一些文章进行超精读。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弄懂，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地扫荡，并且注意段落、句子和词之间的相互关系

，还把精彩的句子记下来背诵。这样一来，一篇文章下来，

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是达到的效果却比以前乱读很多文章

要好得多。 经过几个月的坚持，我已经觉得自己的水平有所

提高了，因为有的时候看到别的报刊单词重复出现，一下子

就有了深刻的印象，读任何一篇文章的时候，也能习惯性地

分析它的结构、段落之间的关系，了解作者的意图，等等。

我想在这些方面的提高，无论对我以后考研还是参加思科等

这种国际化的考试都是受益匪浅的。 我将继续按照这个方法

坚持下去，即使这样的方法看起来很慢，但是我相信，外语

的学习就是这样的点滴积累才有提高的，在此我也希望师弟



师妹们能以我为前车之鉴，早点静下心来，用“超精读”的

阅读方法真正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唯有这样，才能在以后

的英语类的考试中所向披靡，始终取得好成绩，也唯有这样

，才能彻底摆脱考试来了就临时抱佛脚的状况。 思科考试“

超精读”提示： 坚持每天看一部分CISCO STUDENT GUIDE

教材内容，做练习，注意专业词汇的积累，在复习的时候最

好准备一本字典，随时查阅 拿到试题后，先看题干部分，判

断大概考的概念 细致通读本题，找出单选、多选提示（这种

提示很明显，例如，多选题后面有选择几个或选择所有对的

正确答案的文字），重要的是考生必须重点分析题目的出题

点和正确选项与干扰项的特征、差异 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考

虑自己过不过的问题，以思科考试为例，考试形式是自适应

式的，只可NEXT，要控制好答题时间，另外，考生要知道，

思科考试毕竟是以考察技术为主，英文程度要求不会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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