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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攻略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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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奪分技總透視

在深入討論英文閱讀策略之前，請讀者先回想一下傳統的英文閱讀方式。一

般都是拿到原文書之後，便自第一行開始逐字地看，中間遇到生字就停下來翻查

字典，在將中文意思寫上去後，再看下一個句子；看到下一句又遇到生字，於是

只好又停下來查字典。就這樣，從打開書本起，光看前面兩句外加查字典和寫中

譯的時間就花了數十分鐘，再繼續看個三五句就心生厭倦了，心想不如將書本闔

起來，去書局買本中譯本來看還比較有效率！這種情形對大部分讀者而言是否很

熟悉？

的確，我們從小時候學看書開始，就是逐字在「處理意思」的，那是因為小

孩學習閱讀另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學認字，而且孩童所閱讀的資訊還不是很多，

所以逐字地看文章似乎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但是當我們長大了之後，要看的文章

變長了、種類變多了、內容變深入了，若仍使用「逐字閱讀法」（再加上還要在

心裡英翻中）閱讀文章，便會導致速度慢、理解不足、有看沒有懂⋯⋯等問題接

踵而來！換句話說，面對生活中與職場上篇幅長、種類繁、內容艱深的文章，靠

「逐字閱讀加遇到生字就翻閱字典」這一招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採取更有效率的閱

讀方法，才有可能應付公司或日常生活中排山倒海而來的文章與資訊。

那麼，面對一篇長篇的英文文章時，在不能逐字看、不能查字典、不能頻頻

英翻中的前提下，要怎麼做才能增加效率進而提升整體閱讀能力？在接下來的討

論中，筆者將從六個角度來窺探一篇文章的究竟，這六個關鍵分別是：掌握文章

架構、掃瞄要點主旨、找尋細節資訊、推論言下之意、替換同義字彙與基本數字

演算等，而 New TOEIC 閱讀部分的考題也正是由此六個面向出題的。請看以下
範例文章。（此篇範文取材自網路文章 May, 2017 / www.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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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篇／多篇文章閱讀策略 

 文章與題目之數量分配
2018 年在台灣最新改版的 New TOEIC 考試之最後一部分「文章閱讀理解」

共有 54 道題目。單篇文章十篇、雙篇文章兩組，另新增三篇文章三組。單篇文章
出 2∼ 4 題不等，雙篇與三篇文章每組固定問 5 題（見下表），而問題的順序通
常會依照文章的順序，因此建議應試者就順著文章與題目順序作答，不要以跳躍

式的方式漫無目標地尋找答案。

Part 7 文章閱讀理解

單篇文章 10 篇 每篇 2∼ 4 題不等

雙篇文章 2 組（共 4 篇文章） 每組 5 題

三篇文章 3 組（共 9 篇文章） 每組 5 題

單篇文章題長度由短篇增長為中等與較長的篇幅，內容大致上偏生活化，多

取材自日常溝通或辦公場合內會用到之短文，並不會出現特別冗長或須具備某種

特殊商業背景知識才可回答的內容。雙篇文章題之間會有關連性，可能是「招募

廣告」搭配「應徵信件」，「客戶詢問報價」搭配「廠商回覆報價單」，或「客戶

抱怨信件」搭配「客服經理善意回應」等類型。而新增的三篇文章題的關係則再

稍微複雜一點，可能是「新聞稿」、「客戶意見函」再搭配「公司回應」，或「研

討會邀請函」、「報名表單」再搭配「主辦單位報名費繳交提醒函」等組合。當

然，新題型三篇文章題之複雜度可謂不低，要搜尋出正解須發揮更高的理解力，

且應保留更充裕的答題時間，否則很可能陷入因時間一分一秒流失卻找不到答案

而心生焦慮的惡性循環。

 時間掌握的策略
New TOEIC 閱讀測驗的時間為 75 分鐘，在很快地做完文法選擇題與克漏字

題後，時間的分配上最好預留 40∼ 45 分鐘來完成單／多篇文章理解題，否則極
有可能寫不完。多數應試者之所以對文章閱讀心生恐懼、作答速度過慢，絕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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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癥結在於字彙量不足；導致對題目用字感到陌生，當某單字在文章中換個字表

達就看不出意思了。若是如此，建議應試者在準備考試時，應盡力增加單字與其

「同義字」的量，方可加速看文章的速度，並節省下理解題目與文意的時間。

另一方面，若單就「考試技巧」而言，其實文章中並非每一個字的重要性

都一樣，有的單字是可以用來回答題目的關鍵字，有的單字則否，不懂其意思也

不會影響理解的字，看不懂也沒關係。因此為了節省時間，應試者應將焦點放在

「足以回答題目的關鍵字」即可，而非試圖費時處理所有的單字與資訊。

 多篇文章的關連性以及答題線索分佈
針對處理「雙篇文章題」與新增的「三篇文章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將文

章之間的「關連性」看出來。在釐清文章之間的關係後，再著眼於各篇文章欲傳

遞的要點主旨。接下來的技巧便是要一邊先看題目，一邊回顧文章尋找可回答題

目的關鍵字。雙篇／三篇文章題的題目通常比單篇的題目變化較多，也就是說，

答案線索可能出現在兩篇／三篇文章之間兩三個不同的地方，故覓得正解可能較

耗時。因此建議最好多預留點時間（約 15∼ 20 分鐘）來處理多篇文章題組。

為了在有限的時間內迅速地找到答案，與其想要達成「將文章看完並看懂再

來作答」之不可能任務，倒不如運用一些簡單且有效的「答題技巧」，其報酬率

還比較高。（許多應試者都想要將文章一字不落地看完，還一邊在心裡翻譯中文

意思，然後才去看題目，再來來回回找答案。但這些考試文章、信件等都是虛構

的，想要完全看懂的意義何在？）回答長篇文章閱讀理解題，最重要的是：在茫

茫字海中判斷出文章最精要的主旨，當題目問到細節時應「立即聚焦至相對應的

資訊」上，其他不相關的訊息便無須多花時間去處理。接下來筆者將針對掃瞄文

章之訣竅，並依問題類型討論各種不同的實戰答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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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題型與解題技巧2

2018 年改版的 New TOEIC，除了既有的六大題型之外，還新增了亦出現於 
TOEFL iBT 的 “Insert Text”「插入句題」，這些題目類型詳列如下：

1. Main Idea（主旨題）
•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ssage?
•  Why was this letter written?
•  The main idea/topic/point/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

2. Positive Factual（正向問細節題）
•  Who? (Who wrote the memo?)
•  What? (What is one problem with the management?)
•  When? (When can visitors see the exhibit?)
•  Where? (Where will the meeting be held?)
•  Which?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included?)
•  Why? (Why was the call made?)
•  How? (How do people to raise money?)

 解題技巧 

無論單篇或多篇，多數文章所搭配的第一題極有可能就是「主旨題」。想當然爾，

「主旨題」即詢問「該文章主要內容」為何，而應試者應將注意力放在掃瞄文章的

首句或標題，通常是字體加大、加黑、加粗之處，藉由這些重點來瞭解整篇文章之

主旨。

再來就要注意每篇文章的第一段、第一句、第一行。英美人士寫文章或談話通常是

比較直接的，不會以迂迴的方式表達，故通常一篇文章之重點在「文章最開頭」的

地方就會被提及。而且文章作者要傳達給讀者的「主要訊息」大都簡短明瞭。因

此，為了節省時間，請應試者不用將整篇文章都看完才回答題目，而應該在大約掃

瞄到標題，閱讀了第一段首句內的關鍵點而掌握主旨之後，就試著回答第一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