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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
頁面的左下

以翻回上一頁，
點選頁面的右下
以翻到下一頁。

編輯室的話

　　新的學年開始，法文組也加入了新的小編，期待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每個月
的歐語電子報能夠繼續為大家帶來精彩的內容。同時，也歡迎各位大一新生加入歐
語系這個大家庭，希望歐語電子報能為你們的大學生活帶來一些收穫。

　　在這個學期，歐語電子報針對內容做了調整，往後我們會將電子報的焦點著重
在本系上，除了透過每個月的活動回顧讓大家對於系上活動的籌辦有更多瞭解，還
會藉由每個月的歐語人物專訪，邀請學長姐們針對不同的主題進行更深入、完整的
經驗分享，期望各位能透過這些內容對於大學生活或是將來的職場規劃有更明確的
方向。

　　在十月電子報的歐語人物專訪中，我們將會邀請各組已經通過檢定考試的學長
姊向各位分享他們的準備方法和建議。法文組的部分，邀請到的是歐法四的鄭甯
學長來分享 DELF B1 的考試心得；德文組則是由歐德四的李鴻學長來提供他準備
Goethe-Zertifikat B1 的方法；最後，歐西四已經通過 DELE B2 的尚庭安學長除
了提供他的檢定準備心得之外，還會向大家分享他的西文學習歷程。這些資訊希望
能夠讓正在因檢定而備感壓力的學弟妹們有更明確的準備方向，也能更有信心地面
對即將到來的考試。

　　除此之外，本月還會藉由活動回顧帶大家一起來看看今年的迎新宿營和
Welcome Party 負責人如何用心籌辦活動以歡迎各位學弟妹和來到政大的外國人
們，也期望大家透過這些活動認識了更多人。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歐語電子報十月的精彩內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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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10/09 Welcome Party】

受訪者：歐西二陶怡佳 / 採訪編輯：歐西二吳敏琦

         每年 10 月系上系上都會舉辦 welcome party 讓大家去認識新朋友以及找到語言交換的
對象，其實學語言最重要的就是敢說，藉由 welcome party，不僅能使大家增進與同學的感
情，也能拓展自己的交友圈。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 welcome party 負責人歐西二陶怡
佳的心得吧 !

Q : 請問當初為什麼會願意接下負責人的職位呢 ?
A : Welcome Party 是我大一時參加的第一個活動，而我在當中，認識了一群
之後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們，他們讓我帶著很多回憶度過這一年。
    我希望學弟妹們也能有類似的經驗，所以接下了負責人的職位，覺得此活動對他們來說，
能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Q : 在籌備階段時，有遇到什麼困境嗎 ? 如何處理 ?
A : 很幸運的是，在籌備階段，因為還有兩位副召的幫助，歐法二的龔逸渲和歐德二的曾歆，
所以沒有真正遇到很大的困境。對此，我很感謝他們的協助。

Q : 活動當天有什麼特別的感受與想法嗎 ?
A : 我其實有點緊張，但同時也很高興活動有照著規劃進行。
    當天也讓我很想念已經回國的朋友們，希望他們能在這裡，也希望未來我能夠拜訪他們，
再次一起旅行。

Q : 在整個活動中最難忘的是 ?
A : 最難忘應該是我能夠和系上的同學們和認識的外國朋友們一起度過今年的迎新派對，我
覺得這種機會很難得，全部認識的人都能同聚一室，吃個食物和聊天。

Q : 有什麼心得與啟示嗎 ?
A : 開學的前一個月是有點忙，因為要處理迎新派對、打工，這學期的課也有點多。但我很
高興接下了活動，這學期也認識到一些新朋友。我覺得很值得，也希望 Welcome Party 能
歷年被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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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宿營】

受訪者：歐西二 劉旭鈞、張珈爾 / 採訪編輯：歐法二 王宸柔

      每年開學都會有一場辦給大一學弟妹的宿營，往往都會和別的系合辦，今年則是與資訊
科學系一起合辦。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系的總副召：歐西二劉旭鈞、張珈爾的採訪內容吧！

      在宿營主題的部分，旭鈞說：因為是和政大資科系合辦，所以主題取了歐語系的「歐」
和資科系的「資」定名，叫做「歐」趴糖是多力多「資」。珈爾也幫我們補充了這個名字的
含意：希望能在營期讓大一新生感受到如同歐趴一樣的快樂。

