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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对近年全国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全真试题的研究
,

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

十多年来辅导学生应试的体会
,

对近年全真试题
”

阅读理解
”

测试题的命题特点和主要题型进行 了

全面 的分析和 归纳
,

提出了解题 思路及应试策略
,

以帮助考生在全国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中取得 良

好成绩
。

【关键词】 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 ; 阅读理 解
; 应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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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a t ion

阅读理解 ( R
e a d i n g C o m p er h e n s i o n )是英语四种

基本技能 (读
、

写
、

听
、

说 )中最重要的一种
。

阅读能力

的培养又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所在
。

因此
,

阅读理

解在全 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中所 占比例也是最重

的

— 占总分的40 %
,

加上翻译 10 %
,

两项分数的总

和占整个试题的5 0%
,

可谓是整个考试成功的关键
。

下面就该部分的应试进行探讨和分析
,

以帮助考生

提高阅读能力和应试能力
。

1
.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对阅读理解测试

见
,

阅读能力仍为各项基本技能之首
,

阅读能力的培

养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所在
。

同时
,

新大纲对大学

英语四级阅读能力 (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 )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

能顺利阅读语言难度中等的一般性题材

的文章
,

掌握中心大意以及说明中心大意的事实和

细节
,

并能进行一定的分析
、

推理和判断
,

领会作者

的观点和态度
,

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7 0词
。

在阅读篇

幅较长
、

难度略低
、

生词不超过总词数 3%的材料时
,

能掌握 中心大意
,

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

阅读速

度达到每分钟 100 词
,

准确率不低于70 %
。

的要求
2

.

全真考试阅读理解试题材料透视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中规定
: “

大学英语教学的

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
、

说
、

写
、

译能力
,

使他们能用英语为工具交流信息
” 。

可

2
.

1 试题格式 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阅读理解

部分由四篇短文 ( 4 p as s ag es ) 组成
,

每篇字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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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一300 个词左右
,

四篇总阅读量在 1(XX卜 12 00 词
。

每篇后有五个多项选择题
,

共计 20 题
,

每题 2分
,

总分

为40 分
。

要求考生在 35 分钟内读完全部文章
,

并回答

20 个问题
。

若出现新题型
一
英译汉

,

还要从每篇文章

中选出 1一 2个句子
,

要求考生翻译成中文
,

共 or 分
,

两项分数的总总和占整个试题的 50 %
,

可见做好这

部分试题是考试成功的关键
。

2
.

1 体裁分析 从近几年的大学英语 四级全

真试题来看
,

短文题材涉及面相当广泛
,

主要包括人

物传记
、

社会文化
、

教育和 日常生活
、

科普知识和风

土人情等等 ;体裁多种多样
,

主要包括叙述文
、

说明

文
、

议论文
、

记叙文以及夹叙夹议
、

报道性体裁和应

用文等等
,

其中以说明文和议论文为主
。

.2 2 题型分析 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阅读理解

的主要题型大致可分为主观类题型和客观类题型
。

主观类题型重点考查考生根据 已知信息
、

细节进行

推理判断的能力
,

客观类题型则侧重考查考生对文

章细节
、

事实的辨别能力
。

细节题和推理题在每年阅

读理解题型中占了较大 比例
,

而主 旨题
、

语义题和态

度题的比例较小
。

由此可见
,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阅读

理解测试重点在
:

① 确定文章的主 旨
、

大意和标题 ;

② 把握与主 旨和大意有关的事实和细节 ;

③ 依据事实和细节作判断
、

推理和引伸 ;

④ 根据上下文判断词汇
、

短语或句子的含义 ;

⑤ 评价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

3
.

阅读理解主要题型的解题思路及应

试策略

了解阅读理解测试题的类型
,

掌握必要的应试

技巧是提高阅读理解题解题效率的关键
。

通过对近

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全真试题的阅读理解测试部分

进行了统计分析
,

归类出了带有规律性的出题倾向

与出题重点
,

并佐以真题实例
,

逐类分析
,

提 出相应

的应试策略
,

以帮助考生提高阅读理解应试能力
。

3
.

