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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力测试应对策略的研究
刘慧珍（ 兰州商学院外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20）

摘 要：听力测试是英语语言综合能力测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试者在听力测试中要想迅速、准确、有效地完成语言理解这一信息

加工任务，必须具备相应的应对策略，而这些策略需要参试者日常的积累的训练。

听力测试；应对策略；参试者关键词：

在英语语言学习和运用中，听力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技能。但许多英

语学习者却对听力存有畏惧心理，抱着退让和逃避的态度，听力测试中

得分也不很理想。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学习者缺乏应有的应对

测试的策略则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在语言测试方面，有研究者把测试看成是能力与方法的有机结合，

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英语听力测试同样并非单一测试参试者的听解能

力，而是用某种特定的方法来测量其听力方面的语言综合能力。本文将

重点探讨英语听力测试中影响听解能力的几个因素，并提出了几种有效

的应对策略。

英语听力测试中，参试者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并发挥自己在语音、词

汇、句法、语义等方面积累起来的语言知识，迅速准确有效地完成语言

理解这一信息加工任务呢？

1.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参试者在测试中应始终保持一种宽松平和的心态，尽可能使其对测

试的压力与焦虑感减低到最低程度。焦虑已被证明对听力理解有负面影

响，参试者在测试时如果感受到太大的畏惧和焦虑，就会产生负面的、

不相关的想法，无法全神贯注于测试听力材料，同时还为不能集中精力

于听力内容而着急，这对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以及最大限度发挥其水平

构成正比例的影响。

测试焦虑通常是由参试者学习技能中的缺陷引发的。比如，因为

平时缺少大量操练听力技能的机会，导致参试者无法按照试题设计者

的意图行事，也就是说不具备或没有采用首先理解设问，然后边听边

答、或听毕即答等策略，致使参试者听解能力降低，从而引发焦虑感

上升。尤其对听力弱的参试者来说，当对直接接触到的测试听力内容

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时，焦虑感会明显上升。焦虑感会影响参试者听解

能力的正常发挥。

2. 充分掌握并运用听解答题技能

参试者在听力测试中要具备且充分发挥其听力操练技能。英语听力

测试的目的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参试者获取口头信息能力，听解

能力，拼写能力，记笔记能力及书面表达能力，听力测试材料中的题型

是围绕这几种能力的测试而设计的。其中，对话式题型出现的频率最

高，这种题通常以日常生活对话为主，句子结构和内容并不复杂。短文

听力题材一般都是比较熟悉的、情节不太复杂的故事、讲话、叙述等。

应试者接触到对话类题型时，要注意做到下面几点：

第一、参试者要理解给定的答案选项。应试者在理解答案选项的基

础上，通过选项所涉及到的内容猜测听力材料可能提出哪种类型的设

问，涉及哪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听解过程中，带着问题有目的地重点注

意选项中提到的关键词语。同时，要做好笔记，听清问题，这样就可以

正确判断听力材料测试的究竟是哪方面的内容，设问要求回答的问题属

于哪一类及其各种信息之间是什么关系。例如，应试者若看见答案选项

为 A) secretary B) student C) worker D) customer 考题时，就可根据选

项推断出此题为身份职业题，因此，在听解听力材料 M: Make thirty

copies for me and twenty copies for Mr. Brown. W: Sure. Sir. As soon

as I make the final correction on the original. Q: What's the woman's job?

时，可根据 copies 这一关键词及想象对话人所处的场景获取正确答案。

第二、参试者通过选项推测听力材料及设问所涉及的内容的同时，

还要根据选项中出现的某方面共同的词类（可称为信号词）来推测该考

题属于哪种分类。接下来，在听解过程中，参试者就可尽量获取该方面

的关键词语及句型，主要包括表示数字与计算的词语、描写性词语，名

词及连词、表达否定的短语与句型、表达比较的结构等。例如，给出的

选项中均出现具体时间的考题肯定属于时间类考题。应试者若遇这类考

题，不仅要注意听力材料中的时间，还要注意时间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因果关系题的答案选项往往比较 “乱”，无法让人一目了然地总结出该