在籌辦大型活動時會遭遇許多困境，讓我們來聽聽總副召的想法。
      旭鈞：我覺得因為是兩系合辦，所以在討論事情或構思企劃上不算太容易，畢竟兩系必
修課時間也不一致，要喬時間約出來就比較麻煩；再者，兩系合辦意見也比較容易分歧，因
此在溝通及達成共識方面也需要一些包容及耐心。至於時程安排上，由於中間卡了一個暑假，
其實大多數工人暑假都有各自的規畫，導致中間有一陣子進度滿停滯的，很多東西也是到開
學大家都回到學校之後才開始處哩，可能是大學生慣有的拖延症吧！
珈爾：第一次辦逾百人參加的活動，很多相關準備工作都很生疏，常常覺得無所適從，但透
過互相溝通協調，取得各方平衡點之後，一切都有步上軌道的感覺了。

 在辛苦的前期準備後，終於迎來正式上場的日子，在短短三天兩夜的宿營中，想必有令人印
象最深刻的時候。
      旭鈞覺得是第二天晚會的時候，那時候有安排一段讓大家一起群舞的活動，大家圍在舞
池旁，當音樂躁動，在昏黃色的燈光渲染之下，工人們輪番上場尬舞；像他自己當時也有被
推進去舞池，沒想太多，就跟著音樂恣意擺動身體，彷彿所有惱人的事都被拋諸腦後，整個
血液都在沸騰，場面鬧哄哄的，他真的好喜歡這種大家同樂的感覺，儘管有些人只是跟著吶
喊、跟著揮手，但這種夜店的既視感他是第一次體驗到。另外，晚會還有一點讓他印象深刻
的事，那就是工人們準備的表演，除了各個活動之外，準備表演的時間也佔了好幾個夜晚，
從一開始的選歌編舞到練舞雕舞排對形，以及每次膽戰心驚的驗收，都是為了成就營期最後
一次、也希望是最完美的一次表演；表演結束站在台上感受台下的喝采及掌聲，如此的感動
實在是難以言喻。珈爾則是覺得營期第三天的水大地讓她印象很深刻，拿著水球跟水槍到處
攻擊工人與學弟妹們讓她意猶未盡。拿著水球與水槍與大家同樂，一掃累積起來的疲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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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過後，我們的總副召有些話想對學弟妹說。
      其實一開始開放表單讓學弟妹報名時，第一個禮拜實在是成效不彰，每天看著零零落落
的表單回應都很擔心學弟妹都不想參加宿營；於是之後我們快馬加鞭的發文宣傳、跑班宣傳，
好在最後學弟妹的人數還是有達到理想，真的很感謝學弟妹願意撥出一個周末的時間參加宿
營。而在正式營期間，在各個活動銜接的地方，有時候設備出包、有時候工人又不知道跑到
哪去，這些突發狀況其實或多或少都會拖到時間，也謝謝學弟妹們包容我們、一直給我們滿
滿的活力，這三天辛苦大家早睡晚起了，希望「歐趴糖是多力多資」能讓學弟妹們留下一個
難忘的回憶，也有透過宿營認識新朋友！
 
當然，除了給學弟妹的話，也要給辛苦的工作人員一些話。
      旭鈞：經歷這次宿營，除了跟系上的朋友關係更進一步，也希望大家都有結識資科的新
朋友；宿營跟其他活動比起來相對複雜麻煩，基本上囊括了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都要兼
顧，相信籌備期間勢必會感到心累，但看到大家彼此幫忙、彼此打氣就覺得還滿欣慰的；也
要跟大家說聲抱歉，宿營需要自掏腰包滿多錢的，聽到好幾個人都在說繳了宿營工人費瞬間
變很窮，還請大家見諒啊。最後不免俗的要說聲感謝，宿營能順利舉辦確實要感謝工人們各
司其職：隊輔們燃燒生命陪著小隊員跑遍聽濤營、活動們絞盡腦汁構思出有趣刺激的活動、
美宣們協助製作道具名牌以及營服營手冊、攝影們捕捉上萬刻開還大笑的瞬間、生器們幫忙
整理場地和搬運器材，謝謝所有工人，你們真的辛苦了！
珈爾：工人們辛苦了，從正式開始籌備到宿營結束，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準備期，大家都扛了
很多的活動在身上，不停開會、練習，所有人的努力讓我們的宿營非常完美，有大家的辛苦
付出才有這三天滿滿的回憶！謝謝你們！

