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基础不是很好的同学，可选择中英双语版本的书籍。

§ 顺序：先读英文再读中文，最后再回到英文版本。

§ 原因：如果说你先读了中文再读英文的话，大脑会省去了一个思考理解以及逻辑猜词的

过程。克服阅读障碍，加大一点训练的难度才能更快的进步。



阅读中：查词三原则

阅读后：整理和重复





科学选书绝对是原著阅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根据词汇量和认识程度科

学合理的选书后，书本内容适合自己，难度也可以接受，对于阅读中思想和词句的障碍

都会比较少。

但是也不排除，实际上阅读起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打开第一页，你将会遭遇这样的一段充满生词的页面。这时查不查词呢？当然查！

§原则一：阅读过程中，以阅读体验为先。



§ 当生词影响你的阅读理解，甚至重复出现，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要以最便

捷的方式查词、记录，并带着意思迅速回到阅读中。因为在这个时候连贯的阅读体验最

重要。

§ 如果是用电子书或电脑阅读的话用内置软件的查词功能迅速知道词语的意思，再结合语

境理解，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读了。如果是纸质书则可以选择手机词典快速查词。



 《太阳照常升起》开篇 

   Robert Cohn was once middleweight boxing champion of Princeton. Do not think that I am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at as a boxing title, but it meant a lot to Cohn. He cared nothing for boxing, in fact he 

disliked it, but he learned it painfully and thoroughly to counteract the feeling of inferiority and shyness 

he had felt on being treated as a Jew at Princeton. There was a certain inner comfort in knowing he could 

knock down anybody who was snooty to him, although, being very shy and a thoroughly nice boy, he 

never fought except in the gym. He was Spider Kelly's star pupil. Spider Kelly taught all his young 

gentlemen to box like featherweight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weighed one hundred and five or two 

hundred and five pounds. But it seemed to fit Cohn. He was really very fast. He was so good that Spider 

promptly overmatched him and got his nose permanently flattened. This increased Cohn's distaste for 

boxing, but it gave him a certain satisfaction of some strange sort, and it certainly improved his nose. In his 

last year at Princeton he read too much and took to wearing spectacles. I never met any one of his class 

who remembered him. They did not even remember that he was middleweight boxing champion.



§ 打开新书一定不要被生词吓跑，书籍开头部分的背景描述文本中的动词、名词、比喻手

法是小说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阅读时的难点，需要克服。

§ 再往后翻几页，你会发现生词数骤然减少。

§ 原著小说之所以能作为英语兴趣培养、能力锻炼和词汇积累的方式，就是信息含量相对

分散，穿插各种情节，可以很好的调节生词带来的压力。





§ 在完成了书籍开篇的阅读后，就要按照阅读单位来查词。

§ 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制定阅读单位。

§ 如果阅读基础薄弱，可以以2-3页为一个阅读单位。

§ 如果基础较好，可以以5-10页甚至是一个章节作为阅读单位。

§ 在实践中可以不断对阅读单位进行调整。



§ 在完成一个阅读单位的过程中：

§ 在尽量不影响阅读体验的前提下，第一遍不要查单词，不要关注语法，也不要追求完全

准确的理解。能不受阻碍地顺畅阅读才能培养出好的读书习惯。

§ 将严重影响理解的词语标记出来，方便后面的查词。

§ 同时，尽量根据你会的词语，结合着上下文和你已有的知识体系拼一拼凑一凑，再用逻

辑把他们串起来。一定要打破自己害怕单词语法的心魔。



§ 逻辑猜词的方法

§ 1.根据图像大胆猜测。有些书籍中有配有插图，此时根据图片进行猜测，不要总是担心自

己猜的不准确，即使错了回头查了词再改过来就可以。请大家记得，从心理上，建立阅读

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会大幅增加你的阅读主观能动性。

§ 2.利用语境猜测词汇含义 

   语境，或上下文线索，context clues，是阅读原著相较于背单词表的有利之处。联系上下

文，在语境当中努力地作出一些符合逻辑的猜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阅读理解过程，很多

母语为英语的小朋友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提升词汇量的。而通过上下文线索推断词义的能

力也是各种英文考试的考查重点之一。 





    Once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I saw a magnificent picture in 

a book, called True Stories from Nature, about the primeval 

forest. It was a picture of a boa constrictor in the act of 

swallowing an animal. Here is a copy of the drawing.