1 主 旨题

主 旨题涉及全文的中心思想
,

是作者在文中要

表达的主要内容
,

也是贯穿全文的核心
。

主要考查考

生对文章的主题
、

标题
、

中心思想的理解程度和区别

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的能力
,

要求考生全面正确地

掌握作者的写作意图
。

常见的提问方式有
:

V月l a t 15 t h e m a i n id e a o f t h e P a s s a g e ?

W h a t 15 ht e P a s s a g e m a i n l y a bo u t ?

认
厂
h i e h of ht e fo ll o w i n g s t a te m e n t s b e s t

e x p er s s e s ht e m ia n id e a Of ht e p as
s a g e ?

W h i e h o f t h e fo ll o w i n g s e n t e n e e s b e s t

s u l i l一n d ir z e s th e a u ht o r勺 o P i n i o n ?

hT
e b e s t t i t l e fo r ht i s p a s s ag e w o u ld b e

_
.

Th i s p as
s a罗 15 m o s t p or bab ly t a k e n

for m an

a rt i e l e e n t it l e d
“

hT
e s u

bj
e e t m at t e r o f th i s s e l e e t i o n 15

_
.

等等
。

解答此类考题时
,

不应被个别句子和生词所困

扰
,

而要注意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内在联系
,

从总体上

把握文章内容
。

就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而言
,

文章或段

落的主 旨通常 以主题句 ( oT p ic eS nt en ce )的形式 出

现
。

主题句通常都较言简意赅
、

意思完整
、

观点明确
,

而其他的句子都是围绕这一句话展开的
。

从位置上

看
,

在演绎类文章中
,

主题句往往位于文章或段落的

开头部分
,

开头就明确主题
,

然后展开讨论和说明 ;

在归纳类文章中
,

主题句多出现在文章或段落的结

尾部分
,

作为由具体事实引出的一般结论 ;有的主题

句位于中间部分
,

前面的句子都是铺垫
,

目的在于引

出主题
。

做这类题时要特别注意文章或段落的首尾

段
。

例一
: 200 2年 6月全真题中的第 so 题

:

W h at 15 ht e Pa s s ag e m a i吐 y a bo u t ?

A
.

hT
e pm e e s s of 脚 d u al m e m o叮 10 5 5

.

B
. ,

r ll e e a u s e s o f ab
s e n t一而

n d e d n e s s
.

C
.

hT
e im Pa e t o f ht e e n v ior n m e n t o n m e m o可

.

D
.

A w叮 o f e n e o d i n g an d re e a ll i n g
.

本题为主 旨题
。

语篇主题句为全文第一句话

丛Q丛
_ e p i s o d e s o f ab

s e n t一m i n d e d n e s s
一 of xre

tt i n g

hw
e re y o u l e ft s o m e ht i n 只 o r w o n d e ir n g w h y y o u

ju s t e n t e re d a or o m一are
e a u s e d b y a s im p l e la e k

旦里鱼丝旦些旦旦~
s a y s S e h a e t e r

. ”

Y o u
,er

s u v p o s e d to

er m e

lbn
e r s o m e th i n g

,

b u t y o u h a v e n ,t e n e o d e d i t

de e p ly
. ”

只要找准主题句
,

答对问题犹如探囊取物
。

答案 B
。

当然
,

这仅指通常情况而言
。

有的文章的主旨句

或主题句出现的位置是不规律的
,

而且
,

在某些文章

中根本就没有明确的主旨句或主题句
。

这时仅靠文

章中的位置去判断是不行的
。

考生必须凭借对文章

内容的总结与归纳得 出自己对其主 旨或主题 的理

解
。

掌握以下方法有助于考生把握文章的主题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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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

①表达主题或主旨的句子概括性高于周围其它

句子
。

②作者有意识地反复重复的观点通常是文章

的主题或主旨
。

③文章的主题句与主旨句 中往往有

某 些 文 字 提 示
,

e o n s e q u e n t ly
, s i n e e

如 : i n hs o rt
,

a s ,
t h e er fo er

er s u l t

th u s ,

how
e v e r ,

1 s u g g e s

tt/ h i n k/ b e l i e v e

_
,

I n ,

b u t
,

t h e

e o n e l u s io n t o b e d ar w n 15 Ob
v i o u s

等等
。

例二
: 200 1年 1月全真题中的第 35 题

:

hT i s p as s a ge 15 m o s t p r o babl
y at k e n

for m an

a rt i e l e e n t i t l e d
“

A
.