最後的最後，來聽聽總副召的話。經過這次的宿營，他們想必有很多心裡話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想說的在前面就說了好多，最後就說一些自己的心路歷程吧。說實在的，並沒有特
別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籌備宿營期間，總覺得自己漏掉了一些事情，像是亡羊補牢般的在統
合著工人們；尤其是在正式上營前兩個禮拜左右特別容易感到焦慮，懷疑著是否能夠順利辦
好宿營讓學弟妹們盡興，「總副召」的頭銜不好扛，也會後悔說當初應該接個活動組的職位
就好，畢竟總副召要注意的細節比其他工人都來得多，不是說馬虎草率地丟給工人們自己想
辦法就好。如今下營卸下總副召一職，滿慶幸說自己熬過來了，但也不敢邀什麼功，宿營是
大家的血汗功勞，真的很感謝大家這段時間的包容，在這邊先為下一屆的宿營總副召獻上我
的膝蓋，願意擔負起這個職位的人實在是不跪不行啊！也希望「歐趴糖是多力多資」成為歐
語系大家心中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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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照片

     第一天大家剛到聽濤營準備開幕

             
                                                               第二天晚會總副召們講話

     第三天水球大混戰

| 本月活動回顧

                                                                                            第三天大家開心烤肉

       

  
      八隊隊輔們

                                                                                              第三天所有工人與隊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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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語人物專訪】

受訪者：105 級 李鴻／採訪編輯：歐德四　莊惠玫

       在本月的歐語電子報中，德文組邀請到了歐德四的

李鴻學長，學長在大三上學期時就通過了歌德學院的

Goethe-Zertifikat B1 檢定。在德文組只要能夠考取 B1 檢

定，就能在交換甄試的申請中通過大部分德國大學的申請

門檻，對於有意到德國進行交換的同學可說是非常重要的

語言能力證明。在本月的電子報中，李鴻學長除了提供各

位他在考前的各科準備方法之外，也給了學弟妹非常多實

用的建議呢！以下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學長關於檢定準備

和考試的心得分享吧！

・準備方式

閱讀

      學長認為在閱讀方面的準備方式和英文考試很像，除了在必修課的課程中所讀到的文章

可以作為練習之外，每天還得至少寫一回模擬考題。寫模擬試題不僅能夠訓練閱讀能力、培

養做題時的手感，寫完之後的檢討更是重點，學長會將課堂上學到以及檢討試題時所看到的

生字整理在一本小冊子中，並利用吃飯及走路時等空檔背誦單字。

聽力

      在準備聽力的過程中，學長除了跟閱讀一樣每天會練習一回聽力模擬試題之外，還會另

外花時間聽 Deutsche Welle 上的 Top Thema，Top Thema 的難度略高於 B1，而且還會

提供解析跟單字補充，是很好的學習資源。除此之外，學長也會利用通勤時間聽德文新聞（例

如：YouTube 上的 Galileo），藉此營造德文環境，改善自己的聽力能力。

| 人物專訪 10

寫作
      寫作部分的準備則是每兩天就會寫一篇作文，並每周請系上的教授幫忙批改，不僅能夠
讓寫作能力更加熟練，也能及時發現需要改正的錯誤。除此之外，為了能在寫作時能讓文章
有更多變化，避免重複使用單一連接詞，可以特別記一些比較常用的連接詞或片語，並盡量
在練習時多加使用。最後，更要記得在教授批改完後自行檢討那些在格式或是文法上常出現
的錯誤，才能達到練習的效果。

口說
       在口說考試中，其實考試的題型滿死板的，因此建議可以事先整理出一套固定的回答模
板（例如：三分鐘簡報內容中的起承轉合），可以先寫出簡報的架構介紹並背誦起來，考試
時再依據題目的不同將關鍵字填入即可。除此之外，還可以跟其他同樣要考試的朋友約定每
隔兩到三天就一起依照正式的考試規格進行口說的練習，也可以藉此參考他人的口語用法以
及單字使用，彼此互相學習。

