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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本文对 199 0 ~ 200 1 年以来的 T〔. 试卷中的语法试题构成进行了分析
,

并通过实例介绍了答题技巧
。

旨在

帮助英语学生更轻松的通过 TE M
。

从而提高我系的过级率
。

〔关键词IT印
;

大纲
;

试题构成
:

答题技巧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一
、

T EM语法试题分析 通过对 l望珍ee Z(X) 1年的TE M试卷的语法试题分析发

1
.

兀M 试卷的构成 现
:

语法试题测试的内容越来越全面
、

复杂
。

重点考查

TE M 试题是根据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 学生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

这几年
.

我们一直把由上

纲》 (以下简称《大纲》)编写的
。

它由六个部分组成
:

海外文教育出版社出版
,

朱嫣华主编的 《高校英请专业
1

、

写作
。

2
、

听写
。

3
、

听力理解
。

4
、

完形填空
。

5
、

语 四级考试指南》作为我们复习用的首选资料
,

这本书是

法及词汇
。

6
、

阅读理解
。

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

试卷满 19 99 年编写
,

19 9 9 年重新印刷
。

在这本书中
,

作者以全

分为 100 分
。

语法和词汇在第 5 题
,

由 25 个选择题材构 真模拟试题的形式编写了 10 套练习
。

每套都有 巧 道语

成
。

这道题占分的 巧%
。

语法和词汇各占 7 j %
。

法试题
。

我对这 5O 道题进行了分类
。

共分为关于动词的

2
.

测试要求 非限定形式
、

固定句式等 lO 类
。

因为这套试题是根据 (大纲 ) 而编写
,

因此
,

包含 第一类是关于动词的非限定动词
,

共有 44 道题
,

每

了 (大纲 ) 中一级至四级的语法项 目
。

作为一名英语学 套平均有 4 .4 道
。

生
,

如果要想通过 TE M 考试
,

就必须掌握如下一级至四 第二类是关于固定句型
。

每套平均有二道题
,

共有

级的内容
。

(本文摘 自 (大纲 ) 第 6 页 )
。

加道题
。

第一级
:

能识别词类
,

区别名词的可数性和不可数 第三类是关于连词与名词从句的搭配
,

共有 巧 道

性
、

可数名词的单
。

复数形式 ; 基本掌握各种代词的形 题
。

每套平均 l一 道
。

式与用法
、

基数词和序数词
、

常用连词和介词
、

形容词 第四类是情态动词和虚拟语气
。

其 巧 道题
。

每套平

和副司的句法功能
、

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构成及基本句型
、

均 15 道
。

冠词的一段用法
:
了解动词的主要种类

、

时态
、

语态及 第五类是关于冠词
,

共有 11 道题
,

每套平均 l-l 题
。

不定式和分词的基本用法
、

句子种类
、

基本句型和基本 第六类是关于限定词
,

共有 10 道题
,

每套平均 l

构词法
。

题
。

第二级
:

掌握主谓一致关系
、

表语从句
、

宾语从句
、

第七类是关于倒装句
,

共有 9 道题
,

每套平均 0- 9

定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等句型
、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有用 题
。

法
、

动词不定式和分词的用法
、

各种时态
、

主动语态
、

第八类是关于介词
,

共 8 道题
,

每套平均 0- 8 题
。

被动语态和构词法
。

第九
、

十类是比较句式和动词的限定形式各有 6 道

第三级 ; 熟练掌握主语从句
、

同位语从句
、

倒装句 题
,

每套平均 0. 6 题
。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出
,

朱嫣华认

和各种条件句 ; 初步掌握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衔接手 为动词的非限定形式以及固定句式是最重要的
,

其它部

段
。

分的内容几乎做了平均分配
。

可是从 199 9 - 200 1 年几M

学生在第 4 学期参加考试时
,

已学完了语法课程
,

的试题分析
。

我们发现
:

这三年的 TE M语法试题都更注

掌握了 《大纲》中要求的语法项目
。

如果学生们能针对 意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

即
:

更加注重 《大纲》

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诊断性的练习
,

并通过模拟试题 中第四级的要求 ; 注重从句和连词的搭配
,

以及句式的

掌握一定的答题技巧
,

那么
,

获得理想的分数应该是不 应用
。

在 200 】年的 TE M 试卷中更注重句子与句子间的

难做到的
。

衔接
。

3
.

语法试题构成分析 在 】9 99 年的 ,I’E M 考试中
.

有 12 道语法题
,

从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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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52 题
。

在 Z lxXj 年的TE M 考试中
,

也有 12 道语法题
。

从 41 题一52 题
。

在 2 00 1 年的兀M 考试中
,

也有 11 道

语法题
,

从 41 题一51 题
。

下面
,

我们对这三年来的 35

道题进行分析
。

这 35 道题主要集中在 5 方面
:

第一类 ; 各种连词与从句的搭配
。

这些题从连词的

选择
。

从句的顺序
、

种类等方面进行测试
。

包括 199 9

年的 4 2
、

45 题
。

2以刃年的第 4 1
、

肠
、

4 7
、

50
、

5 1 题 ;

200 1 年的第科
、

45
、

46
、

49 题
,

共有 12 道题
,

超过了

三分之一
。

第二类 ; 关于句式
。

这一部分包括各个语法

项目中的特殊句式
。

包括 19 99 年第 41
、

44
、

46
、

47
、

50
、

5 1
、

5 2 题
,

2 以X〕年的第 43
、

44
、

45 题
。

2田一年的

48 和 51 题
。

共 12 道
,

也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

第三类 ;

动词的非限定形式
。

如 1999 年的第 45 和 49 题
,

主要考

查动词不定式一
ing 分词

,

以及一司 分词的句法功能以

及与动词或名词等的搭配
。

第四类 ; 关于动词的限定形式
,

如 2以犯 年的第 48

题和第 49 题
。

以及 1 999 年的第 43 题
。

第五类 ; 关于句子的衔接
。

主要考查各种词与句子

的搭配衔接
。

如 200 1年的第 4 一
、

4 2
、

4 7 题
。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

TE M 中的语法试题不再

注重单一内容的考查
:

如冠词
,

限定词
、

代词的用法等
,

而是越来越注重各个语法项 目的综合运用
.