Een卿 C o n s e vr a t i o n

B
.

H o u s e B u i l d i n g C ir s i s

C
.

A i r P o l l u t io n I n d o o r s

D
.

T r a p s i n B u i l d i n g C o n s

trU
c ti o n

答案 C
。

主旨题
。

一般来说
,

在文章中出现频率

多的词
,

往往是表达中心思想内容的关键词
,

注意这

些词
,

就可能得到答案
。

浏览段落发现一些表疾病的

词 反 复 出 现
,

如
“ e y e s b u m e d

” , “
ht or a t… d叮

” ,

“
h e a da e h e s … e o u l d h ar dl y s l e e p

, ,

及
“ s t

anr g e i l l n e s s , , ,

而
“
fo mr al d e h y d e (甲醛 ) g a s i n ht e k i et h e n ”

使 我们

通过常识可知其为致病原因
,

后面两段连续 出现
“
idn

o o r a i r p ol l u t i o n ” , “
i n do

o r e vn ior n m e n t ”
, “ a

p o l l u ti o n s e ie n t i s t
”

及
“ t h e 卯 l l u t a n t s ”

等围绕 p o ll u t i o n

in d 0 0 sr 的信息词贯穿全文
,

可知文章讨论的主题是
“
A i r oP l l u ti o n I n d o

osr
” 。

在各种类型的提问中
,

提问文章主旨或主题的

题是应试阅读理解部分的难点
,

学会上面提到的分

析方法
,

及时把握住文章的主旨或主题是非常重要

的
。

而且
,

文章的细节部分—
用以阐述主 旨或主题

的论据
,

也应该是在把握全文 中心思想的前提下进

行总体分析与理解
,

因为总论总是服务于论点的
。

只

有这样
,

考生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

识
,

达到对文章的透彻理解
。

而对文章全面透彻地理

解是做对题的最可靠的保证
,

只有在把握全文后
,

考

生才能考察并掌握每个题的提问意图
,

在做题时出

现答非所问的现象是难免的
,

在做这类题时
,

可先放

到做完文章的其它题后再做
,

因为
,

对其它问题的回

答可以帮助考生更深刻地理解文章的主旨或主题
。

由此可见
,

掌握文章的主旨是理解并答对题的

关键
。

考生在平时阅读训练中应注意培养 自己分析
、

总结和归纳文章信息的能力
。

要做到浏览全篇后能

掌握大意
,

看完每段能抓住其主题句
,

并划出主题句

及段落中的关键词和短语
,

最后
,

通过对各段主题

句
、

关键词及短语和文章大意进行总结
、

归纳和分

析
,

达到对整篇文章中心的把握
。

.3 2 细节题

细节题是关于 S u p p o rt i n g D e t a i l s的问题
,

主要

考查考生对所读文章事实内容 的掌握
,

如时间
、

地

点
、

人物
、

数量
、

事件等
,

常以
“

WH一
”

形式针对文中

某一词语
、

句子
、

段落
、

数据或某事的具体情节提问
。

在大学英语四级阅读理解题中所占比重最大
,

涉及

面很广
,

比如
,

句子理解
、

数字计算
、

例证说明等等
,

相对来说较容易把握
。

但由于细节量大
,

位置不固

定
,

且大多说明一个主题
,

或多或少地存在相似性
,

因此考生有时候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找准正确答案
,

切忌通过 自己对某类知识的主观了解和认识作出想

象判断
。

常见的提问方式有
:

A e e o
dr i n g t o t h e P a s s ag e ,

hw i e h Of th e

fo l l o w i n g s
att

e m e n ts 15 utr
e ?

W l lat t im e doe s t h e a u ht o r t h i n k 15 ?