整體準備心得
      考前真正密集準備的時間大約一個月。當時在德文組上課的老師提供了報考檢定的同學
數量頗多的練習題及模擬試題，而且聽說讀寫四科的各題型都包含在內，因此學長每天都會
用題本內的題目作為練習的材料，需要注意的是，在練習時要按照正式考試的時間作題，才
能夠確保在正式考試時不會超時。基本上依照本系大三的程度，學弟妹們只要以題本的練習
搭配後續的單字及文法檢討就足夠了。
在 模 擬 試 題 方 面， 學 長 所 練 習 的 是 Hueber、Prüfungstraining 以 及 So geht’s noch 
besser 這 三 本， 而 難 度 排 序 依 序 是 So geht’s noch besser ＞ Prüfungstraining ＞
Hueber，雖然學長個人是從最難的題本開始練習，但其實實際考試的難度並沒有那麼高。

・準備時所遇到的難題
      在練習模擬試題的時候，常常會因為參考書的難度較高，因此在寫完試題對答案時會發
現錯誤的題數很多，導致產生很深的挫折感，也會擔心是否能通過檢定，但在考完檢定後就
會發現實際上的考試難度並沒有模擬試題那麼高，而且歌德學院的考試環境舒服，並不會給
考生太多壓力。因此只要在一個月的準備期之中有持續地培養感覺，其實要高分通過檢定並
不會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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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的建議

在歌德學院舉辦的檢定考試中，口說考試的部分會安排兩位考生一起進行，因此一起進行考

試的夥伴也很重要。口說測驗的第一部分會要求兩位考生針對某項活動的籌備一起進行約三

分鐘的討論，若是在這個階段發現對話夥伴的狀態不佳，要試著引導對方順利進行對話，否

則當問答簡短且缺乏實質內容時，也會影響自己的發揮 ; 反之，若是當對方程度好，對話能

順利持續時，則毋須太過擔心。

而在正式考試前，考生會有十五分鐘的準備時間。在這十五分鐘裡，可以針對第一部分──

活動籌備討論多寫一些不同層面的關鍵字，如地點、時間、參加者等，以避免屆時預先準備

的內容卻先被對方講出時，會因為無法臨時應變而不知所措。

・針對檢定的建議

對於之後有計畫到德國交換的同學，B1 的檢定相當有幫助，因為 B1 是許多德國大學對於

本校交換學生的語言檢定門檻，因此通過 B1 可以比其他同學有更多優勢。此外，即使學校

的外語畢業門檻已經廢除，但語言能力證明對於充實履歷還是有一定的幫助，因此建議在畢

業前考取證書以證明自己的語言能力，學長之前就曾在德國公司打工過，當履歷上有檢定證

明時，一定是大大的加分。當然若是能進而考取 B2 的檢定，一定會是更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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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語人物專訪】

受訪者：歐西四尚庭安 / 採訪編輯：歐西二 吳敏琦

十月的歐語人物專訪的主題是檢定考試分享，雖然現今以檢定考作為畢業門檻的制度已經廢
除，但它對於學習成效的檢視還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助益。此外，檢定考也代表著我們在語言
能力上的證明，在求職上更是一大利器。本月西文組訪問的是大三就通過 DELE B2 的歐西四
尚庭安學長，事實上，學長不僅西文能力卓越，在學習方面的態度也十分謙虛，總是認為自
己還有不足，並持續精進自我。我想，這點應該是最難能可貴的事情。謙虛是一種明亮而不
刺眼的光輝，一種圆潤而不腻耳的音響，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能夠看得很遠卻又不陡峭的高度。學長的例子正印證了這種形容。
最後，希望大家都能從學長豐富的經驗中獲益良多。