从过去以词

为主体转为现在的以句子为主体
。

这就对我们的学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

在答题时
,

就应考虑到各个因素
,

稍

微一疏忽
,

可能就会导致错误
。

二
、

TE M语法考试答题技巧

要想取得好的分数
,

必须熟练掌握语法规则
,

掌握

每个语法项目的内涵
。

在 TE M 考试中
,

应仔细看清每个

句子及选项
,

还要兼顾人称
、

数
、

时态
、

语态等
。

下面

我们以 19 99 一200 1 年的 TE M 试卷中的原题
,

以前面分析

的五种类型
,

分别举例来分析
。

1
.

关于
“

从句与连词
“

Aft e r
se

e m etl an
e n山ess w ai t ,

it w as h e r t

um
to en te r th e

件rs o n n e l m
ana 罗

r , 5

Offi
e e

·

A
、 th a t B

、

th e re C
、

w hat D
、

it (2(X X) 年 T E M

试题 )

在 aft
e r

引导的从句中
,

缺少主语
,

并且缺少引导名

词性从句的句子
。

由于缺少主语
,

所以不能用 d 曰to

li 不能引导从句
.

所以 D 也不对
,

山, 也不能引导

从句
.

所以正确选项是 C
。

这道题即考查了顽巴作为介

词的用法
,

又考查了名词性分句的连词的用法
。

2
.

特殊句式 ;

I‘ 15 n o ‘ 50 m u e h ,h e lan , 鳃
e

一一一少
e c讨加口l

ba
e k脚

u n d that m ak
e s the l朋k d汪n e ui r to u n de 脂tan d

.

A
、

bu t B
、

fo r C
、

as D
、

li ke
( 2仪犯 年 T EM 试

题 )

这道题考查的是比较等级中的一个特殊句式
‘

、ot so

m u
ch

,

二 as
”

的用法
,

如果学生没掌握这个句式
,

这道题

就无法做
。

正确答案是已因为 no t 50 m uc h. 二as 相当于

less ⋯山即
。

这句话的意思是
: “

与其说是语言
,

不如说

是文化背景使这本书难懂
” 。

3
.

关于动词的非限定形式

肠
e Ch 浅s 卜a , e n ’t d忱id ed 州 w h ie h hot e l

A
、

to s ta y B
、

15 to Sa y C
、

to sta y a t D
、

15 fo r s tay in g

( 1 9望)年 T FM 试题 )

这道题考查的是不定式与名词的搭配关系
。

在不定

式短语W hi s h ho te l

—
中

,

h o te l与 to s

tay 是动宾关系
,

所以 t。 s ta y后的介词 at 一定不能省略
。

正确的答案是 C
。

4
.

时态

ir y
our Car

_
胡y att

e n o o n d u d n g th e fi rs t lZ

m o n ths
.

A
、 shall

n
ee d B

、 sh o u ld n e

ed C
、

物
u ld n

ee d D
、

w iU n 以对 ( 19 望)年 T E M 试题 )

这是一个真实条件句
,

If 引导的条件句中 (一 )可

以用 w ill
,

这时 衍n 表示意愿
。

显然
。

在这里是讲不通

的
。

因此 D 不正确
。

(二 )可以用
s h耐d 无论主语是任

何人称或数
,

一律用
s

肠ul d 表示可能性
。

而主句时用祈

使句
,

一段将来时或过去将来时
,

所以正确答案是 B
。

5
、

句子切接

E v e n as a

gi rl
,

—
住0 be hear l流

,

即 d thea te r

au die n c es w e化 to l犯 her l璐t tea
e h ers

.

A
、

伴而丽 in g 场 Mel issa w e re

B
、

it was 为阳w n t抽t Meli ssa
’ s

伴d b加an
e e s w e re

C
、

K幻 o w ing th a t M e lis sa
’ s
伴ifo rm an

c es w e re

D
、

Meli ssa kn ew
tha t 伴d b m

. in g
was

(2 00 1 年 TE M 试题 )

这道题是一个典型考查句衔接的题
,

在 Ev
e n as a

gi d

中的逻辑主语是 Meli
s
sa

,

如果逻辑主语是主句主语
,

逻

辑主语可省略
,

所以主句的主论应是 Meli ss a ,

选项中只

有 D 的主语符合
,

所以 D 是正确的答案
。

以上我们只分析了 5 道语法题
。

其实每道题都有自

己特殊的地方
,

我们需对每一道题进行充分的分析
。

所

以必要的训练是分个开朗
。

建议参加 TE M 考试的同学在

熟练掌握各个语法项 目基础上
,

多做一些练习
,

多分析
,

多总结
。

这样一定取得良好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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