W h i e h o f t h e fo l l o iw n g 15 m en it o n e d i n th e

P a s sag e ?

W h y d o e s ht e a u t h o r m e n t io n … ?

hT
e a u t h o r m e n ti o n s al l o f ht e fo l lo iw n g

e x e e P t

hT
e s t at e m e n t s m a d e

场 ht e a u t h o r

aer b as e d

o n th e e v id e n e e
( ex

a m p l e / fa e t )
.

…

B y s e nt e n e e … th e a u ht o r m e a n s

_
·

等等
。

就议论文和说明文而言
,

作者通常在阐明旨在

论述或说明的问题后
,

运用一些细节来说明或支持

主题
。

这些细节可以是用来阐述主题的一些理由
,

或

是一些例子
、

数字
,

也可以采用定义或比较或对 比的

方式组织论据
。

因此
,

在做这类题 目时
,

考生应先通

读全文
,

对文章结构
、

主题和主旨有大致了解后
,

再

查找线索词
,

确定有关具体内容在上下文中的作用
。

同时
,

只有在把握住全文主旨或主题后
,

才能加快细

节的阅读速度
。

就文章的结构和提问的顺序而言
,

文章后面出

现的问题的先后顺序一般与文章的结构一致
,

这可

以帮助考生在做题时回查所需内容
。

另一类测试细

节的问题不易在文章中直接找到答案
,

考生应在了

解全文的基础上做些分析
、

推理
,

做这种题最有效的

方法是采用排除法得出答案
。

例一
:
200 2年 6月全真题中的第30 题

:

W e l e a
rn for m rh e t h idr p a ar 盯a p h t h a t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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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b s e n t 一m i n d e d n e s s te n d s ot o e e ur d u ir n g

c e rt a i n h o u sr o f ht e d叮

B
.

w o m e n a er v e yr e
ar efu l t o P e

for mr
a e t i o n s

d u ir n g ep ak p e ir o d s

C
,

wo m e n e
xP

e ir e n e e m ore pe ak P e ir o d s o f

ab
s e n t一而

n d e
dn

e s s

D
.

m e n ,s ab
s e n t一而

n d e d n e s s o ft e n er s u l ts i n

fu n n y s i ut iat
o n s

本题是细节理解题
,

文章第三段第二句
“

hT
e er

a p p e
ar t o be P e a k ep ir o d s i n ht e d叮 w h e n w e

aer
at ou

r az in es L ” ,

接下来的一句更具体地说明了这些

高峰期出现的时间
。

A完全符合题意 ; B说女性在这

段高峰期的行为很谨慎
,

是与文章内容相反 ;其余两

项文中未提
。

故 A为正确答案
。

为了迅速准确地捕捉到所需要的信息
,

考生在

平时的阅读训练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① 主题或主 旨与细节的关系是辩证的
。

找到主

题或主 旨
,

阐明主题或主旨的细节就容易理解 ;反

之
,

把握住了细节
,

再找主题或主旨也很容易
。

② 文章的细节并不是孤立的
,

细节与细节会相

互呼应
,

并与主旨或主题一起将文章组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
。

③ 把握文章的结构有利于做题时迅速查找所

需信息
,

以节省阅读和做题所花时间
。

.3 3 推断题

顾名思义
,

着重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总结归

纳能力
。

不但要求掌握文章所表达的字面含义
,

还要

掌握一定的逻辑判断能力及写作技巧知识
,

从作者

已经表明的观点
、

陈述的事实等出发推断出作者的

意图
。

与细节问题相 比
,

这类题的答案一般不会直接

出现在文章的文字里面
,

而且题目分量很大
,

难度

大
,

也是最容易失分的题
。

常见的提问方式有
:

I t e a n
be ifen err d/

e o n e l一l d e d for m ht e p as s ag e

ht a t

hT
e p a s s a罗 / a u ht or im p l i e s/ s u g g e s st t h a t

—
.

W h i e h o f th e fo ll ow i n g e a n b e ifen err d/
e o n e lu d e d for m ht e P a s s ag e ?