《興趣萌芽》
1. 學習西文的動機
　　老實說，我會開始學習西文只是純粹的意外。高中的時候學校開設了許多跑班選修課，
其中就有許多的第二外語課程。我當時最想學的語言其實是日文和德文，前者是因為那個時
候正好沉迷日本動漫，後者則是因為喜歡貝多芬。然而不幸的是德文剛好在我高一那年停開，
而日文太過搶手根本就擠不上，最後就落到我選修志願榜的第二志願——也就是西文。當時
我根本連西班牙在哪裡都講不太出來，會把西文擺在第二志願也只是因為看到網路上說西文
比其他歐洲語言簡單好學而已。就這樣，我選上了一門我完全沒有瞭解過也沒什麽興趣的語
言課。
　　還記得高一剛開學的時候，生涯規劃課老師還讓我們寫一張學習生涯期許單之類的東
西，我在我的學期目標上寫的是「希望可以自學學成日語，西班牙文不要不及格就好」。對
西班牙文這門語言完全是抱持著一種「不瞭解，也不想去瞭解」的態度，就這樣度過了學期
最初的幾週。但隨著課程的進行，在老師的帶領下，我慢慢發現西文有趣的地方，也開始對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多姿多樣又熱情洋溢的文化萌生了好奇，逐漸開始主動參與起課程，西文
程度也隨之提升，甚至到高三沒有了選修課之後，都不斷地在生活中自力學習，奠定了後來
大學踏入歐語系西文組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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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

1. 在學習西文的過程中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任何人一開始在剛學習一門新語言的時候，一定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好在西文的

