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58 

（A）她在看书。 

（B）她在打扫。 

（C）她在打电话。 

（D）她在喝啤酒。 

请注意人的动作。由于图片上的女性正在打电话，因此（A）“她在看书”、（B）“她在打扫”、（D）“她

在喝啤酒”是错误答案，（C）“她在打电话”为正确答案。 

 

该部分要求考生观察图片后，选择符合图片内容的说明句子。对考生的听力与瞬间判断能力有一定要求。图

片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单人的图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图片、物体或动物的图片、风景或情况的图片。其

中，人物图片的考题居多。因此，需要按照自动词、他动词，整理复习表示进行与状态的语法。 

是否熟知相关词汇与用语，会给这部分的得分情况造成很大影响。因此，考生需要根据不同题型，整理复习

相应的高频词与用语，以其取得高分。" 

 

P.70 

明天做什么？ 

（Ａ）是星期六。 

（Ｂ）早饭后做。 

（Ｃ）去朋友家。 

（Ｄ）打网球了。 

这是使用了疑问词“什么”的疑问词类型问题。这里的“什么”是针对对方动作发问，时态是未来，因此用

过去时回答的（D）不正确。正确答案为（C）“去朋友家”。 

 

该题型需要考生找出恰当的答案，回答问题。考卷上没有给出问题。因此，需要考生仅听日语的语音来解题，

是听力问题中最难的部分。主要题型分五类：“疑问词类型问题”、“是／否类型问题”、“打招呼及惯用

的回答方法”、“日常生活用语”、“工作及商务用语”。尤其是“工作及商务用语”问题中会出现平常没

有接触到的词汇与惯用表达方式，为了取得高分，必须强化该部分的学习。而且，最近的考试中读题速度日

趋加快，为了习惯日常简体形式的对话速度，建议多看日剧和日本电影。 

 

P.86 

女：请问，这附近有书店吗？ 

男：有的，在车站前面。 

女：邮局也在书店旁边吗？ 

男：不，邮局在那家百货商店旁边。 

 

听对话前，请先浏览一下问题。女的在询问“邮局”的位置，因此要留意接下来男的的回答。男的回答：

“邮局在百货商店旁边”，因此（D)为正确答案。 

 



本题的形式为考生听男女对话，阅读试卷上的问题，进行解答。在听了简短的对话后，需要立即阅读试卷上

的问题，做出选择，因此对速读能力有一定要求。 

试题类型主要分为三种：“听数字或说明人物的问题”、“理解男女不同意见或行动以及相应对话内容的

问题”、“询问业务或商务工作内容的问题”。 

在考卷上给出问题，因此可以灵活利用检查试卷或答题时的多余时间，提前阅读试题后再听对话，以便更容

易地选择出正确答案。男女对话基本由两句对话构成，需要考生集中注意听两人的对话，理解怎样的情况。

学习各种情况中使用的词汇会有助于答题。" 

 

P.103 

山田已经在银行工作了 8年。去年结婚以后，跟妻子两人开始打网球。星期日上午，他们经常在家附近的公

园练习。 

在试题中有疑问词“几年”，询问时间长度，因此在听文章时，应该尤其注意数字。第一句话提到“8年”，

因此正确答案为（C)。 

 

本题的形式为听一段大约 30 秒的说明性文章，解答 3、4 个问题。这部分共 6 题，其中对于 1 篇文章“设

有 4个问题”的题目有 2个，对于 1篇文章“设有 3个问题”的题目有 4个。 

主要的出题类型有 3 种：“人物介绍与日常生活”、“公告、通知及介绍”、“新闻、报道及时事问题”。

与其他部分相同，题目越往后难度越大。 

这部分需要考生听一段大约 30 秒的说明性文章，一口气解答 3、4 个问题，因此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是取得