W ll i e h o f th e fo ll o iw n g e o n e l u s i o n s e o u l d b e s t

b e dawr
n

for m t h e P as
s ag e ?

W e e
an ifen

r

for m ht e P a s s a g e th a t ht e a u th o r

15
.

等等
。

推断类题型主要包括对作者意图提问和对写作

技巧提问
。

对于提问作者意图的问题
,

文字表面往往

没 与明显反映作者的全部意图
,

有些含义需要读者

从字里行 间去体会
,

通过 自己 的逻辑推理能力去判

断
,

通过上下文的连贯及文中相关暗示去明析作者

隐含的意思 ; 而对作者的写作技巧提问
,

既要做到从

细处着眼
,

又能从大处着手
。

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有

它的作用和 目的
,

都是为作者的写作服务的
。

有的是

下一层意思的铺垫
,

有的是上句话的结果
,

互相衬

托
,

互相联系
。

例一
: 200 3年 6月全真题中的第 25 题

:

W e e
an i fen

r

for m ht e p as s a罗 ht a t

—
.

A
.

e xt ar e u
示

e u lar
a e ti v i t ie s P or m o te e h i ld er n ’ s

i n t e ll ige n e e

B
.

mo
s t e h i ld er n w i l l t一l

rn t o er a d i n g w iht VT
s e t s s iw t e h e d o ff

C
.

e

ffe
rt s t o g e t k id s i n t e er s te d i n er a d i n g

h a v e
be

e n

frU iifu l

D
.

m o s t p a er n t s b e l i e v e er a d i n g t o be

be
n
ief

e ial to e h i l d er n

答案 D
。

推理题
。

可以通过最后一句
“
D , p iet

e
ffe ir s to g e t k id s m o er i n t e er s te d i n b o o k s ,

ht e

e h ild er n s p e n t j
u s t o v e r a n h o u r a w e e k r e a d i n g

.
”

中的
“
d es p it e ”

一词可知
“

父母们之所 以要努力使孩

子对看书感兴趣
,

是因为他们大都认为阅读有益
” 。

在做这类题 目时
,

切忌介人个人意见
,

尽可能遵循作

者的主观意向
,

了解文章透露的较全面
、

较准确的信

息
。

要注意区别文中的事实和意见
,

文章的主体和局

部
,

做到微观人手
,

宏观掌握
。

.3 4 语义题

此类考题重在考查学生对处于特定语言环境中

的单词
、

词组或短句的确切含义的理解程度
。

做这类

题时
,

需要考生掌握很大的词汇量
。

但是仅仅拥有很

大的词汇量不够
,

还需要考生有利用语法知识和根

据上下文推测词义的能力
。

因为阅读理解体裁多样
,

题材广泛
,

同一单词可能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或上

下文中含义不同
,

所以在阅读时一定要注意上下文
,

依据上下文确定其含义 (
e o n t e x tu a l m e a n i n g )

,

切忌

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
。

常见的提问方式有
:

B y “ … ” ,
t h e a u t h o r m e a n s

In P a ar
.

l
,

t h e a u t h o r u s e s “ … ” to er fe r

t 0

A e e o
dr i n g t o ht e P a s s a g e ,

w h a t 15
“ … ”

?

In li n e …
,

t h e

wo dr
“ … ” m e a n s

In l i n e …
,

t h e a u th o r u s e s t h e e x p r e s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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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o i n die a te

s aus e di n t his ps a
s age e a n be s te b

de i fe n ds a
.

等等
。

这类题目要求考生在上下文中判断出词或词组

的特定含义
。

因此
,

考生不应该仅根据字典里的词义

来选择正确答案
,

而应该在文章或某个特定段落的

上下文中
,

运用 自己对主旨或主题的理解
,

把握其特

定含义
。

应该指出的是
,

阅读部分的词汇题与其它部

分不同
,

它是以考试词汇或词组的方式来考查考生

对文章细节的精确理解
。

在做这类题时
,

既可以通过

表递进
、

转折
、

因果等关系的信号词来判断词义
,

也

可根据所考词的定语
、

其他修饰语
、

特殊标点符号

(如冒号
、

破折号
、

引号 )后面的内容 以及词后 的定

义
、

重述或实例理解其含义
。

例一
: 200 2年 12 月全真题中的第 23 题

:

In ht i s Pa s s ag e , “ o u t of s ihg t a n d o u t o f

m i n d
”

( U
n e s Z

,

P aar
.