拼寫的特色就是「看什麽拼什麽」，基本上能唸得出來的字都能拼對個八九成，而沒見過的

生字照著發音規則也一定能唸得出來，這點相較於英文或法文等語言來說就是一大學習優

勢，再加上字母系統也和英文相同，使得初學者幾乎沒有人會在拼寫這一塊遇到瓶頸。不過

就像其他歐洲語言一樣，西班牙文的許多文法概念是英文所沒有的，豐富的動詞時態變位和

玄妙的名詞陰陽性別也是，對從小學習中文和英文的我們來說都是相對陌生的概念，即使是

熟練的英語使用者在初學的時候也需要花上一段時間去適應。

　　我自己在剛開始接觸的時候，動詞詞尾的部分是透過口訣記憶和頻繁複習來掌握的。上

課無聊的時候，就在課本旁邊照著口訣隨便抄一個印象中的動詞變位表，再打開課本確認答

案；看到誰在做什麽事情，就會在心裡想這個對象的動詞對應的詞尾是什麽，如果不知道要

用什麽動詞還可以順便查一下，如此一來就能讓動詞變位規則變得像反射動作一樣自然，一

看到自然就能想到。

　　在學會一些簡單的構句、單字量也慢慢增加之後，就可以開始在生活中三不五時用西文

去思考一些事情。我自己是從數數開始，偶爾在數數或倒數的時候會用西文數字去試著數看

看，看到頁碼、日期，甚至考卷上的分數時，也會嘗試用西文在心裡唸一遍，然後進階到能

在心裡講完整的句子，形容眼前看到景象或正在發生的事，並且自己能檢視自己說的是否正

確。另外我還會在小紙條上寫上家具和各種日用品的西文名稱，貼在房間裡對應的物品上，

或是把已經使用得非常習慣的手機 app 調成西文介面，自己在生活環境中尋找接觸西文的

機會。

　　此外，歌曲和電影劇集也都是很好的學習媒介。我記得我的第一首非兒歌的西文歌

《Libre Soy》（冰雪奇緣拉美西文版的《Let It Go》）就是老師上課播給我們聽的。之後

我便把老師播的和自己找到的西文歌放進手機裡天天聽，閒來無事的時候就會從自己比較喜

歡的歌裡挑出一兩個句子去查歌詞、查字典，這樣未來再聽到這首歌的時候就能想起裡面出

現過的單字和意思，也不容易忘記。事實上，除了看西文電影之外，我平常還會看西文配音

電影——幾乎都是拉美配音的，因為我個人不喜歡西班牙配音的腔調（笑）。事實上，自

從看過我的第一部西文配音電影（冰雪奇緣）後，只要我想看的電影在拉美有西文配音版我

就會去看。配音電影的好處是它的發音會非常標準且清晰，不會像西文原創電影那樣會有母

語人士才聽得懂的省略詞或吃字音現象，對二外學習者來說，這些都是很好的自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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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語言交換的必要性
　　我這個人其實既不擅長也不太喜歡社交，因此我找過的語言交換對象都是透過 app 認識
的（HelloTalk 跟 Tandem）。那時候正逢高三，每個人都如火如荼地在準備著學測，因此
為了舒緩一下緊繃的神經，我把和外國人聊天當成一種調劑壓力的方式。因為時差問題，所
以也即使沒有即時回覆訊息也不會被責怪，而且跟對象距離遙遠，生活圈互不相通，聊起來
也能少幾分顧忌。但是這點反過來說同樣也可能是缺點，因為要是生活圈重疊度太低，通常
聊上幾週後就會面臨沒有話題聊的窘境，然後就對話就無疾而終。我聊過最久的兩個語交夥
伴大概也都只有半年左右而已，因此如果要找長期的語交夥伴的話，感覺還是要多去認識身
邊的外國朋友比較實在。

《檢定之路》
1. 考過檢定的意義與助益
　　首先當然是因為對找工作有幫助。畢竟未來畢業了去面試工作，有個證書在手也比較能
證明自己。但其實就我自己來說，會去考檢定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想檢測自己的實力在哪裡。
畢竟從高中開始接觸西文到現在也已經準備要邁入第九年了，有時候不免會想知道自己究竟
到什麽程度、我的強項弱點是什麽、我目前最欠缺的什麽，這些都需要透過檢定作為標準來
衡量。如果沒有考過，至少能知道自己哪方面的能力有不足；如果考過了，那就表示自己確
實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目標，可以開始做下一步的學習計劃了。所以，即使檢定成績不能代
表學習的全部，能流利使用語言和能考出高分之間也不存在絶對的必然關係，但我認為檢定
對於學習還是有一種里程碑式的意義在。況且 DELE 的證書也不會過期，趁著現在大學還有
時間先考著放也好，誰知道什麽時候會用上呢？

2. 聽說讀寫的準備方式
・基本功：既然都說是基本功了，那就是一些平時就要做到的事情，應該也很難有什麽準備
方式可言，但我認為還是有一點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學習的心態。如果你在學習西文的過程
中沒有找到你對語言的熱忱，而只是把它當成一門純粹的學科在學習的話，那你當然還是有
可能把它學得很好，但是有很大機率你也會學得很痛苦。唯有當你發自內心想要學習一樣東
西，並願意主動付出時間去換取知識，才是最有效收穫知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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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B1 總共有五個大題，B2 則有四個，每個大題的題型網路上都可以查到。練習時可
以用碼錶 app 分別記錄每一答題的作答時間，如果明顯感受到某一大題作答的速度真的特別
慢，可以考慮先跳過最後再回來寫。
　　考試時，閲讀測驗一定要先看題目再回去看文章，特別是 B1，因為 B1 的閲讀測驗題目
和文章段落是一對一的，所以從題目的關鍵字去文章裡找會更快一些。平常沒事可以多看一
些西文字幕的影片鍛煉閲讀速度。
　　文章挖空填句子的題型可以先掃過整篇文章掌握脈絡再填答，留意選項中的關鍵字，雖
然可能是作答線索，但也十分有可能是陷阱，所以一定要先知道文章整體的主旨和各段落大
概的主題。
　　最後一大題不論 B1 B2 大多都是文法類的選擇題，B1 通常是一封信件，特別愛考介係詞；
B2 通常是小說段落的改寫，常考動詞時態的用法，但只要平常有累積基本的文法知識和語
感，作答上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當然前提是平常有在累積。