In the book it said: "Boa constrictors swallow their prey whole, 

without chewing it. After that they are not able to move, and 

they sleep through the six months that they need for 

digestion."



上下文线索包括：

1. 同义线索（and, or等并列词连接）

2. 反义线索（but, while等转折词连接）

3. 补充线索（下定义，举例子，解释说明等）

4. 内容线索（小说情节，人物性格，心理活动，具体话题等）

一定要利用阅读小说的机会培养和练习在语境中理解词义的能力。



§ Alice saw another door, a door that was only forty centimetres high. The little gold key 

unlocked this door easily, but of course Alice could not get through it—she was much too big.

§ 这一选段出自书虫系列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我标出了初级学习者可能不熟悉的单词，但通过

语境可以去猜测。比如centimetres，我们可以看到forty centimetres high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door“门”的，数字forty四十，high表示“高”。“四十…高”不难猜出centimetres应该是一个单位，

我们继续往下看。后面gold key金钥匙，拿着钥匙应该是要开门，所以不难猜出unlock是“打开”。

之后出现的转折词but是反义线索，说明门虽然开了但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这里的get through

很多同学又觉得不太理解，继续往下，she was much too big，“她（爱丽丝）太大了”。通过逻

辑分析，我们大概就能想到，应该but说的问题就是进不去这道门了，get through的意思也就大

概能判断出来了。最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看centimetres这个单位，因为“门很小”，所以应该是个

比较小的单位，再联想一下我们的数学知识，发现“厘米”单位缩写cm好像和这个词还真有点像。

这样就是整个阅读理解的过程了。



速读的查词原则：

§ 1.重复出现，影响理解，或者说造成了你阅读障碍的词汇（只出现一次不影响整体阅读

的词一般不用查，会比较浪费时间，精读训练除外）

§ 2.明显的人名地名一般不太用查（除非影响阅读体验或你想更多的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





§ 当然这样“查词”并不是全部。

§ 在阅读过程中除了一看就是生词的单词，还会存在隐藏的敌人：你认得但是却理解不通

的词汇。

§ 阅读中要特别注意自己学过的词的其它含义。我们在口语课中讲过很多万能词，在阅读

时要特别注意一些熟词比如简单的介词，动词，比如to, by, on, for, into, come, go等等

的用法和含义。如果发现自己知道的意思解释不通时，在书上划出来，在一张纸上写下

来，夹在对应的页码中。然后在30分钟至1小时的阅读后，这也是你要着重攻克的词汇。

此外在阅读中还要留意词组和地道的表达。





§ 系统的整理自己的生词是阅读英文原版书籍提升词汇量的关键：

1.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使用纸质词典，而且要有英英或双语解释，同一个词多翻几次印象

会非常深刻。

2. 要有针对本书的生词本，当然电子笔记本也可，要根据自己舒适的方式进行。在记录

词的同时，可以将书籍中的原句也一并记录，帮助日后联想复习记忆。

3. 每个阅读单位中选5-10个重点单词，将其发音，词性，搭配，例句，词根词缀都查记

清楚，作为写作和口语的输出力量。



§ 多于能力较强的同学，在总结重点单词时推荐加入单词的词源和搭配：

§ 有一些词典（如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不仅有英英的解释，还会有对于单词

词源的解释，并给出常见的搭配方式。这种查阅方式虽不如英中词典快速，理解这一两

段词源甚至可能会比你读中文解释多花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但是在面对多义词时，弄