3 ) p or b a b l y m e a n s

_
.

A
.

be i n g u n ab l e t o ht i n k P r o P e

vlr fo r lac k of

i n s ihg t

B
.

b e i n g t o tall y ou t Of t o u e h w iht b u s i n e s s at

h o m e

C
.

而
s s i n g o

pp
o rt u n i it e s fo r p or mo

t i o n

hw
e n

ab or ad

D
.

l e va i n g a ll e

aer an d w o

叮 be h i n d

语 义理解 题
。

从 文 中第 三段 第一
、

三 句 中

p or m ot io n s
oft

e n fo l l o w o r a c c o m p a n y an

as is gn m en t ab or ad 是对这一词组的解释
,

因为海外

工作可能伴随着提升
,

所以海外工作人员不再害怕
o u t of s ihg t

, o u t o f 而
n d

。

A项原文未提及 ; D说法

与上文gl ob al vil lag e 的说法不符 ; B是对表层语义 的

歪曲解释
。

故 C为正确答案
。

词汇是阅读理解的基础
,

词汇量大
,

阅读速度才

可能快
,

理解就可能更准确
。

要扩大词汇量
,

大量阅

读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

在阅读过程中
,

难免会遇到生

词
、

难词
。

有的学生花很多时间去查生词
,

结果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阅读速度
,

从而妨碍了对文章整体

意义的正确理解
。

因此
,

考生在平时阅读训练中不必

用词典查找每个生词
,

而应多培养 自己在上下文中

猜测词汇的能力
。

但这里也必须强调
,

有时很难猜出词的准确意

思
,

而且也存在着完全猜错的可能性
。

因此
,

考生切

勿过分依赖猜词
,

应注意扩大 自己的词汇量
。

词汇量

并非一 日之功
,

需要平时的 日积月累
。

.3 5 态度题

这类提考查考生能否从作者的言论或文章中某

些 观 点 当 中
,

了解 作 者 或某 人 对 某 事 的态 度

( a t t it u d e
)或格调 ( t

o n e )
。

领会作者的用意
,

体会作者

的心境
,

理解作者赞成什么
、

反对什么
,

这是一种更

深层次的阅读理解
。

一般而言
,

作者的态度与观点可

以通过文章主旨句和段落主题句等予 以判断
,

但有

时主 旨句本身就隐含在字里行间
,

需要综合上下文

信息及作者的措词才能辨别出来
。

常见的提问方式

有 :

W h a t 15 ht e ot n e o f t h i s P as
s ag e ?

W ll i e h Of t h e fo ll o w i铭 b e s t d e s e ir b e s th e

au ht o r 乍 to n e i n ht i s P as s ag e ?

W h a t 15 ht e a u ht or ,s a t tl t u d e ot w ar d

hT
e a u th o r ,s P u pr o s e i n 丽

ti n g t h e
aP

s s ag e 15

t 0

hT
e t o n e Of ht e P as

s ag e e a n b e b es t d e s e ir b e d

a S

H o w d o e s ht e au th o r s e e m to fe e l

hT
e

iwr
t e r/ a u ht or p or b ab ly fe e l s

等等
。

曲 o u t ?

ht a t

一般来说
,

解答这类题应从篇章的体裁着手
,

在

议论文中
,

文章的中心句一般暗示作者的态度 ;而说

明文中作者 的态度往往是客观的 (obj ec it ve )或中立

的 ( n e u t r a l ) ;在描写性文章中
,

因为其文章观点往往

不直接提出
,

而且作者写作时也常带有某种倾向性
,

所以
,

要求考生在读这种文章时要细心捕捉表达或

暗示情感态度的词或短语
,

捕捉那些烘托气氛
,

渲染

情感的词句
。

特别是从许多种观点中推测出作者的

观点
,

考生要注意文中出现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

因为引语中出现的观点一般都是说话人的观点而不

是作者的观点
,

而作者的观点一般用 in my vi e w
,

in

m y o p in i o n ,

Pe r s o n a ll y
,

1 t h i n k
,

1 h o ld等表现
。

例一
:
200 3年 6月全真题中的第40 题

:

hT
e a u ht o r 乞 at t it u d e t o w a r d s ht e

j
u d g e

’

s

ur li n g e o u ld b e d e s e ir be d a s

_
.