・寫作：B1 的第一大題通常是要寫一封非正式的信（給朋友之類的），通常只要不要犯太
基本的文法錯誤都不成問題。
　　第二大題通常會有兩個選項，一個簡單一個難，基本上用看的都能分辨，選擇哪一個看
個人喜好，不過選難的題目不會有加分，但出錯的機率更高，所以還是建議選簡單的就好。
簡單的通常會要你講跟你生活經驗相關的某件事（難忘的旅行那類的），重點就是要考你對
過去時態的掌握程度，所以考 B1 的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不同過去時態的用法。
　　B2 的第一大題會要你寫一封正式書信。一般會先播一段跟寫作主題相關的錄音，裡面
可能包含寫作上會用到的關鍵訊息，一定要仔細聽（我自己當時寫的題目是「向一場演唱會
的主辦方抗議場地問題」，錄音裡就提到了演唱會的舉辦日期和場地具體有什麽問題等）。
記得留意正式書信的起頭、結語等細節，人稱記得用 usted(es)，用字不要太過口語化。
　　第二大題兩個選項通常一個是數據分析，一個是文案寫作，這兩個我個人認為沒有哪一
個特別簡單，選擇上還是看到時候拿到的題目為主。記得引導文上寫的是「deberá」，所以
題目有提到要包含的內容一定要記得包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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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聽力比較難準備，必須要靠平常多聽才有辦法，所以也不容易準備。但閲讀和聽力
是緊接在一起考的，所以做完閲讀有時間一定要趕緊先看聽力的題目，有時間的話把選項中
的關鍵字標出來，方便到時候聽到的時候可以快速判斷選項。聽力內容都會播兩次，如果
能在第一次就先快速判斷出個大概的話，第二次就可以當檢查並詳細聽第一次沒聽清楚的部
分。切記不要聽到跟選項一樣的單字就選下去，因為是陷阱的機率大概五五開，能聽完聽懂
再選自然是上策，但如果真的聽不懂就趕緊跳過先聽下一題，否則下一題又沒聽到會惡性循
環，然後你可能會很慌，這樣就事倍功半了。

・口說：B1 考試前會先有 15 分鐘的準備時間，B2 有 20 分鐘，這段時間你會先進到準備
室選題目，然後用他們提供的紙筆在空白紙上做筆記準備，考試時該份筆記可以攜帶入場，
但不要低頭一直看稿唸。進入考場會有兩位考官在內，一位是你的面試官，也是你接下來口
試的對象，另一位則會坐在你的背後，不會跟你互動，但不論如何進去時都記得跟兩位考官
打招呼。開始前考官會問你「¿Tú o usted?」，這決定了你們接下來的對話人稱會用 tú 還
是 usted 來進行，一般來講會建議選 tú，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比較熟悉 tú 的對話模式（選
usted 也不會加分）如果考官很嚴肅都不看你或臭臉也不要管他，講好自己準備好的東西就
好。
　　B1 第一大題介紹主題的部分要用什麽策略見仁見智，如果你對自己的西文程度有自信，
你可以簡單講完後讓考官去追問，反之，你可以準備長一點的內容來講，壓縮考官可以追問
你問題的時間，有必要的話甚至可以先擬一份「萬用講稿」背起來，不論什麽題目都可以套
進去講的那種，但也不要太硬拗硬套，不然會很怪；照片說明要記得「什麽都能講」，不要
只限於講引導文字提到的點，照片裡面的天氣好壞、光線明暗、地點寬窄、東西的形狀顔色、
人物的穿著、髮型、瞳色……任何你能說的都拿出來講，重點不在講得快，而在流暢不支吾。

3. 推薦學弟妹的學習資源

・西文配音電影影集下載：https://www.descargatelocorp.com/
・西文配音 / 字幕電影影集線上看：https://cuevana3.co/
・西文配音 / 字幕影集下載：http://seireshd.com/
・西文配音動畫下載：http://bulletnoxanimes.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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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定考中個人認為最不好準備的部分
　　原本以為最難準備的部分應該會是口說，但實際考試當天卻是手寫和聽力寫完後最沒把
握（雖然最後口說成績最低 XD）手寫是因為我平常練習寫 B2 的題目都是選文案寫，考試當
天才發現文案那個選項的題目指示完全看不懂（要幫忙宣傳一本講某個地方傳統市集的書，
但我在引導文字裡連作者的名字都沒找到），臨時決定改寫數據分析，然後發現那題數據分
析其實滿好寫的（民眾遇到醫療問題時求助網路管道或實體管道的比例統計），因為在那之
前沒選過分析題所以還是寫得偏緊張，所以大家題目能多做的還是要多做喲～
　　
5. 建議考檢定考的時間 
其實要什麼時間考都可以，只要自己規劃後覺得時間安排 OK 就可以去。考前可以去上歐美
亞的檢定班，雖然燒錢但是十分有幫助（Orlando 會教很多 DELE 的考試技巧，非常實用）。
所以可以找那兩個月內的週日方便去上課的日期。我個人是有上過 B1 的檢定班，但在考 B2
時，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掌握大多的考試技巧就沒有再去檢定班了。不過個人建議可以在大三
之前先考過一次，這樣要是不小心沒過的話大四還有機會再考一次。

