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语从 5.5 到 7.5，一个多月里我经历了什么？！ 

 

我的雅思备考周期几乎到了一年，前前后后总共考了 6 次雅思，期间上过各种课也买过

各种学习资料，看过各种学习心得等等，最后逐渐形成了适合自己的学习体系。 

 

 

我第一次考试是两年前的一次裸考，当时纯属是陪朋友去考了一次，记得那时候总分是

5.5，L5 R6.5 W5 S5.5。现在出于留学的刚需，所以必须强势从攻略上和实力上把雅

思成绩提上来。 

 

 

最紧锣密鼓地全身心准备雅思其实也就是 17 年底到 18 年初的这几个月。2018 年 1 月

20 日我参加了一次雅思考试，各科成绩分别是 L8 R7 W6.5 S6，其他三科经准备和复

习已经到达理想成绩，可是口语却提升不是特别明显。 

 

 

 
 

2018 年 3 月 3 日我又进行了一次雅思考试，成绩分别为 L6 R7 W6.5 S7.5（大家忽略

这次的听力成绩，答案抄错位了）。 



 

 

 
 

其实最近一直有人问我这一个多月我的口语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也感谢雅思哥平台再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口语方面的学习方法，这作为一种分享需要大家根据自身情况取其精

华，取其糟粕，最终形成最适合自己的最高效的学习方式。 

 

 
一、报班学习 

 

跟班的集体学习我觉得是需要的，一个是对自己学习的一个督促作用，另一个也是有老

师可以答疑甚至是尽行一对一的纠正。 

 

 

1 月 19 号那天考完口语我感觉自己应该到不了理想成绩，于是有了报一个口语强化训

练班的想法。在这之前我没有报过正式的口语班，只是通过看资料攻略等进行自我准备。 

 

 



机缘巧合在雅思哥的平台上看到了一篇口语九分女神 Tara 老师的推文，后面又关注了

老师的公益课，上了一节之后就加入了老师的班级。当时第一感觉是 Tara 老师的发音

自己真的很喜欢，希望以后能在老师的课中继续耳濡目染，她也正好出现在了我最需要

的时候。  

 

 
 

二、选好报考时间 

 

大家一定知道 1 月份，5 月份和 9 月份是口语的变题季，所以我觉得三、四月份，七、

八月份和十一、十二月份报名考试是比较好的。 

 

 

第一个原因是那时候的本季题库基本已经十分稳定了，所以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准备最小

范围最精准的题库。 

 

 

原因二是因为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准备本季题库里的题，反复练习，孰能生巧（解释一下：

比如我报名了四月份的考试，那么从一月份开始关注本季题库，这样我可以在一二三月

份反复练习这些题；但是如果我报了六月份的考试，那么经过 5 月份的变题，我只有五

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去练习本季的题库）。 

 

 

在变题季的时候我会结合题库，以及雅思哥考生的回忆的一起看。个人认为题库还是比

较重要的，好的题库你在上考场的时候会发现不进考官问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就连问你

的 part1 的问题的顺序都是一样的。 

 
 

三、自主复习 

 

关于口语评分标准：在学习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雅思的四个评分标准，一定要弄清楚是

哪四个评分标准然后时刻注意，这样才能更高效的提分，以免本末倒置。 



 

 

还有就是口语评分标准里面没有单独 task response 这一项（简单说就是很严格地扣

题），跟写作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 p2 可以延伸出去去说些别的，但注意是延伸，而

不是整个素材都是跑题的，答非所问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样的话考官可能怀疑你都没听

懂问题。 

 

 
 

关于口语材料的准备：首先就是要自己对照题库的题目想思路动手写，有些人也喜欢直

接借鉴老师的思路然后做一些细微的修改，我用的就是后者，会节省很多时间，用词语

法等也一定比我自己写要地道（前提是你的老师得是个非常优秀的老师），这样我就不

用花太多时间去思考和组织语言，事半功倍。 

 

 

老师的给材料不用一字不差的背下来，我说一下我是怎么记材料的：先明白答题主要要

表达的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然后记住表达的逻辑（比如总分，举例，转折，并列

等），再记住一些主要英文表达，最后自己脱离文本说说说，练练练。相信第一步和第

二步大家一般看一遍就能记住了，第三步可能需要记忆几遍词组和搭配，第四步尽量脱

离文本，不然会养成依赖性的。 

 

 

关于材料的记忆：备考期间我几乎一直随身带着手机和耳机（手机时代相信大家基本每

天也都是这样的，哈哈），然后做一件事情：听口语材料！！！或者说是口语的答案素

材，个人觉得这个方法十分有效。 

 

 

我反复听 tara 老师的录播课，吃饭的时候听，走在路上听，坐车的时候听，等人的时候

听，睡觉的时候听着入睡，反正这种方式很灵活，一有空就可以听。条件允许的话可以



公放并作影子跟读（解释一下影子跟读：就是播放老师的声音，不停顿，自己直接跟着

复述）。 

 

大家应该听说过通过视觉输入的记忆和通过听力输入的记忆效果会不太一样，就是同一

个材料你通过看文本记住的内容和通过听录音记住的内容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文本记

忆和听音记忆要结合，这样做基本不会出现在考场上想不起东西的情况。 

 

 

当然，通过听录音和老师接近母语者的发音，你的发音也会逐渐标准起来，一举多得，

强烈推荐。当然好的材料和发音才值得我们不停听和模仿哈。 

 

 

关于口语问题的分类和万能模版：所谓的万能模版其实就是一些逻辑思路和某些句子及

搭配。 

 

 

逻辑思路指的是举例，并列，转折等，就是你回答问题的一个套路，这也有助于我们延

伸答案，不至于讲了一觉话之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可以选择一些自己熟练或喜欢的思

路，多练习，之后拿到一个题目就自然而然的有很多话想说。 

 

 

万能的句子和搭配是指如 well，it really depends on…／to be honest，I cannot 

predict the future，but from what I see now, I suppose…等等这些结构，和如

help me keep a good body shape 等这种可以用在很多场景（如运动类题，爱好类

题）的搭配。逻辑思路和万能搭配都可以根据题目类型进行准备。 

 

 



 
四、总结 

 

总结一下，一个多月时间，把题库每个题都认真练习了一遍（由于我一月份考过一次，

所以三月份相当于是第三次过了一遍题库）。 

 

 

每天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修改老师的口语材料，有个别问题没有材料的需要自己写（我

一般只写关键词和做一些记号，不会整篇写）；归类整理题目，能合并的合并，不能合

并的可以讲同一主题但是具体细节和侧重点改变，完全跑题是不行的，太生硬的情况也

要避免；记忆一些逻辑答题法，比较万能的句子和搭配；每天文本记忆加上听力记忆，

脱稿自己讲加有空的时候影子跟读，这里强调一下多开口非常重要。 

 

 

因为那段时间主攻口语，当时我一天大概一半多的学习时间都是花在口语上的，剩下的

时间给其余三科。 

 
 

这就是我的经历，一个多月从 5.5 到 7.5。现在想想，如果我早点遇到 Tara 老师，如果

我早点进入状态好好准备，也就不会考那么多次了。 

 

 

不过我已经没什么“如果”可以讲了，你若还没开始，你若还没找到自己的方向，你若还

在困惑不前，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到你。祝大家早考早解脱！ 

 

最后，作为女神 Tara 老师的亲学生，向大家诚意推荐一直以来悉心指导和帮助我学口

语的 Tara 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