A
.

d o u b t fu l B
.

e a u t i o u s C
.

e ir t i e a l

D
.

s u P Po rt i v e

答案为D

本题是一道观点态度型问题
。

短文大意是
:被收

养的孩子是该跟着亲生的父母还是应该留在养父母

的身边 ? 本文报道了一则法庭的判决
,

一名名 叫

iK m b e lr y的小孩因出生时被抱错而在养父家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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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
,

而未曾与亲生父母生活过
。

法庭判决生身父母

没有权利要回孩子
。

法庭判决的依据引起人们的一

些思考
:

究竟是血缘关系重要还是孩子 自身的利益

更为重要 ?

本段的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 明了作者的观点
。

作者认为亲生的父母并不见得就比养父母强
,

亲生

的父母也不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利而剥夺孩子的权

利
。

这与法庭的判决是相一致的
。

例二 : 200 2年 12 月全真题中的第 21 题
:

W ll a t 15 t h e a u t h o r ’ 5 a t t it u d e t o w a
dr h i gh一 t e e h

e o m m u n i e a t i o n s e q u iPm e n t ?

A
.

C ir t i e a B
.

P erj
u d i e e d C

.

In d iffe
r e n t

D
.

oP
s i t i v e

答案 D
。

这是一道观点态度型间题
。

本篇为议论

文
,

阐述外语在贸易往来中的重要性
。

首段谈到传

真
、

电话
、

卫星等先驱进通讯手段使国家间的距离短

了
。

并且人类
“
b e n e if t for m (得益 ) t h i s h i g h一 te e h

”

及

文中的he lp
,

su p oP rt 等词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态度是

肯定的
。

值得一提的是
,

如果词汇量不够
,

对于选项中所

给的词不认识
,

这样即使考生能领会到作者的态度

却无法选择
,

所以考生首先要对这些表感情态度的

词有所熟悉
,

这样才具备做题的基础
。

总之
,

阅读理解是英语四级考试的关键
。

阅读理

解能力的提高更需要考生有较扎实的语言基础
,

有

足够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
。

同时平时还须多做阅读

练习
。

阅读题材要广泛
,

如人物传记
、

科普知识
、

社会

文化背景
、

新闻广告
、

英文报刊杂志等
。

阅读的体裁

也要广泛
,

如说明文
、

议论文
、

叙述文
、

应用文等
,

同

时应注意阅读速度
。

在此基础上
,

如能掌握科学的解

题思路与分析方法
,

即阅读技巧和应试技巧
,

那么要

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阅读理解部分取得高分是完全

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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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 业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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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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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高等英语测 试中的 问题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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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28 页 )会
,

这必将给社会带来麻 烦
,

如果孩子受

不到教育
、

得不到温情
,

他将来如果变坏
,

即必将给

社会来危害
,

同时解决了这个黑社会头 目的后顾之

优
,

他也能安心伏法
,

努力改造
,

将来不会再危害社

会
,

这即是体现人性化
,

其实也是这位局长长期的职

业思想素质的表现
,

在他看来这已是他的责任了
。

如

果影视作品都能象这样塑造好典型公安人员 的心

灵
、

思想
,

那么不仅对人民群众有所教育
,

而且对公

安队伍本身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启迪作用
。

我想要塑造好公安干警的典型形象
,

我们的作

家
,

作者必须要熟悉公安生活
,

深人公安战线
,

切实

体验公安斗争生活的丰富多彩
。

只有真正深人公安

战线的斗争生活
,

才能写 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公安工

作的好作品
,

塑造好典型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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