明白这两行字，能够帮助你抓住这个词的内核，提纲挈领，你就可以像抓住葡萄藤一样

拎起一串葡萄了。









§ 最最有效的记忆方法：重复，重复，再重复。

§ 记录好的生词本可以放在身上，在地铁上、上课前、睡觉前等边缘时间多看多复习。可

以在单词前画“正”字来记录自己的复习次数，也就是熟悉程度。同时，你还会在原著阅

读中一再碰见他们，一回生两回熟，他们慢慢的就会变成你的挚友了。 



§ 同学们一定要善于使用能帮我们提高效率的各类手机应用，为自己创造阅读环境。

§ 比如在线阅读的功能，可以在任何空闲的时候拿出来读，并且很多英文阅读软件都支持

屏幕取词和单词收藏功能，只要点击词语，它的意思和读音马上就会出现在屏幕上，这

比起手动的查字典肯定是要省去很多时间。

§ 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在阅读过程中见到不会的词就去点，要记住读书时候思考的过程。把

文字转化成意义的过程才是我们阅读中最重要的。



了解查词方法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 当人在流利阅读时，大脑主要在同时做以下四件事：

1. automatic word recognition     自动识别单词

2. syntactic parsing     句法分析

3. meaning formation    意义组合

4. text building comprehension    文本结构理解

§ 这些动作的完成时间非常短暂，并且叠加发生。

§ 有研究表明，以上四件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0.24秒之内。



§如何扎实我们的基本功，才能达到英文的流畅阅读呢？

§我们把阅读的基本功的五个层级来进行逐一剖析。



§ 定义：可以称它为图形识别能力。即graphic form。

§ 举例：当你在机场看指示牌，找登机信息时，就需要用scanning。初级阅读考试中的快

速读题找答案就属于这一类别。

§ 特点：功利性强，耗时短，不占用长期记忆。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比如去车站坐

车，去景点买门票，去超市购物等，都需要scanning，来快速找到想要的信息。



§ 定义：building a quick understanding，即囫囵吞枣式的了解，get main idea of text。

§ 举例：读新闻，报刊杂志等内容时，对于核心信息的快速摄取。不追求细节的完整度。

§ 特点：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文章大意。在考试中，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文章主要

内容，但是要想答对细节类题目，例如细节题、引申题、推理题等，各种技巧的帮助并

不大。只是可以帮助学生做文章主旨题。



§ 定义：在阅读过程中，大脑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不断把新知识和已有知识联系起来，

把新的信息点编织到固有的知识网络当中，建立一个框架。

§ 特点：一边阅读一边建构体系的方法，虽然速度慢，但是长期记忆效果非常好。

§ 应用：阅读知识性的文章。可以绘制思维导图，在帮助自己吸取信息的同时，视觉化自

己的固有知识架构，把新知识纳入到已有的系统里。



如何建立体系，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网络？

§ 1. 找因果关系 cause-effect

§ 在阅读时，找找新知识和已有知识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产生联系，才能把新知识植入

原有知识框架，进行扩展。

§ 2. 对比与比较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 阅读时，注意新旧知识之间的对比。例如讲英国的议会制度时，可以复习一下美国的议

会制度，比较相同和不同点。

§ 有了以上三个层级的能力后，就可以搭建更复杂的建构。即第四层级和第五层级。



§ 大部分阅读者只实现了前面的三个层级。

§ 如果你想要阅读能力有本质的提高，就要着重思考一下后面的两个层级。



§ Evaluate 评价

§ Prioritize 优先

§ Select  选择

§ 在每篇文章当中，把固有frame综合起来，经过评价、优先、选择，把新信息糅合起来，

建立新的框架。



§ 1. Preview Knowledge 以往的知识

§ 2. Belief System  认知体系

§ 3. Preference  偏好

§ 4. Subjective  主观理解

§ 5. Emotion, Attitude  情感态度



§ 每个层级的阅读活动，越往后走，越需要读者的时间积累，也会更多加入读者的主观因

素。一个人的积淀开始对阅读的深度和效率起到更大的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都会在阅读中建立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促使你进行更多的思考。

§ 在这里要提醒同学们，读原著不要完成沉浸在故事里。你需要理解词汇、句子结构，同

时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理解深层含义。而深层含义的解读需要对词汇，句子

结构精准的把握。

§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知识的构架和信仰系统的稍有偏差，因此，每个人在和文本的

互动过程中，产生了绚丽斑斓的想象。这也就是阅读的动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