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研俄语复试听力技巧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49/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4_BF_84_E8_c105_149191.htm (一)音、义结合，突

破语音关 我国外语教学多年来对语言运用功能的重视不够，

多围绕讲语法、练翻译进行，重视笔头，轻视听说，导致学

生从初学外语开始就音、形、义分家，知其形、义，不知其

发音的情况极为普遍。有的考生虽然有较大的词汇量、较清

楚的语法结构概念，笔头能力达到了相当水平，但听力却停

留在较低程度。来源：www.examda.com 他们有的人受地方音

干扰发音不准，更多的人无法将语言的声音信息与其所代表

的符号和其表达的意义联系起来，结果只能通过视觉来辨认

和接收学得的语言知识，而无法通过听觉进行，因而造成“

聋子俄语”、“哑巴俄语”。因此，要具备较强的听力理解

能力，首先必须知道某一信息的正确的语音形式，要大胆开

口说出来，大声朗读出来，能正确说出来的就不会听不懂。

在说的过程中，要注意读音的准确性，有意识纠正自己的错

误发音。如果自己发音不准，听懂地道的录音材料便无从谈

起。因此，认识听与说的关系，打好语音基础，复习中注意

辨音、音的同化（包括连读、失爆、弱读等）、重音以及英

美语音差异等语音现象，是突破听力理解的第一关。来源

：www.examda.com (二)摆正听、读顺序，培养良好的听音习

惯来源：www.examda.com 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多数情

况下都是先习得文字符号，从书面材料开始，通过视觉即阅

读来接收、理解信息，即便是在输入音响信息时，脑子里也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着文字符号。这样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对



文字形式的依赖性，形成了本末倒置的不良听音习惯。考生

在复习中切忌读后听音。先将听力材料读一遍，然后再听，

表面上似乎听懂了，但实际上是读懂的，是靠脑子里储存的

对阅读的记忆来理解音响信息的。照此下去，阅读非但不能

帮助反而束缚和制约了听力的发展和提高。也切忌边听边读

。听、读同时进行，似乎有助于听懂，但如果长期如此，会

同样使听力陷入误区，即不能将大脑的思维活动集中在音响

信息上，而是在听、读之间往返，听觉、视觉交替进行，导

致精力分散，无法专心致志。因此笔者建议:一定要先听，即

使一下子听不懂，也不要忙于看文字材料，这时再听第二遍

、第三遍，如果还是听不懂，再求助于文字材料，但此时至

少所听内容的语音形式已在你脑子里留下了一定的印象，甚

至还能重复出来，借助于阅读使你理解了这些语音信息，一

旦同样信息在另一种场合再现时，便不再成为难点，这才能

达到阅读促进听力的目的。 (三)边听边记，训练短期记忆能

力来源：www.examda.com 听力复试题大部分都是非常具体的

细节，音响信息瞬间即逝，有时单凭大脑记忆是不够的，需

要强化记忆的内容必须随时笔录下来，对此我们建议考生:

(1)练习听写，平时听录音时就要有意识地将关键信息写下来

，一方面训练信息接受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培养短期记忆、

正确拼写单词的能力。练习听写还能强制性地迫使自己全神

贯注、积极思考。 (2)学会用最简单、最省时、自己最熟悉的

符号记录信息，只要自己能识别的，汉字、代码、符号什么

都行。长单词可以暂记两三个字母，用箭头表示方位或发展

方向等。总之，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速记能力，借助于记

录，使自己听得准，听得全，记住得多，回答得正确。 (四)



增加文化背景知识，提高理解质量 在听力复试中，考生有时

觉得似乎听清了内容，却回答不出问题，这种理解上的障碍

往往不是来自于语言本身，而是由于缺乏文化背景知识或知

识面过窄，或不了解涉及某一领域常见词汇所造成的。 因此

，考生在备考时应广听、泛听，注意在阅读文章中汲取文化

营养，注重背景知识的积累，有意识扩大知识面，不断完善

自己的知识结构。掌握了文化背景知识，理解起来自然就轻

松多了。当然，背景知识只能帮助却不能代替对语言的掌握

，如果没有听懂语言本身，而单纯凭背景知识进行猜测，也

是不可取的。 (五)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临场超水平发挥来

源：www.examda.com 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听力理解取胜必备

的因素。听力是中国考生的弱项，很多人缺乏自信心，对听

力存有恐惧心理，未听先怕，以至于使本来就相对紧张的状

态更加紧张。因此，考生应认识到，考场不仅有知识的拼搏

，更有心理素质的考验，作好心理准备是语言因素之外的必

备临考条件。我们建议考生复试前尽量放松，避免精神过度

紧张；听时全神贯注、沉着应变，万一遇到没有听懂或漏听

的情况，应及时稳定情绪，千万不要慌了手脚，或注意力长

时间滞留，这时应遵循“丢卒保帅”的原则，及时转入后续

内容。 (六)选择合适的听力材料，精、泛结合，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选择合适的听力训练材料，对于有效利用时间，少

走弯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提高听力水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听力材料的选择，我们认为，应该从两方面考虑: 一是

难度适中，即从自己的实际水平出发，选择难易程度适合的

材料。材料难度太大，会丧失信心、失去兴趣，产生恐惧感

；过于简单，易盲目乐观、缺少压力，不利于提高。可以从



三个方面把握难度:1语速快慢；2篇幅长短；3题材和体裁。关

于语速，笔者不赞成从慢速材料听起，而是强调坚持听正常

速度的录音。可以在用词范围、篇幅及材料体裁、题材上降

低难度，最好不要以牺牲语速来求得理解上的轻松。因为我

们毕竟最终目的是要听懂自然语速的交流，况且流畅的语流

可强制性刺激大脑快速反应，迫使听者全神贯注，专心致志

。这样做最初考生可能感到不适应，听不懂，但多听几遍，

连续听一段时间，就会有明显进步。来源：www.examda.com 

二是录音材料的种类。来源：www.examda.com 现在市场上录

音材料一种是教材中阅读课文的录音带，第二种是听力教材

的录音带，属于专门用来训练听力技能的录音，其特点是，

从练习语音开始，分步骤、按阶段、循序渐进、系统完整，

既有讲解又有练习，还总结归纳方法技巧，并按题材分单元

逐个训练，适于学生从低到高，由易到难，打好扎实的基础

，逐步提高水平。 上述任何一种材料都可以从某一个角度对

考研听力起一定的作用，但都不能说与考研听力复试吻合，

根本的还是应该从提高听力水平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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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