考题属哪类。因此，若遇到选项没有明显特点的考题。就可以预先估计

这可能是因果关系题。推断判断题及正误判断题是听力测试对话理解部

分最难的题。它不仅完全要靠听懂对话的内容才能选对答案，而且还要

注意对话中双方的语调及语气等细节，才能正确理解对话人的真正意

思。做这类题时，要尽量先从选项所给的信息和形式判断出考题属于此

类题，从而在听解时注意细节并做一些必要的笔记，待听清问题后，根

据所听内容和具体选项找出正确答案。除此之外，脑海里还要想象出对

话的情景，这对做好此类考题也十分有用，因为此类题很多是就整个对

话提问的。

第三、参试者要充分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类考题一般所涉及到的

单词、短语及固定的表达方式。也要将自己日常积累的表示或引导时

间，数字，地点方向，身份职业，建议、请求及提议，条件，因果关

系，比较关系，否定关系，推理判断，正误判断等各种 “特色词”、词

组、短语及句型充分灵活地应用于听解过程中。在听力测试中要能敏感

地感应并把握自己所熟悉的各类“特色词”（信号词），真正做到 “学

以致用”，避免知识与能力，理论与实践相分离。

参试者在解答短文听力考题时，常常感到抓不住中心，记不住要

点，不知道该听什么，由于文章长，常会出现 “听了后面忘了前面”的

情况。有时还会觉得听短文时似乎听懂了很多，但做题时却发现自己获

取的信息与题干中所提问题相差甚远，不知该选哪个答案。这一问题的

症结就在于没抓住主题句及主题句的关键词。短文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

听不懂的单词，这更容易引起参试者紧张焦虑的情绪，使他们方寸大

乱。因此，在听解短文听力材料时，参试者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听录音之前要迅速浏览答案选项，通过选项中的主要信息词

推测，甚至找出将要听到的短文材料中的关键词，概括短文的中心思

想，抓住文章的主题句。这样能帮助参试者预先估计短文要考哪个主

题，哪些内容，听解过程中就能尽量注意那些与问题有关的地方，做到

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文章的主题句一般出现在段前、段后。另外，参

试者还应该注意仔细听一些表示文章结构的词。比如表示并列、递进、

转折的词，表示短文层次与先后关系的词等。

第二、听解短文材料之前，参试者要根据选项中出现的信号词与频

率较高的词语推测短文听力材料所涉及的内容和体裁，变消极被动地接

受为积极主动地参与。英语短文听力的体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故事

与人物传记类短文，提供知识与信息类短文，社会问题类短文及科普文

章等。短文听力材料的提问一般则包括下面几种题型：问主要内容，即

主要意思；问时间、地点及人物；问短文中的事实及原因；问作者的观

点及态度等。

第三、听解英语短文时，参试者需要做好笔记，以便准确地记住短

文的有关内容。做笔记时，要能记下尽可能多的词，笔头记的速度要尽

量做到和耳朵听到后经大脑过滤的速度一样快。关键是要抓住并记下短

文中要考的地方和表达大意的关键词或句子。听解英语短文及做笔记时

若遇到听不懂的词句，无需惊慌，更不能因此中断思路或就此停止，要

避开它继续沿着原来的思路往下进行。短文听力题与对话题不同，它包

含的信息量大，有时听不懂的地方很可能恰恰不考，答题时就不会受影

响，有时虽然没有听懂几个词或一两个句子，但是短文的其它部分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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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

展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十一五规划”纲要为中国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十

一五”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的领导，归根到底在于高素质的具备公务

员时代精神的党员干部队伍，即公务员队伍。“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的党政人才、科技人才和企业经营人

才，而党政人才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努力塑造和培育公务员的时代精

神，不仅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需要，更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人

才强国战略，实现十一五宏伟目标的客观要求。

3. 弘扬和培育我国公务员精神的几点建议

如何弘扬和培育公务员精神，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3.1 要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大对公务员精神的教育宣传力度

任何一种精神都不是自然天成的, 都有一个从孕育、培养、传播到

为大家所广泛接受并自觉实践的过程, 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灌输”。培

育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如此, 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也是如此。胡锦

涛同志在今年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我们每一个公

民提出的要求，也是公务员精神的重要内涵。公务员作为党和政府方针

政策的执行者更应该首先具备“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要

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各种有效形式, 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

大力宣传公务员精神, 把学习“八荣八耻”、学习公务员精神作为重要

内容纳入到公务员的培训计划之中, 使广大公务员不仅对“八荣八耻”、

公务员精神能耳熟能详、了然于胸, 而且对公务员精神的本质和具体要

求都能入脑入心、身体力行。

3.2 要深入学习贯彻《公务员法》，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制度建设

公务员精神不仅是对公务员的道德要求，而且更是对公务员的基本

要求，是公务员必须达到的精神状态。因此不能把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

神看做是简单的道德说教或公务员个人的道德自律。公务员精神的落实

需要有一套制度来保证。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是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公