高分的关键。 

与“Ⅲ对话”部分相同，在试卷上可以看到问题，因此提前阅读问题后听文章，有利于答题。如果在文章中

听到与问题相应的内容，请尽量一边听一边答题。" 

 

P.116 

本题需要考试找出双汉字单词的发音，带有下划线的“趣味”读作（A)“しゅみ”。注意不是长音。 

 

本题需要考生选择汉字正确的音读和训读，找出相同意思的表达方法或同样的用法。主要的出题类型有三

种：“选择正确的发音、汉字的问题”、“找出其他表达方法的问题”、“区分意思及用法”。需要考生不

断解题，进入下一部分试题。 

在“选择正确的发音、汉字的问题”中，除了同音异义语问题以外，其他部分的问题都可以仅看划线部分，

迅速找出正确答案，进入下一题，由此缩短答题时间。在“找出其他表达方法的问题”部分，如果不确定正

确答案，可以用四个选项替换下划线部分，选择感觉最自然的表达方法，如此往往能回答正确。 

在“区分意思及用法”部分，选择动词形态同样的选项，往往就是正确答案。不用试图理解试题的文章内容，

首先寻找相同形态的选项即可。" 

 

P.124 

在病句改错部分中，往往会针对动词或形容词的变形出题，阅读句子时请留意。本题正确答案为（A)。“い

形容词”的“て形”是去除词尾的“い”，加上“くて”。因此，“古いで”需要改正为“古くて”。 



 

本题形式为从四个选项中选择错误部分或从文意来看不自然的部分，是阅读理解中考生觉得最难的部分。 

试题一般分为两大类型：“语法错误”、“词语错误”。20题中 15题以上有关语法，因此这部分尤其需要

注意复习语法。 

在语法改错问题中，如果不好好掌握语法，就无法选出正确答案，因此期望在短期内获得高分的考生首先需

要尽快掌握语法。" 

 

P.132 

本题是关于形式名词的问题。（B)“もの”表示具体的物品，（Ｃ）“こと”表示动作、现象。比如，“どん

なものを買いますか（买什么东西）”“どんなものが好きですか（喜欢什么东西）”“音楽を聞くことが

好きです（喜欢听音乐）”“どんなことをしますか（做什么事）”等。（Ｄ）“の”与“見える（看到）、

聞こえる（听到）”，或者“待つ（等待）、遅れる（迟到）、急ぐ（赶紧）、とめる（停止）”等动词一起

使用。比如，“彼女がピアノを弾いているのが聞こえた（听到她在弹钢琴）”“私が生まれたのは東京で

す（我出生在东京）”等。 

 

本题要求考生选择适当的词语和语句，填入下划线部分。该部分评测考生的表达能力与语法，也间接评测作

文能力。 

与语法相关的问题有“不同词性的词尾变化及接续形式”、“找出正确的语法表达”等，与词语相关的问

题有找出“名词”“副词”“动词”的问题。除此以外，试题中也会出现“接续词”、“拟声、拟态词”、

“惯用句”等，因此平时每当看到拟声拟态词与惯用句，需要认真对待。" 

 

P.149 

本题需要找出近义词。“さらに（又、另外）”表示进一步添加信息，有“もっと（更）”、“加えて（另

外）”、“その上（而且）”等意思，因此正确答案为（D）。 

 

本题的出题形式为阅读一段长文章后回答 3、4个问题，“4个问题的题目”有 6个，“3个问题的题目”有 2

个，共计 8个问题。在实际的考试中往往不是由于考试的难度，而是由于时间分配不合理，导致最后没有完

成所有的题目。因此需要考生在前半部分注意时间分配，否则会导致最终时间不够，无法完成所有的题目。

主要的出题类型分为 2种：“符合文中内容的问题”、“下划线问题”。内容分为“人物介绍及日常生活”、

“说明性文章”、“新闻、报道及时事问题”。尤其最近的考试中，频繁地出现日本的热门话题，因此请注

意平时多了解日本的新闻和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