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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3/2021_2022__E5_90_8D_

E5_B8_88_E7_BB_8F_E9_c81_453330.htm （一）六种题型易考

点极其技巧点睛： 所谓最大的技巧就是“反命题”，知己知

彼，才能百战不殆。想要在听力部分取得高分，不仅是在刚

开始接触IBT听力时，乃至当临考的冲刺阶段在做官方样题时

，也一定要将ETS的出题思路和考核要点贯彻始终。 １主旨

题一个段子的主旨往往出现在文章引言和开头处，而重复的

最多往往一定是主旨！在听课堂演讲等学术性题目时，一定

要首先把握文章最核心的主旨，主旨考题选项中过于细节的

往往是错误选项； ２细节题主旨题和细节题主要是考察考生

对于基本信息的理解能力（basic comprehension），除此之

外ETS所要考察考生的另外两种能力分别是对于语用信息的理

解（pragmatic understanding）和整合信息、对全文结构把握

的能力（connecting information）。而基本信息的理解就占

到50%的比重，可见主旨题和细节题的重要性。 对于细节题

，大家不要走入误区，觉得所有的细节100%会考到，所以去

关注每一个小的细节点，以至于舍本逐末，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对于细节题，大家要把握两个原则：第一、ETS只会考

察我们和主旨有关的重要细节。过于偏细节的实在没有听到

，大可不必惋惜，影响后面的发挥；第二，牢牢把握住往往

和考点向联系的重要信号词。比如说表示因果的accordingly，

thus等词对应于细节题中常考察的因果题。而常见的和信号

词相关的考点有逻辑时间顺序、举例、列举、相似或者对比

、转折、强调、因果、总结、定义、建议、数字等。 ３功能/



目的题该题型类似于主旨题，对于任何一个长段子，首先务

必要把握的是文章的主旨和结构，只有主旨确定了，才有可

能去理解细节，做推断。 ４态度/ 推断对话中的态度题要注

意通过语气、语调、重读来推测；而由于演讲中的内容相对

学术和客观，所以演讲中的态度题要注意通过形容词和副词

的褒贬色彩来确定说话者的主观意图。 推断题把握一条原则

：正确选项往往不是文章中的直接表述，可能通过同意互换

的方式来设置陷阱，迷惑考生。 ５组织结构题 / 分类信息题

６内容连接题 / 排序题最后的五六两种题型都是考察考生对

于全文结构的一个综合把握，是对考生能力的最高要求，但

是它同样也是基于对文章主旨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要做好这

两种题型，大家在最后一周一定要强化熟练自己记笔记的能

力。 笔记不是越全越好，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也容易

遗漏新的信息；当然也不要走极端不记笔记，因为4~6分钟的

课堂演讲绝对超过了人脑的瞬时记忆负荷。关于笔记大家把

握三个原则：一、在确定主旨的前提下关注信号词后面的重

点词（前面细节题已做介绍）；二、但凡分类信息题笔记中

注意记录按什么分类，以及每一类的特征；三、排序题的笔

记注意表明步骤和逻辑顺序信号词后的内容。对于“笔记”

是新托福考试听力的重中之重，大家在最后几天一定要多加

操练，熟能生巧。 （二）最后冲刺复习方法和时间安排： 对

于长对话部分，大家注意复习和校园生活有关的场景，尤其

要注意比较学术的场景，比如论文场景、图书馆场景

（moratorium-罚金暂缓）等。熟悉场景的常考词汇和常考思

路；对于课堂演讲部分，方法和题型前面已经介绍很多了，

应该作为最后冲刺的重点。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建议大家把



时间都花在课堂演讲部分，至少每天练习3小时听力，材料的

选择可以是官方指南、朗文、近年老托福PART C部分（除了

时间过短之外，是很好的练习材料）。一定要做笔记！纪录

关键重点词（因为往往和考点有关）！可以每天听抄一篇，

然后跟读，培养语感！时间足够充裕的同学，可以看看段子

的专业词汇。 （三）注意事项： 1、一定要做笔记，最后几

天的听力强化练习要结合笔记。 2、一定要在一个单位时间

内一次性听一个半小时以上的听力，建议一个单位时间听二

个小时。如果没有全真模拟过，会影响最后听力成绩的发挥

。 3、一定要做官方指南上的样题！官方指南上的样题可以

作为上考场之前的模考材料，最后查漏补缺，有的放矢，才

能胸有成竹。 4、一定点击了NEXT键，再点击OK键，即确

认了所选答案。一旦点击OK键，考生将无法再查看做过的试

题。考试时也要注意自己的答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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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