《貼心叮嚀》
1. 想跟學弟妹說的話
祝各位同屆朋友及學弟妹們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標、完成心中的夢想，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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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語人物專訪】

受訪者：歐法四鄭甯 / 採訪者：歐法二王宸柔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年五月考過法檢 B1 的歐法四鄭甯學長 ( 大三時參加考試 )，在
準備時的心得。話不多說，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Q：請學長簡單介紹一下 B1 的考試題型
A：有四個部分，分兩天考試。第一天考聽力、閱讀跟寫作，第二天考口說。
聽力 25 分鐘：大致是三段音檔，每段音檔都有簡答題跟選擇題。難度跟大二三課程中的聽
力比起來非常簡單，不用太擔心，不要粗心就好。
閱讀 35 分鐘：有兩大題，第一題通常都是給四張圖片，然後我的題目是去度假要找飯店，
請你依它列出的條件找出最適合的一個。第二大題就是閱讀測驗，題目會給幾段敘述請你判
斷是非，並且要寫出證據。 
寫作 45 分鐘：最少要 160 字，並在最後寫上自己的字數。看歷屆題目通常都是寫信、或是
講有關交換學生的事，例如住宿、交換生打工或活動之類的。滿好擬稿準備的，在阮若缺教
授的課堂訓練下，寫 出 200 多字應該是沒問題的。
口說：分三部分，自我介紹、角色扮演跟文章分析。先抽文章之後能在一間教室準備十分鐘，
之後進去考場先自我介紹，角色扮演的題目現場抽，最後再講有關你文章的分析。

Q：請問學長準備檢定所花費的時間 ? 在準備聽說讀寫的時間分配、準備方式 ?
A：沒有特別買檢定的東西準備，正常上課就 OK 了。
聽力跟閱讀的句子基本上完全比你在課程中接觸到的簡單好幾倍，比較能準備的是寫作跟口
說的擬稿，多想一些有關交換生的題目來練習，還有書信怎麼寫一定要準備。

Q：請問學長覺得最困難的部分 ( 聽、說、讀、寫 )? 為甚麼 ?
A：口說，因為緊張當下很容易想不到，像我角色扮演抽到的題目是：說服你不愛出門的朋
友 ( 考官 ) 去山上玩，我當下連用中文想 :「要去山上幹麻 ?」都想不到，所以講的不是很理想。
通常你講完文章分析之後，主考官會問你一些問題，在最後的最後丟給你的問題，通常是這
邊文章很重要但你沒分析到的點，這時候你一定要針對這個問題多討論幾句，如果只有簡單
帶過，你出來會後悔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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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承上題，學長對於目前的歐法的課程規劃有沒有覺得哪方面可以加強 ?
A：在文法方面，我覺得文法課大三可以繼續上，往後閱讀的文章還有很多東西沒有教到。
尼古拉教授的上課方式對檢定很有幫助但他走了，在他的考試中，會要求學生必須對一篇文
章做順序性的分析再討論，雖然滿有壓力，但卻是進步最快的方法。
寫作範圍太廣，教那麼多修辭也沒有實際一直應用，況且建立在文法只上兩年的基礎下很多
句子根本不實際。片語多上一點，但不要是平常根本用不到或是很少用的奇怪片語。
聽力部分其實非常難透過固定的課程來教，我覺得提供管道給學生自主訓練即可。

Q：參加完檢定後的心得感想 ?
A：B1 不用太緊張，跟我們系的必修考試相比簡單非常多，但 B2 聽說跟 B1 的難度是天差
地遠，所以考完 B1 並不代表什麼，不要鬆懈，繼續努力。

Q：請問學長有沒有推薦的準備檢定相關書籍或網站等 ?
A：免。上網查查別人分享自己考時的題目，我覺得題目方向都一樣。

Q：給學弟妹的話
加油！照時間來看，下次考試感覺英國脫歐非常有可能出現喔，但沒出現也別怪我。

謝謝學長的分享，看完學長的檢定經驗談，是不是對於檢定也躍躍欲試呢？若平常都能好好
吸收老師課堂所學，相信 B1 對於歐法的同學們來說，不會是一道過於艱難的考驗，最後，
也希望學長的分享對於即將參與檢定的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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