务员制度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该法对公务员提出了详细、严格而全面

的要求，它的施行为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提供了直接的法律根据和制

度保障。因此，我们各级公务员管理部门都应该组织公务员认真学习公

务员法，坚决贯彻实施公务员法，每一个公务员都必须深入理解和严格

遵守公务员法的规定，严格按照公务员的要求，使自己努力成为合格的

优秀的公务员。

同时，贯彻实施《公务员法》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各级公务员管理

部门，必须建立健全学习、贯彻和施行《公务员法》的长效机制，以此

来加强对公务员的长效管理。

3.3 要结合工作实际, 立足本职岗位，增强公务员精神培育的实效

弘扬和培育公务员精神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抽象的，而应该具体

化，应该立足公务员的本职岗位，在工作实践中弘扬和培育公务员精

神，并将这种精神贯穿于工作之中，进而推动工作更有效地开展。广大

公务员要把本职岗位作为实践和弘扬公务员精神的基本阵地，把自己所

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同实践和弘扬公务员精神结合起来，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在本职岗位上丰富知识、增长才干、实现人生价值，在

完成工作任务中有所创新、有所成就、有所建树，以实际行动体现和弘

扬公务员精神。各级领导和公务员管理部门要注意把实践和弘扬公务员

精神寓于部署工作、制定措施、指导检查之中，体现在完成任务的各个

方面。

3.4 要进一步完善监督考核办法，加强对公务员的考核监督

弘扬和培育公务员精神，应当以完善的监督考核机制作支撑。公

务员管理部门应当尽快制定适应各自特点的、以工作业绩为核心的、

各层次公务员有所不同的考核指标体系和具体的考核量化标准，逐步

实行分类量化考核，变“软指标”为“硬指标”，变弹性目标为刚性目

标，实现考核标准的度量化。加强对考核结果的综合分析，提出不同

层次、不同岗位公务员能力建设的发展方向，为合理调整使用公务员

创造条件。

要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以实绩和群众满意为标准，接受职工

和群众的民主测评，接受社会各界和报刊媒体的监督。要把考核结果与

提拔任用、工资津贴紧密联系起来，把奖励与惩戒结合起来，增强监督

考核的有效性，使每个公务员都有压力，并把压力变为动力，进而努力

塑造和培育公务员精神。

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是一项系统的宏伟工

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对此，各级公务

员管理部门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既要着眼当前、讲求

实效，更要放眼未来、从长计议，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扎扎实实

地推进公务员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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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听懂了，这样，也可以根据听懂的部分，运用一定的逻辑推理判断

出正确的答案。但是，参试者一旦因为听不懂几个词或一两个句子而停

留在此处，后面的内容很可能一无所知，针对后面内容提出的问题会无

法解答。

3. 英语语言及社会背景知识

在听力测试中，参试者可借助英语语言知识和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

背景知识推测谈话者的话外之音。英语听力测试的体裁主要为对话、故

事、讲话、叙述、评论、报道等。对话题通常为日常生活对话，短文题

则是情节简单，题材熟悉的故事、讲话、叙述等。参试者在听解时，一

方面，需要根据听力的题材与体裁，结合自己掌握的语法知识、词语和

词语搭配、习惯表达法、上下文、句子结构等进行推测，预测。另一方

面，还要借助于平时所了解的有关英美国家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

文化教育、体育信息、趣味故事、人物传记以及能源、交通、妇女、卫

生、人口、城市污染等社会问题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听解。这些

背景知识能帮助参试者更准确地理解听力材料及其隐藏的意义，即话外

音，领会讲话者的观点和态度，而不是仅仅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谈话者

的字面直接含义上。

总之，参试者在听力测试中需要综合使用各种技巧和各方面的知

识，要充分发挥自己日常掌握的英语语言知识，灵活运用在片刻间获

取和储存信息并将所获取的信息加以归纳判断的听力综合技能，这样

参试者听力测试中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在英语听力测试中比较迅

速地、准确地回答测试中的问题。英语听力测试中参试者是否具备较

强的应试能力，主要取决于日常听力技能训练和语言知识及社会背景

知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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